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鄱阳湖鄱阳湖：：守护候鸟迁飞栖息地守护候鸟迁飞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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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都昌县朱袍山水域，东方白鹳、小

天鹅、红嘴鸥、鸬鹚等在一起觅食，小天鹅、豆

雁的鸣叫声此起彼伏；

江西省永修县九合乡新华村的稻田里，

灰鹤、雁鸭等上万只越冬候鸟追逐打闹，好不

热闹；

江西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成群的白

鹤时而翩翩起舞，时而啄食莲藕，成为全球鹤

类保护者眼中的盛景。

这个冬天，此场景来之不易。

地处鄱阳湖之滨的江西水系发达，水资

源和物产资源丰富，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

水湖泊，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之一，

每年冬天成群的越冬候鸟来此繁衍生息。然

而 2022 年 7 月以来，受长江流域极端干旱天

气影响，鄱阳湖湖区水位降低、水面减少，湿

地生态系统遭遇了自 1951 年有水文记录以

来最为严重的缺水危机，导致越冬候鸟赖以

生存的传统的鄱阳湖滩地、草洲等生存环境

发生改变，给越冬候鸟的觅食、栖息都带来较

大的影响。

从扎实开展保护区碟形湖生态补水到分

散式营建候鸟备选食堂，从高频次高密度开

展专项整治行动到探索湿地生境异质化改

造——江西针对异常干旱天气，多方面多举

措保障候鸟顺利越冬。

保水补水

2022 年 12 月 26 日，占鄱阳湖三分之一水

域的都昌湖区，两个月前就已裸露的滩涂和

沙洲仍清晰可见。但在朱袍山碟形湖，却是

另一番景象——800 多亩水域碧波荡漾，水边

的泥地湿漉漉的，紫色蓼子花竞相开放，3000

多只候鸟如约而至，欢快嬉戏、尽情觅食。

都昌是鄱阳湖北部候鸟集中越冬的重要

区域，每年有 20 多万羽候鸟在都昌湖区越

冬，占整个鄱阳湖 70 多万羽越冬候鸟的三分

之一。鄱阳湖内有许多“碟形湖”，也就是湖

中湖，在汛期，水位上涨，整个湖泊就会连成

一片；在枯水期，水位下降，形成多个独立的

洲滩和碟形湖，是候鸟觅食的理想场所。

2022 年，受持续高温少雨和长江上游来

水偏少的共同影响，鄱阳湖提前 100 多天进

入枯水期，遭遇严重缺水危机，导致碟形湖生

物量下降，水生生物生存空间缩减，候鸟天然

食源锐减。如何为碟形湖蓄水，恢复湿地生

态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了第一道难题。

“得益于它们！”都昌县候鸟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局长李跃指着由碟形湖引出的一条

200 多米的水渠和一座土筑拦水坝说。这条

人工水渠将鄱阳湖主航道的水源源不断地引

入水域曾锐减至 300 多亩的湖中。拦水坝将

水牢牢锁定，为保住候鸟熟悉的栖息地、碟形

湖完整的生态链夯实了基础。

“水是湿地的灵魂。给碟形湖生态保水

补水是维护湿地生态的必要举措。”江西省林

业局湿地和草地处长俞长好介绍说，江西科

学指导沿湖各地开展碟形湖水位管控和破损

闸口、矮圩等设施修复与维护，适时从碟形湖

周边河道引水入湖保湿，保障水鸟、水生动植

物等栖息繁衍必要的生态需水量。与此同

时，鄱阳湖周边的重点湖严格管控水位，按照

水鸟栖息的需要逐步放水。此外，通过筑堤

通渠、高压给水等措施，从主航道赣江引水，

对碟形湖实施生态补水，有效改善和部分修

复湿地功能，扩大碟形湖区域，让渔业资源、

螺蚌资源、沉水植物加速繁育，为飞抵鄱阳湖

越冬的候鸟营造有利的栖息环境。如五星白

鹤保护小区对周边 4000 米渠道进行清淤疏

浚，实现水系循环流动，优化水质，确保候鸟

栖息的人工湿地有活水源源不断。

水分的渗透性和连通性使鄱阳湖周边区

域湿地干裂状况得到缓和，为多种越冬候鸟

栖息觅食营造了适生空间。鄱阳湖南矶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最新的鸟类调查数

据显示，工作人员去年 11 月份在保护区共记

录到鸟类 53 种，492591 羽次，其中冬候鸟占

71%，数量与 10 月份相比上升明显，代表着越

冬候鸟已经陆续抵达保护区并趋于稳定。

候鸟食堂

看到聚集在湖区的鸟儿越来越多，江西

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

曾庆发格外兴奋，“看那边，翅膀处有黑羽的

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近期在我们

湿地保护区内观测到的有 3700 多只！”

就在 3 个多月前，他还在为今年候鸟的

越冬情况而忧心忡忡。去年鄱阳湖汛期反枯

对候鸟影响比较大，首先，水位提前下降，植

物过早萌发，等到冬候鸟越冬时，这些植被已

经纤维化，不适合采食，留给候鸟们的觅食空

间变小了。其次，汛期反枯又遇到高温天气，

不少鱼已经死亡，或者被夏候鸟觅食，等到冬

候鸟越冬，这里的鱼虾螺蚌等食物已经不足，

难以满足这么多候鸟的需求。解决食物问

题，成为越冬候鸟的第二道难题。

为了让候鸟安全越冬，鄱阳湖周围地区

早在几个月前就已开始行动。在鄱阳湖吴城

保护区的常湖池，为越冬候鸟投放了 7000 斤

左右的鱼苗，既可以促进鱼类繁殖，又能为候

鸟提供充足食物。青岚湖是鄱阳湖的卫星湖

之一，2022 年 9 月，进贤县将 360 万尾鱼苗投

放到鄱阳湖青岚湖段，投放的鱼苗个头均在

3 厘米以上，也有利于候鸟取食。

“雁鸭类越冬候鸟在鄱阳湖的主要食物

是生长期 8 至 28 天的薹草，去年的干旱导致

湖区薹草提前生长老化，我们根据植物生长

周期规律和候鸟食性特点，组织开展了老化

薹草刈割，促进新的薹草萌发生长，为草食性

候鸟储备天然食源。”俞长好说，当前刈割区

域的薹草已开始二次萌发，恰好为当前迁徙

至鄱阳湖的雁鸭类候鸟提供了适口嫩草。此

外，在统一指导下，沿湖各地积极营建候鸟补

充备选食源地，即“候鸟食堂”，目前已累计储

备稻田、藕塘、芡实地等人工食源地 10 余处，

鄱阳湖流域全覆盖生态补偿机制，按照“损失

多少补多少”的原则对农户进行生态补偿，通

过政府购买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湖区

候鸟食物供给不足和人鸟争食的矛盾。

庐山市沙湖山管理处联合江西鄱阳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沙湖站对候鸟越冬食

物进行保障：一方面，动员种粮大户，预留了

200 亩未收割的稻谷作为候鸟食堂，供候鸟

栖息、食用；另一方面，储备共计 8 吨稻谷，去

年 11 月下旬开始在沙湖周边进行投食。在

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小区，每年春季都会种

下 1000 多亩藕田，并保留藕田边 1000 多亩稻

田，为候鸟留下充足的食物来源。

“为保护越冬候鸟，鄱阳湖周围的政府和

居民都在努力，尽量让它们在冬季能吃饱喝

好，来年有充足的能量回到北方。”曾庆发说。

人鸟共处

“相比往年，今年鄱阳湖越冬候鸟主要呈

现三个特点：来得早、聚得密、离得近。”俞

长好说。来得早，是因为北方地区寒

潮，鸟类迁徙时间大为提前，南方

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鸟类迁徙途中参照物

更加明显，缩短了迁徙时间，各方面条件都有

利于候鸟南迁。聚得密，体现在目前越冬候

鸟主要集中分布在保水较好的碟形湖和湖区

周边部分稻田、藕塘等人工生境内，且随着南

下候鸟数量不断增长，呈现出密度越来越高

的趋势。离得近，是因为近年来江西高度重

视湿地候鸟保护工作，落实生态补偿政策，湖

区群众生产生活方式得以转变，生态保护意

识日益增强，湖区从原来的“人鸟争食”逐步

转变为现在的“鸟进人退”，候鸟离人们生活

越来越近。

针对这些特点，江西沿湖各地各有关部

门全面强化了对湖区湿地候鸟的巡护力度，

对候鸟栖息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全天候巡护、

地毯式排查，严厉打击破坏湿地候鸟资源的

违法行为。当前，沿鄱阳湖地区政府及林业、

公安、农业等多部门已多次开展联合执法及

生态环境整治行动，出动工作人员及志愿者

超过 5000 余人次，全面清理了湖底裸露的废

弃渔网渔具，在部分入湖通道处开挖隔离沟

和防护坡，劝导劝返大量垂钓人员及越野、露

营、无人机拍鸟游客，清理生活垃圾 3 万吨，

有效减少了人为活动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环境

的破坏以及对越冬候鸟的干扰。“去年 9 月份

以来，11 个基层站点巡护频次翻倍强化到每

天 1 至 2 次，日巡护里程同比增加 1000 余公

里，巡护里程和范围同比增加约 50%。”俞长

好说。

为防止众多人车进入鄱阳湖核心区域，

影响候鸟生存生活，庐山市沙湖山鄱阳湖湿

地生态保护区管理处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阻

断车辆入湖，加强巡护频率，坚决杜绝危害候

鸟的行为发生。都昌县针对候鸟分布的集

中、敏感、危险、边界区位，加密巡护频次，搞

好候鸟种群、数量监测，注重疫源疫病风险防

控，建好数据资料保存档案。“我们大力引导

6 个民间护鸟公益组织参与支持护湖护鸟

工作，及时发现报告湖区动态信息，发

动护鸟员、志愿者到越冬候鸟主要栖

息地拾捡垃圾杂物，保护环境干

净整洁。”李跃说。

“ 随 着 越 冬 候 鸟 的 到

来，每到周末，到沿湖区

域观鸟的游客越来越

多。为此，我们进

一 步 加 大 了 湿

地候鸟保护

政 策 法 规 宣 传 ，通

过深入湖区讲解保护知识和

法规政策、印制散发宣传材料、设置警

示牌等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支持湿

地和候鸟保护工作。”鄱阳湖南矶湿地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南山管理

站站长李建新说。在鄱阳湖马影湖

区，当地教育部门联合当地候鸟保

护志愿者，组织学生参观“候鸟医

院”，为孩子们讲解候鸟保护知识。

全力保水、全力保食、全力保

鸟 ，伴 随 全 球 98%以 上 的 白 鹤 、

95%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上

的白枕鹤、60%以上的鸿雁从

西伯利亚、蒙古及中国东北

陆 续 飞 抵 鄱 阳 湖 。 鄱 阳 湖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昌保

护 监 测 站 工 作 人 员 时 隔

3 年 再 次 发 现 白 颊 黑

雁 ，余 干 县 鄱 阳 湖 湿

地 生 态 保 护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继 2016 年

和 2021 年 之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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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隆湖是四川成都平原区湖泊

型水域最大的水鸟越冬地之一。这

个 冬 天 ，该 片 区 共 记 录 迁 飞 鸟 类

158 种，观鸟的人群随之聚集，“长

枪短炮”对准了百鸟翔集、翩跹起

舞。成都近年来加强生态保护与修

复，不断做好生物多样性维护工作，

得到了这群“远方来客”的认可。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最多的

国家之一，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有

800 多种，居我国现有鸟类一半以

上。及时了解和掌握候鸟的迁徙规

律、生存状态，做好疫源疫病监测等

工作十分重要，这不仅有助于防范

因候鸟迁徙带来的高致病性禽流感

等疫病危害，也可以通过收集相关

数据，推动保护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为候鸟迁飞保驾护航。

此外，监测保护不应各自为政，

而应连点成片方能提质见效。目

前，全球共有 9条主要的候鸟迁飞通

道，其中有 4 条经过中国。近年来，

随着全国多地生态环境的不断向

好，候鸟迁飞在越来越多的省份短

暂栖息，他们的栖息与动向也越发

引人关注。青海提出建设 40处候鸟

监测站点，将更多候鸟迁徙路线上

的栖息地纳入重点保护湿地，守护

候鸟迁飞。山西建立了疫源疫病监

测体系，在全省主要候鸟迁徙通道、

繁殖地、越冬地和野生动物集中分

布区域设立了 43 个疫源疫病监测

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根据每

年监测的数据，构建起全区范围内鸟类禽流感监测数据库。

针对迁飞候鸟的保护工作正在不断加强，但候鸟迁飞往往途

经我国多个省份，如各省之间能实现监测数据互通、保护手

段共享，逐步建立一个基于疫病防治、生态保护的数据库，那

么候鸟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体系将不断健全完善。

我们还要鼓励更多“观鸟者”成为“护鸟人”，让爱鸟护鸟

的文化氛围在潜移默化间成为共识。以成都兴隆湖畔为例，

每年候鸟大规模南迁和集群越冬的季节，聚集于此观鸟的人

群对环境爱护有加。长此以往，片区形成了一种爱鸟护鸟的

良好文化氛围，这样的氛围不仅吸引更多人群聚集，也让护

鸟达成共识。不仅在成都，四川范围内已有不少观鸟协会、

公益候鸟保护项目，不少是志愿者自发组织而成。他们通过

标记、拍摄并记录迁飞候鸟的轨迹、数据，为官方搭建候鸟和

栖息地数据库提供了有力补充。这种自发的行为值得鼓励，

但也应当看到，民间志愿组织在数据监测手段、统计、相关知

识储备方面依然有所欠缺，如能与各地林草局、野生动物救

助中心等组织实现联动，无疑将推动保护工作进一步完善。

鸟群时而静立滩涂、山塘，时而展翅天空翩翩起舞，得

益于地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还需不断加大投入，推动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鸟类提供更丰富的栖息场所。建设候

鸟保护体系，守护候鸟迁飞通道，留住参差多态的自然之

美，任重而道远。

河南项城：

农村人居环境靓起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近日，走进河南周口项城市范集镇尚店村，沿

绕村的寨子河行进，只见绿树环绕，河水清澈，鱼儿

浅游，吸引了三三两两垂钓人在河边休闲垂钓。

尚店村曾是当地有名的贫困村，村子周边沟渠

弯弯曲曲，由于生活垃圾得不到及时处理，影响村

民生产生活。

而眼下，臭水沟变身景观河，尚店村村民赵海

义直言：“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给我们送来了福音。”

“好生态换来了好环境。以前，有些村民因为

环境污染纷纷外迁。现在环境好了，村子生态宜

居，河畔旁的村民也都回迁了，看，这几家正在建房

的农户都是回迁的。”走在秀美的寨子河畔，尚店村

党支部书记赵书印指着正在建设的房子自豪地说。

尚店村的变迁，始于 2020 年春季。在市、镇两

级政府的号召下，范集镇对 312 个涉水坑塘、11 个黑

臭水体进行集中治理；尚店村实施农村污水集中整

治，修河道、建游园，村内的 12 条沟渠和 20000 多平

方米的水塘全部得到清淤治理，并栽植了花草，种上

了莲藕，养殖了鱼，成了村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尚店村的变化是项城市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生

态持续向好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项城市把农村

“六清”“六乱”治理作为农村人居环境集中整治的

“灵”和“韵”，通过黑臭水体整治和生态保护治理，

实现了生态强市。

为提高群众保护水体、爱护环境的环保意识，

把环保的观念树起来，项城市镇村三级开展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走村入户活动，村大喇叭响起来，生态

环境宣传队舞起来，通过警民联谊群、三四级网格

群、网格长微信朋友圈等来宣传生态文明法律政

策，引导群众向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的不文明行为

说“再见”，充分发挥村保洁队作用，实现了生活垃

圾日产日清，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

人心。

没有资金怎么办？上级批一点、政府拨一点、

乡贤捐一点，村集体投一点，3 年来，仅项城市范集

镇就累计投入资金 1600 余万元，先后进行了 3 次大

型集中整治，清理坑塘及周边建筑垃圾、生活垃圾

120 余吨，清理直排污水管 150 余个。项城全市累

计投资 6000 多万元用于黑臭水体治理，实现所有

排污口均没有污水排出，坑塘及周边均无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

为确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常态长效，项城市以

网格为单位，形成了覆盖全水域的巡查机制，派出

专人巡查每个坑塘河道，并重点对河道坑塘垃圾污

染、沿岸直排污水等问题进行排查，实现了水清岸

绿河美。“幸福是‘种’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咱的金

山银山。”赵书印的话语，道出了项城由“半城黄土

半城灰”到“满城碧水满城绿”的华丽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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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只越冬候鸟抵达江西省万余只越冬候鸟抵达江西省

共青城市江益镇南湖湿地越冬共青城市江益镇南湖湿地越冬。。

况况 建建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在江西南昌高新区五星白鹤保护区在江西南昌高新区五星白鹤保护区，，白鹤在藕田里尽情嬉戏白鹤在藕田里尽情嬉戏。。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万万 象象摄摄

连日来连日来，，大批白鹤大批白鹤、、鸿雁鸿雁、、天鹅等候鸟陆天鹅等候鸟陆

续飞抵江西鄱阳湖越冬续飞抵江西鄱阳湖越冬。。

周海燕周海燕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