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保护区、1 个国家级海洋生态特
别保护区、1 个国家级湿地公园、
2 个省级湿地公园。

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在整
个生态环境保护大合唱中，湿地保
护处于相对的“小众位置”，所面
临的难题和短板让不少一线工作
者感叹，对湿地保护有点“力不
从心”。

“市、县两级业务部门虽然编
制了湿地保护规划，但协调性不
强、约束力不足。同时，市级财政
每年在湿地保护方面资金投入不
足，湿地保护修复、物种和水质监
测等任务难以落实。”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坦言。此外，
宁波市部分近海和沼泽湿地近年来
被转为建设用地或耕地，加上早些
年乡村生产生活污水、工业废水的
排放，宁波市湿地水质下降、生态
功能退化。

“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多方
面的。首先，思想认识不到位。一
些地方政府对湿地功能、价值和
其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重
要性缺乏足够认识，保护意识还
不强。‘重发展轻保护’的思想尚
未根本性转变，往往把湿地当作
后备资源看待。”这位负责人说，
其次，保护规划不到位。地方政

府 在 发 展 中
对湿地保护意
识不强，编制国
土 空 间 规 划 和 环
境保护规划时，未能
充分考虑湿地保护的一
些刚性要求。

此外，业内人士表示，宁
波自然资源系统内无湿地保护专
职机构和专职人员，这与宁波湿地
资源大市现状不相符。目前大多数
湿地公园基础设施落后，专业管理
和技术人才匮乏，难以适应湿地保
护管理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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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历史的巨章，我们会发现，湿地
孕育了无数文明。人类文明的开端，几乎

无一例外地选择“逐水草而居”。
湿地对我们来说到底有多重要？来看这样

一组数据——
我国的湿地维持着约 2.7 万亿吨淡水，占全国

可利用淡水资源总量的 96%，可以说，湿地是“淡
水之源”；去除污水中的 1 千克氮，人工湿地所需的
基础建设费用仅为污水处理厂的 50％，运行管理费
仅为 15％，湿地是“地球之肾”；我国的湿地孕育着
2200 多种野生植物和 1770 多种野生动物，仅鸟类就
达 271 种之多，湿地被称为“物种基因库”；全球湿
地储存了陆地生物圈 35%的碳素，单位面积湿地的
固碳作用是森林的 9 倍，湿地是高效的“固碳器”。

此外，湿地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作
用，湿地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粮、果、肉、药、

鱼、建材、矿藏等资源，宁波广袤的滨海湿地提
供了丰富的鱼类、甲壳类、贝类和藻类资源。

可以说，湿地不仅关系人类文明兴衰和
自然生态平衡，也关系淡水资源安全、粮

油食物供给和应对气候变化，对人类生存
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保护湿地，就是保护人类的
未来；珍爱湿地，就是珍爱

生命的栖息地。

湿地对我们有多重要？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肾”“物种基因库”，具有涵养水

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今年6月1日，《湿地保护法》将正式

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法律，标志着我国湿地保护走向法治化。

全国湿地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宁波湿地面积位居全省第一，有大约23万公顷。这里生活

有一大批珍稀濒危物种，在东亚—澳大利西亚水鸟迁徙通道的慈溪庵东沼泽湿地，黑脸琵鹭

年复一年在此越冬；在象山韭山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中华凤头燕鸥“呼朋引伴”栖

息繁育。

在国家首部专项法律颁布实施的背景下，23万公顷的“地球之肾”，宁波将如何守

护？湿地保护能否告别“后备资源”的怪圈，迎来保护修复的春天？

什么是湿地？在很多人的脑海
里，湿地可能是沼泽地，也可能是
一方河湖，又或是常年积水地带。
对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有关负
责人“科普”道：湿地是指具有显
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人工的、常
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
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 6 米的海域，
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水域
和滩涂除外。

按照类型来分，湿地又分为近
海与海岸湿地、河流湿地、湖泊湿
地、沼泽湿地和人工湿地五大类。
宁 波 地 理 环 境 独 特 ， 境 内 的 河 、
湖、海、湾、港、岛孕育了极为丰
富的湿地资源。

根据湿地“二调”结果显示，
宁波市内分布有湿地 5 类 15 型，8
公 顷 以 上 湿 地 总 面 积 23.17 万 公

顷，占市区域总面积的 23.60%，占
全省湿地总面积 20.87％，居全省
11 个地市首位。其中，独特的地
理环境让宁波拥有 18.1 万公顷近海
与 海 岸 湿 地 ， 占 全 市 湿 地 面 积
78.13%。

这些年，宁波遵循湿地“全面
保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
发展”的要求，多措并举加强修复
与保护。市县两级成立由分管市长

（县长） 任组长的“湿地保护领导
小 组 ”。 宁 波 还 编 制 多 项 保 护 规
划，探索开展重要湿地保护立法。
注重开展湿地保护研究，主动与科
研院所、专业单位合作，依托专业
团队的力量，提升湿地保护管理决
策的科技支撑。

目前，宁波市列入省重要名录
湿地 10 个，建立 1 个国家级湿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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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意识需增强

又到了春夏之交，在我国东南
沿海最大的湿地——杭州湾湿地，
成千上万的候鸟回到这里，它们或
成群结队，或三两为伴。在芦苇地
上，苍鹭、白鹭等各种鸟类时而休
憩，时而捕食，自在惬意。

自 2009 年杭州湾新区设立至
今，这里始终是一个“开发区里的
不开发区”。这个“不开发区”面
积达到 63.8 平方公里，政府每年不
惜重金进行维护，实施原生态保护
的面积超过 80%，用于生态教育和
生态旅游的区域也在候鸟繁殖越冬
期间闭园谢客。与此同时，依托中
国林科院亚林所设立浙江杭州湾湿
地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究站，
定期对杭州湾湿地进行调查、监测
和评估，这里已经成为东南亚最大
的咸水湿地。

为了给过冬候鸟营造良好的栖
息环境，在生态保育期间，湿地公
园在游览路线、售票时间、闭园时
间、票价等方面都将作相应调整，
以减少游客对冬候鸟的影响。其
间，湿地公园还联合森林公安、亚
林所，开展冬候鸟栖息地定期巡
查、冬候鸟生活习性监测等。

“人为管理后，水鸟种群密度
达到每公顷 17.48 只，而放任不管
情况下的种群密度仅为每公顷 3.63
只，增长了 6 倍。”在湿地公园开
展监测项目的中国林科院亚林所研
究人员焦盛武说，目前湿地越冬雁
鸭类、鸻鹬类种群数量均大幅增
加，繁殖鹭鸟的数量也急剧上升。

“每年有 3 万多只鸟在此越冬
和停歇。”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森

林资源处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近
年来的持续建设和环境改善，杭州
湾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数量和品种
逐年增加，从最初的 220 种增加到
目前的 303 种，全球总量不足 150
只的卷羽鹈鹕东亚种群，2016 年
12 月份就记录到 65 只个体，且停
留时间超过 1 个月。

走进宁波东南沿海的象山韭山
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神
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正值繁
育期。“据省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估
算，该物种的全球种群数量只有
100 多只，截至今年 5 月，工作人
员一次性观测到 86 只中华凤头燕
鸥，‘神话之鸟’种群正在有效恢
复并不断壮大。”象山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
年来，通过有针对性地修复和保护
滨海湿地，鸟类生存繁衍有了“安
心的家”。

如果说滨海湿地修复让神话之
鸟有了“安心的家”，那么对小微
湿地的保护让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镇
海棘螈迎来了新生。目前，在北仑
区林场碎片化的小微湿地，镇海棘
螈野外保持 150 尾幼体，种群濒危
状况得到缓解。

这些年，对湿地资源持之以恒
的修复和保护，也为宁波市野生动
植物保护奠定了重要基础。目前宁
波分布有中华水韭、水蕨、野荞
麦、野大豆、野菱等珍稀保护植
物，以及中华凤头燕鸥、中华秋沙
鸭、东方白鹳、卷羽鹈鹕、黑脸琵
鹭、镇海棘螈、遗鸥、黑嘴鸥、中
华鲟和白鲟等珍稀保护动物。

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开发区里留白
打造珍稀物种“天堂”

随着国家层面对湿地保护的立
法，湿地保护修复迎来春天。焦盛
武认为，“ 《湿地保护法》 将让湿
地保护有法可依，该法在湿地保
护、修复、生态建设方面做出了明
确的规定，在保持湿地面积稳定的
前提下，湿地修复工作也可以更顺
利地开展。此外，对于破坏湿地的
行为，也能有效杜绝以及进行严厉
打击。”

滨海湿地作为宁波主要湿地类
型，是湿地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些年围海造陆导致的滨海自然
湿地破坏，2018 年国务院关于加
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
通知后，围海的行为才得到遏制，
但是滨海湿地自然恢复需要漫长的
过程。”焦盛武说，《湿地保护法》
实施后，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
保护红线的湿地范围划定势必更加
科学规范，未来依靠滨海湿地生存
的动植物也将更安全。

记者了解到，以 《湿地保护
法》 实施为契机，我市下阶段将全
面推进湿地保护修复工作，借助全
面推行林长制，进一步压实各级党
政领导湿地保护责任；整合成立

“市绿化和自然保护地委员会”，明
确 自 然 资 源 （林 业 、 海 洋）、 水
利、建设等不同主管部门的湿地保

护职责，合力推进湿地保护。
目前，我市正在加快制订出台

《关于加强湿地保护修复工作的实
施意见》，实施湿地分级管理，同
时，联合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成立

“宁波市湿地保护研究中心”，开展
湿地生态功能的研究，特别是湿地
碳汇的研究，对名录内湿地开展资
源监测和评价工作，提升湿地保护
管理决策的科技支撑。

此外，还将加强资金保障，发
挥政府投资主导作用，探索建立政
府投资、社会融资、个人投入等多
渠道投入机制和湿地生态效益补偿
制度，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除
国家、省级湿地公园和湿地保护区
外，积极探索开展市级湿地公园、
湿地保护小区和乡村小微湿地建设
试点，进一步提高全市湿地保护
率，到 2025 年，全市湿地保护率
超过 55%。

结合森林督查、环保督查，我
市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
破坏湿地违法行为。探索成立“宁
波 市 野 生 动 植 物 和 湿 地 保 护 协
会”，积极发挥协会作用，探索建
立湿地保护志愿者制度，动员公众
参与湿地保护和知识传播，自觉履
行湿地保护义务，形成全社会关注
湿地、保护湿地的良好氛围。

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今后有法可依
湿地保护修复迎来春天

我国首部《湿地保护法》6月1日起施行，湿地面积位居全省第一的宁波——

如何守护如何守护2323万公顷万公顷““地球之肾地球之肾””

（冯瑄 徐卓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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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霞映衬下的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全景晚霞映衬下的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全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图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供图））

东部新城湿地走廊成市民休闲打卡地东部新城湿地走廊成市民休闲打卡地。。（（冯瑄冯瑄 摄摄））

保护镇海棘螈栖息地保护镇海棘螈栖息地。。（（冯瑄冯瑄 摄摄））

宁波加强湿地保护打造鸟类天堂宁波加强湿地保护打造鸟类天堂。。（（施建庆施建庆 冯瑄冯瑄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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