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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

疫情之下，迁徙至山东荣成安然越冬——

大天鹅知道，这里对它们好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王洪臣 王 璐

近日，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敬信湿地
迎来首批北归候鸟，上万只大雁在湿地上
空飞翔，其间还夹杂着海鸥、白尾海雕、虎
头海雕等鸟类。

敬信湿地位于长白山森工集团所辖重
点国有林区中，主体连片面积5874公顷。
这里江河贯穿，湖泡连片，被誉为候鸟迁徙
的“五星级驿站”。每年春秋两季，有数十
万只大雁在此停歇、觅食，为漫长的迁徙之
路积蓄力量。

伴随着阵阵清脆悠长的鸟鸣声，沉寂
了整个冬天的敬信湿地逐步焕发生机，早
春来临了。微风拂动，芦花飘荡，在洁白的
积雪与金黄色的芦苇荡中，灰色的大雁在
其中悠闲踱步。湿地内外的芦苇荡、草丛，
冰封的湖面上、附近的农田里，随处可见鸟
类觅食的身影。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人
类活动减少，雁群可以大胆地靠近村落觅
食，它们都聚集在村庄附近的田野里。田
间残存的粮食和草丛中的植物根茎是它们
喜爱的食物。

长白山森工集团的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说，据观测，今年北归候鸟来到敬信湿地的
时间早于常年，大约提前了一个星期左

右。目前在敬信湿地观测到的大雁数量有
上万只、海鸥有几百只、白尾海雕有30多
只、虎头海雕2只、秃鹫有10多只。

长白山森工集团联合珲春森林公安
局、珲春东北虎保护区管理局等部门建
立联动协作保护机制，对敬信湿地的候

鸟等野生动物进行了有效保护。他们在
敬信湿地搭建了高空激光瞭望平台，全
面监控辖区内候鸟等野生动物的活动情
况；成立了吉林省首家候鸟保护警务室

“敬信派出所龙山湖警务室”，并在候鸟
栖息地周边村屯组织当地村民建立了义
务保护候鸟队。

疫情期间，长白山森工集团对敬信湿
地等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地进行了重点布
控，扩大林区一线巡护监测覆盖范围，密切
关注野生动物健康状况，以阻断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传播。他们共设置了212个巡护
看守点，累计出动1565人次对重点区域进
行检查。

长白山森工集团还联合森林公安、卫
健、市场监管等部门，严厉打击乱捕滥猎、
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行为。加大对驯养、
加工、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的检
查力度，对辖区内的野生动物繁育场所、山
货庄、饭店、超市、农贸市场等开展联合执
法检查。各木材检查站和森林管护站还对
入山人员和车辆进行严格检查，严厉打击
乱捕滥猎、运输、贩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
为，为候鸟的安全回归保驾护航。

吉林敬信湿地迎来北归候鸟群
本报记者 李己平 通讯员 魏 静 李军俊

每年冬季，都会有上万只大天鹅从西
伯利亚等地远道而来，飞抵“中国大天鹅
之乡”山东荣成越冬。今年，一场新冠肺
炎疫情突如其来，这些在荣成市越冬的大
天鹅过得如何？

疫情之下，安然越冬

立春后，在海滨城市荣成湖海相接的
水面上，一群大天鹅游弋而来。它们时而
悠闲戏水，时而梳理羽翅，时而舒展身姿，
灵动又神秘。远处，一队“编队”的大天鹅
正在做热身运动，它们整齐划一，在空中
回旋、俯冲，灵动又优美。

进入3月份，大天鹅们都在为回迁进
行“体能训练”。“大天鹅在荣成越冬的时
间长达四五个月，长时间的停留，使得大
天鹅的体重明显增加。身体里脂肪过多，
翅膀力量会有所减弱，不利于长途飞行。
眼下，随着天气日渐回暖，大天鹅会抓紧
时间练习飞行，为3月中旬开始的北迁做
准备。”荣成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巡
护员刘志斌说。

疫情期间，荣成人没有忘记大天鹅，
在加紧防控疫情的同时千方百计照顾好
大天鹅，让它们在荣成安然越冬。这段时
间，景区安排了专人专组定时巡查，每天
都察看是否有大天鹅在练飞时受伤。

刘志斌的装备很齐全，防护服、口罩、
手套，消毒用具背在身后，沿着天鹅湖的
湖边和沙滩进行消杀。“为了给大天鹅提
供一个安全的环境，往年都是半个月消毒
一次，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实行一天一消
制度。”自1月21日至今，荣成大天鹅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对进出俚岛镇烟墩
角社区、天鹅湖北岸两个传统观鸟区的7
个路口实行全面封闭管理，同时协调畜牧
部门提前增储消毒药品40箱、防护服10
套、防护口罩及手套1000多件，并按期定
时对烟墩角社区南、天鹅湖客栈、天鹅湖
管理站周边等人员密集区域进行集中消
杀，最大限度降低风险。

同时，保护区内还安装了48套监控设
备，电子巡查和人工巡查相结合，一旦发
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报告并进行处置。

保护区还与俚岛镇烟墩角社区海湾、樱花
湖体育公园、桑沟湾湿地公园、蜊江海湾
等大天鹅栖息区域的管理单位建立了联
动机制，做到信息共享，若发现伤病大天
鹅，及时救治。

相约冬季，如约而至

荣成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三面环
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大天鹅过冬提供了
优越的自然条件。为保护大天鹅的栖息
环境，荣成市于1985年建立了大天鹅自然
保护区，2007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紧接着，荣成市出台
了《保护区建设总体规划》，建成了大天鹅
救护中心、疫源疫病监测中心，以及天鹅
湖、烟墩角两个保护管理站等基础设施。

每年，大天鹅飞抵荣成后，最让它们
流连忘返的区域之一就是樱花湖公园。
公园管理队队长王大海和队友除了负责
公园基础设施消毒和投喂大天鹅外，还有
一项特殊任务：侦察天空。老鹰是大天鹅
的天敌，而无人机会被大天鹅误作老鹰，
很容易惊扰它们。为此，荣成市禁止无人
机进入大天鹅聚集地。为了及时制止一
些摄影爱好者使用无人机拍摄大天鹅，王
大海和队友当起了大天鹅的“守护神”。

有距离的爱才是对野生大天鹅最大
的保护和尊重。荣成市在大天鹅的主要
饮水地和聚集地，都设置了围网、围栏、警
戒线、警示牌，引导游客在线外观赏，确保
不惊扰大天鹅。

2019年12月初，环志大天鹅A97出
现在俚岛镇烟墩角社区海湾中，这是环志
大天鹅A97连续第11年来这里越冬。环
志大天鹅A97出生于2007年，2009年冬

天，A97首次在烟墩角附近海域被发现。
此后每年冬天，它都会飞抵这里越冬。

“大天鹅也知道，荣成对它们好。”荣成
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工作人员
孙阳说，“环志”又称“鸟类环志”，是将野生
鸟类捕捉后，套上人工制作的标有唯一编
码的脚环、颈环、翅环、翅旗等标志物，再放
归野外，用于搜集研究鸟类的迁徙路线、繁
殖等数据的研究方法。2019年3月，荣成
大天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利用
大天鹅回迁前最后一段时间，为10只大天
鹅安装了跟踪器和环志标志。跟踪器分为
两种，一种为颈环式，一种为背负式，对大
天鹅活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跟踪器可通
过太阳能电池板和GPS定位系统，每小时
发送一条信息到电脑终端，实现对大天鹅
的实时监测，对其迁飞的时间、路线、飞行
高度、中途休息地点以及滞留时间等进行
跟踪观测，绘制出大天鹅详细的迁徙路
线。监测数据可在大天鹅保护、科研以及
疫病防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019年12月以来，又有多只环志大
天鹅出现在荣成。其中令人惊喜的是，两
只B序列的环志大天鹅B54、B58来到荣
成。自2008年起，A、C、F、T序列环志大
天鹅都先后来荣成越冬，B序列环志大天
鹅来到荣成尚属首次。面对“新朋友”，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十分上心，跟踪观测它们
的动态，确保它们对荣成留下美好印象。

守护净土，只为留你

大天鹅喜欢荣成，因为荣成的天蓝海
碧空气清新。大天鹅的“认知”有事实依
据。荣成市建有国家级大天鹅自然保护
区，是鸟类南迁北移的重要中转站和越冬

栖息地，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天鹅在
我国最大的种群越冬栖息地之一。近年
来，荣成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立市、环境优
先、绿色发展，将生态文明融入经济、政
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狠抓
环境污染治理，大力培植生态产业，倡导
生态文明理念，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为大天鹅栖息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荣成市用最严格的环保标准调整约
束经济结构、生产方式乃至生活习惯，用
诸多的“不自由”换来“自由呼吸”的好空
气；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先后启动实施
了多个领域、多个行业的污染治理行动，
大批污染企业被关停，150多个工业项目
从沿海一线退出，恢复生态湿地2万亩，修
复岸线15公里。并对天鹅湖北岸多年荒
废的淤泥堆积地进行治理，配套实施了污
水厂改造升级与中水引入，建成了适合大
天鹅和其它水鸟生活的湿地水系和植被
水草；在天鹅湖周边种植黑麦，丰富大天
鹅的食物来源。天气寒冷及冰封期间，保
护区的工作人员会定时定点为大天鹅投
食，保障大天鹅安全越冬。如今，天鹅湖

“潮汐—汊道”体系水流通畅，水交换能力
明显提高，湖（海）水平均深度由原来不足
1.4米增加到2米，区域内大叶藻群落数量
得到较好恢复，有力稳定了区域内越冬大
天鹅的种群数量。

这两天，为了给即将回迁的大天鹅补
充体力，喂食上，保护区增加了玉米等食
物。虽然大天鹅们已经对刘志斌不陌生
了，但是在投喂时，他还是与大天鹅保持
一定距离。“我就喜欢远远地听它们嘎嘎
的欢叫声。你听，它们一定是在说，我们
在荣成过得挺好的！”刘志斌说。

每年冬季，都会有上万只大天鹅

从西伯利亚等地飞抵山东荣成市越

冬。为保护大天鹅的栖息环境，荣成

于 1985年建立了大天鹅自然保护

区，2007年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后又建成了大天鹅救护中心、疫源

疫病监测中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荣成人没有忘记大天鹅，在加紧防控

疫情的同时千方百计照顾好大天鹅，

让它们在荣成安然越冬。

抓住春季绿化好时机——

各地抗“疫”造林两不误

天气转暖，在山东荣成过冬的大天鹅正在练习飞行，3月中旬将会回迁西伯利亚。 王福东摄（中经视觉）

春季是绿化的好时机，连日来，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
时，提前部署、积极行动，植树造林。

除草、挖穴、填土……2月13日，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河田镇露
湖村的山场上，农民朋友们在林技员的指导下忙着栽植树苗。

今年，长汀县植树造林主要围绕水土流失区植被恢复初期马尾
松林的改造进行。将马尾松纯林改造成针阔混交林，提升生态功能，
为水土流失治理总结经验。

当前，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长汀县坚持疫情防控
和植树造林“两手抓”“两不误”，提前谋划，将任务层层分解，列出时
间表、任务图，倒排工期，明确责任人，采取挂图作战形式，分片作业
施工，抓住当前雨季造林的有利时机，组织专业队伍造林，上足劳动
力，全面打响水土流失精准治理、深层治理攻坚战。

为满足春季造林用工需要，长汀县林业部门安排专人帮助施工
班组解决缺工难题，协调项目所在地镇村，优先在当地组织劳动力上
山造林。同时对每个参加植树活动的人员进行严格的体温测量和登
记。在植树过程中，人人佩戴好口罩，不扎堆、不聚众，尽量分散作
业，确保疫情防控和造林绿化齐头并进。

“县林业部门强化服务，在‘快’字上下功夫，快备苗、快栽植，努
力把疫情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不给水土流失精准治理、深层治理拖后
腿。”长汀县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范小明说，林业部门把精准高效的帮
扶措施落实到每个山头地块，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造林一线，加强
技术指导，从苗木调运、整地挖穴、施肥栽植等各个环节入手，全程跟
踪，搞好技术服务，严把造林质量关，确保林木造一片、成活一片。

截至目前，长汀县已完成整地挖穴3万多亩，完成造林近1万
亩，预计在一季度内可完成4.95万亩植树造林任务。

在安徽省明光市女山湖镇旧县村青年组，村党支部书记何玉才
正带领群众对主路两侧缺树部位进行补栽。“这两天，村两委正在商
议青年、冯郢、跃进3个组的植树规划，希望尽快确定树种，尽早把树
都种上，让村子里里外外都绿起来。”何玉才说。

连日来，安徽省明光市女山湖镇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早
部署、早行动，积极推进全镇植树造林工作有序开展。

女山湖镇邵北路两侧，1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正在挥锹植树。
“这几天，我们主要是围绕邵北路和大林郢及南庄两个点开展环境整
治、植树造林。”正带领村里的党员在这里义务植树的山南村党支部
书记李大伟说，不久的将来，这条邵北路会变成美丽的绿色长廊，不
仅环境更美，也会成为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植树不扎堆，还要戴口罩，树木要栽活，身体更重要……”植树
现场，大家配合默契，干劲十足，现场一位大叔一边运送树苗，还不时
用风趣的顺口溜提醒大家做好自我防护。

“对龙村完成了对村党群服务中心的绿化任务”“旧县村正在对
各街道缺树部位进行补栽”“镇政府大院办公大楼前的小花园修整完
毕”……女山湖镇微信群里，一条条植树工作动态频频闪现，绿化工
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生态绿化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2月中旬以
来，我们组织各村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搞生态绿
化，确保防疫绿化两不误。”女山湖镇党委书记彭文俊说。

文/本报记者 薛志伟 白海星 通讯员 江 鹏 王子腾 季晓佳

在吉林延边州珲春市敬信湿地，北归的大雁在此停歇，受到人们的保护。
李军俊摄（中经视觉）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组织劳动力上山植树。 （资料图片）

冀津联防联控改善滦河水质——

深化跨界流域

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报道：河北省政府与天津市政府近日签署

《关于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的协议（第二期）》，两地将通过
深化跨界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确保水质基本稳定并持续改善。
根据协议，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范围包括引滦入津流域于
桥水库上游河北省承德市和唐山市相关县（市、区）。生态补偿资金
主要用于潘家口、大黑汀水库及上游地区、引滦输水沿线水环境治
理、水生态修复、水资源保护等项目。

早在2016年，冀津两地就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流域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引滦入津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工作第一期补偿协议至2018年
12月履约到期，河北省圆满完成各项治理任务，与2015年底相比，
滦河上游流域水质明显改善。

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高建民说，与上一轮合作相比，第二期协
议实现了四方面突破和创新：一是水质考核目标提高，自2020年起，
考核断面水质月均值达标率提高到100%或年均值达到地表水Ⅱ类
标准，增加总氮奖惩指标；二是在补偿标准上，天津市设置了浮动奖
惩资金，如考核断面总氮指标降低，河北省每年可多获得补偿金；三
是在主要任务上，在单一由河北省开展保护和治理基础上，增加了天
津市联防联控任务；四是在协调联动上，丰富了冀津两地的合作内
容，拟通过联合调研、联合执法、联合监测等，共同解决水环境保护突
出问题。

根据第二期协议，冀津两地在跨界处设置3个水质监测断面，其
中黎河桥、沙河桥监测断面为跨界考核断面，淋河桥监测断面为参考
断面。两个考核断面分别核算，在无断流情况下，化学需氧量、高锰
酸盐指数、氨氮、总磷4项指标年均值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且
2019年、2020年和2021年月均值达到Ⅲ类水质标准的月份比例分
别达到90%以上、100%和100%，或年均值达到Ⅱ类水质标准；2020
年、2021年总氮指标逐年降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