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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安徽省安庆市的菜子湖，属于
沿江湿地湖泊，是鸟类的天堂。每年秋
冬季，成群结队的候鸟来此栖息，其中
最为有名的是全球仅存 9000 多只的濒
危物种、国家一类保护动物白头鹤。它
们从遥远的西伯利亚飞来，这里是它们
贯穿亚洲、长途迁徙的驿站。每年有几
百只白头鹤飞临这里，或短暂休整，再
向温暖适宜的南方飞去；或停留，在此
越过寒冷的冬季。

守望蹁跹
让鸟儿安然自在

11 月 4 日，冒着淅淅沥沥的秋雨，
《经济日报》 记者驱车 40 多公里，从安
庆市去往菜子湖。山路弯弯，起起伏
伏，村庄座座，错落有致，田野里还有
未收割的晚稻，一垄垄菜地被秋雨滋润
得青翠欲滴，真是鸟儿生活的好地方。

穿过罗岭老街，到湖边的时候已近
中午。雨过天晴，明媚的阳光穿过雾气
笼罩的湖面，有一种蒸腾的感觉，很温
暖，鸟儿也应该感觉到温暖吧。

辽阔的湖滩上，芦苇、衰草纵横交
错，一眼看去，四五百米远的地方才是
湖面。安庆市宜秀区林业局副局长潘旱
生手搭凉棚，端详了一会，指着远处
说：“看见没有，湖滩那边，有水的地
方，有一线白色物体，那些都是鸟！”

正说着话，从湖滩里开来一辆车，
满是泥泞，停在我们身边。巡护员王英
俊从车上下来，指着那片隐约的白色
说：“是天鹅，有二三百只呢，是这里的
常住鸟类！”

“白头鹤呢，来了吗？”
“它们昨天到的，在湖中小岛附近。

现在看不到，要一大早或者晚上，它们
才会出来觅食。白头鹤的警惕性可高
了，有人的地方它们不会出现！”

看到记者有点失望，王英俊指指我
们身后的瞭望台，说：“一般来过冬的鸟
儿都不让人类接近，如果不进行专业的
伪装，想靠近很困难，而且容易惊扰鸟
类。可以到台上通过望远镜看。”这个瞭
望台是菜子湖湿地生态保护协会自筹资
金 2.5 万元于去年建起来的，为的就是
让游人们尽可能少地打扰在此生活的鸟
儿们，让它们有一个安心自在的家园。

如此一想，记者打消了前去一探究
竟的念头，远远看着安详的小天鹅，想
想白头鹤也许正在苇丛里自在地梳理着
羽毛，鹳儿、雁儿们也许都各得其所地
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晒着太阳、觅着食。
此时此刻，人的出现是多余的。

保护生态
让湿地休养生息

菜子湖是省级安庆沿江水禽自然保

护区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湿地
面积 26.9 平方公里，其中菜子湖的湖泊
面 积 21.56 平 方 公 里 ， 占 湿 地 面 积 的
73.6%。湖内沉水植物群落苦草、黑藻
大量分布，是江湖洄游性鱼类的重要栖
息地，也是迁徙水鸟的重要越冬地和停
歇地。东方白鹳、鸿雁、豆雁、白头
鹤、白琵鹭、小天鹅、大白鹭等 7 种水
鸟的数量均达到该种群全球数量的 1%，
符合国际重要湿地的标准，被世界自然
基金会列为长江中下游 3 处最重要的湿
地区域之一。每逢秋冬季节，成群结队
的候鸟来此栖息，每天达到 5 万只，为
菜子湖增添了靓丽的风景。

“ 你 肯 定 想 不 到 ， 10 年 前 你 来 这
里，别说天鹅，大雁你都很少看到，每
天只有 2000 多只鸟。”曾任罗岭镇姥山
社区村支书、现任菜子湖湿地生态保护
协会会长的王三益告诉记者：“早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菜子湖湿地生物物种资
源一度遭到了严重破坏，围湖造田，渔
民拦网养殖、养螃蟹、投放化学饲料养
鱼，群众偷猎候鸟等现象十分严重，菜
子湖湿地面积减少了近三分之一，很多
物种灭绝了。”

为了保护这片珍贵的湿地，2007 年
至 2010年，宜秀区开始实施安庆沿江湿
地保护工程项目，在杨桥镇投资 12 万元
建设了安庆沿江水禽自然保护区宜秀管
理站，在罗岭镇姥山社区分别投资 13.5
万元建设一座防火瞭望塔，投资 6.4 万
元建设了安庆沿江水禽自然保护区宜秀
保护点。

2010 年，安庆沿江水禽自然保护区
争取到国家湿地保护补助项目 400 万
元，用于湿地生态监测监控和湿地恢
复，还专门成立了宜秀区湿地生物多样

保护管理领导小组，负责湿地保护的组
织管理和协调工作。

为恢复美丽家园，2010 年，时任姥
山社区村支书的王三益牵头建立了由周
边 3 县 （区） 渔民、农民和湿地保护区
相关从业人员等 60 多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安庆市菜子湖湿地保护协会，这是
华东地区第一个由农民发起的保护湿地
生态环境的合法民间社团组织，现在参
加人数已经超过 200 人，实现了湿地自
然保护区与社区共管的湿地保护网络
体系。

“我们协会负责巡湖，整个菜子湖分
为东、北、南 3 个片区、8 个值班点，派
人分兵把守，日夜巡逻值班。早班凌晨
4点出发，到天亮回来；晚班傍晚 5点出
发，到天黑回来。发现有偷猎行为立即
打电话给林业公安，他们很快就会过来
处理。”王三益说。

不仅如此，村两委还多方筹措了 50
多万元资金，动员雁窝岛上的村民全部
迁移出来。前后花了 2 年时间，动员村
民放弃在湖区养殖螃蟹和鱼类，每年由
社区集体负担渔民补偿款 15 万元，让渔
民上岸居住和从事其它职业来安置渔
民。现在湖区没有一家养螃蟹，也没有
一家投放化学肥料和催养剂养鱼，菜子
湖的水质得到了净化。

建设公园
让人与自然和谐

慢慢地，湿地开始恢复，各色物种
在这里自然地繁衍生息着，候鸟们在一
望无际的大草原上跃舞争鸣。每到春节
前后，就有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专家

学者实地考察、学生观摩、新婚合影、
游人观光⋯⋯人们纷至沓来，打破了以
往“路上无行人，湖上无鸟音”的沉寂
局面，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热闹沸腾的
新气象。

王三益和他的保护协会想得更多一
些，“我们还要再多建几个观景台，配上
观看设备，要把吸引来的游客引导好，
才能让这片湿地永葆生机”。

同时，一个更宏大的保护计划正在
实施——建立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以
公园管理模式控制菜子湖放养密度，合
理搭配养殖种类，减轻对水生植被的放
牧压力；采取轮放、休养来逐步恢复和
维持沉水植被群落结构的稳定，通过自
然生态生长模式使重要经济鱼类资源、
重要生物种群和水生植物群落以及关键
生态过程得到恢复和有效保护，维持菜
子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健康稳定的湿
地生态系统，保护好菜子湖候鸟重要的
迁徙地、越冬栖息地，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

安徽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规划建设
期 5 年，共分 3 个阶段：起步阶段 2 年，
发 展 阶 段 2 年 ， 完 善 阶 段 1 年 。 经 估
算，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建设项目总投
资为 2.3亿元。

“今年 9 月，国家林业局组织国家
湿地公园专家组对菜子湖国家湿地公园
申报进行了现场考察评估，年底将有望
通过评审。”潘旱生对建设前景充满信
心 。“ 我 们 希 望 通 过 国 家 湿 地 公 园 建
设，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寻找替代产
业，发展循环经济，既带动周边社区经
济发展，同时探索解决湿地保护与开发
利用的冲突，实现湿地保护与经济发展
的平衡”。

安徽菜子湖被列为长江中下游3处最重要的湿地区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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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秋冬季节，成群结队的候鸟来到安徽安庆菜子湖湿地栖息，每天达到 5万只。 郑 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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郯 城 的 银 杏 黄 了

11 月 9 日，游人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银杏园内

观赏如画美景。初冬时节，被誉为“中国银杏之乡”的

郯城县 30 万亩银杏林迎来最佳观赏期，一片片金黄色

的银杏叶恰似“金蝶”在枝头飞舞。 房德华摄

近 日 ，环 保 部 印 发

《关于加快推动生活方式

绿色化的实施意见》，明

确提出力争到 2020 年，生

活方式绿色化的政策法

规体系在我国初步建立，

公众绿色生活方式的习惯基本养成，最终全社会实现

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

的方向转变。将每年 6 月设为“全民生态文明月”，将

2016 年设为“生活方式绿色化推进年”，深化环境教

育，培养绿色公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人民

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也应看到，我国的

发展方式较为粗放，导致资源、环境压力不断加大，距

离群众满意的生态环境质量存在较大差距；同时，生态

文明建设水平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社会绿色产品服

务的供给不足，群众的环保意识尚未普遍树立，环保公

众参与度不高，铺张浪费、奢靡之风有所抬头。这一切

都昭示我们，全民生活方式的绿色变革迫在眉睫。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生态

文明建设事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事关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要求，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按照党中央决

策部署，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

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我们不仅要推动生产方式

绿色化，也必须加快推动生活方式绿色化，实现生活方

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

转变，力戒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

我们每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的受害者，但同时也是

环境污染的制造者。每个人每天都在消耗着自然资

源，并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而且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对

于资源的消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量也在不断增加。因

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比

如，在抱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的同时，自己有没有尽

量减少不必要的开车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等绿色出

行方式？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也是解决环境问

题的一分子，将环保意识转化为环保行动，我们才能早

日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

每个人的生活方式看似“细枝末节”的小事，但 13

亿人口的行为举止累积起来，就能凝聚成一股强大的

合力。例如，我国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就高达

2000 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 2 亿多人一年的口

粮。仅抑制“舌尖上的浪费”一项，就能产生难以估量

的绿色效益。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日常生活、消费环节

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能做到更加绿色、低碳、环保，将带

来多么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

人心齐，泰山移。人人从自身做起，让全民生活方

式更加绿色，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家园离我们就不

再遥远，生态文明的宏伟蓝图终将实现。

全民生活方式

亟待绿色变革
金 名

上海一直以繁华的大都市著称，其
实在上海的郊区松江，也有着枝繁叶
茂、浓荫遍地的国家级森林公园。这一
片林区是上海唯一的天然林，形成于
7000 万年前的中生代后期，包括北竿
山、厍公山、东佘山、西佘山等大小 12
座 山 峰 ， 逶 迤 绵 延 13.2 公 里 ， 面 积 达
5377多亩，俗称“九峰十二山”。

“近几年，常来松江佘山郊游的话，
就会发现这里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上
海松江林场的管理人员告诉记者，“野生
动物增加的一大原因是山上的植被越来
越丰富了”。松江的“九峰十二山”海拔
都在 100 米以下，其中佘山地区属中亚
热带季风气候，其典型地带性森林植被
是常绿阔叶林和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
这 里 森 林 环 境 优 美 ，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81.2%，植物资源丰富，有低等植物 104
种、高等植物 788种。

从 2003 年开始，佘山地区一直在进
行改造，一些适合上海生长的乡土树种
如麻栎、山胡椒、丝锦木、苦楮、青冈
栎等在佘山地区大量种植，使得植物种
类日趋丰富，给野生动物的栖息创造了
条件。另一方面，佘山地区对野生动物
的保护力度日渐加强，附近居民的减少
也给野生动物的生长提供了空间。现
在，山上有穿山甲、豹猫、貉等国家保

护野生动物，留鸟和候鸟也达到 250 多
种，是上海陆地野生动植物资源宝库。

林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佘山地区
也是上海古树名木最为集中的区域，目
前枫杨、香樟、糙叶树、麻栎等百余棵
树的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挂牌的古树名
木及后续资源达 246 株，占上海市总量
的 9.5％。其中，天马山的千年古银杏
树、东佘山的百年黄檀等在上海都难得
一见。为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林场精
心编织起一张古树名木管理网，每棵古
树都有 GPS 坐标定位，并连续多年举办
古树名木认养活动。

“ 九 峰 十 二 山 ” 并 非 一 直 安 然 无
恙，在历史变迁中，也曾经经历了战乱
破坏、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改革开放
以来，松江林业管理部门通过封山育
林、林相改造和保护等，丰富森林植
被，完善森林生态系统，才形成了现有
的森林植被、群落和景观风貌，形成了
西佘山亚热带森林景区、东佘山近自然
森林景区、薛山花果观赏林区、凤凰山
鸟类栖息林区、钟贾山药用植物园区、
小机山特种植物园区、小昆山宗教文化
林区等不同功能区，打造出“春景秋
色”“青山绿水”“多彩季相”等独特的
丘陵景观。

松江林区的日渐繁盛，吸引了远近

游客。1993 年经原国家林业部批准建立
了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丰富的自然
山林资源、历史文化和名胜古迹，逐步
开发建设了东佘山园、西佘山园、天马
山园、小昆山园四大景点，为广大市民
提供了生态旅游的理想场所。

近年来，佘山国家森林公园还开展

了一系列生态旅游活动：佘山元旦登
高、兰笋文化节、宗教文化节、重阳登
高节、森林旅游节等，使人们在娱乐、
健身的同时，充分与自然和谐相处。如
今，森林公园已成为人们回归自然、休
闲度假的旅游胜地，年接待游客 200 多
万人次。

走进上海“九峰十二山”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贾 佳

上海松江“九峰十二山”环境优美，浓荫遍地。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