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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4个国字号
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你知道吗？

近日，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观鸟节”，以此纪念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在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可以看到很多
种类的鸟，有些甚至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鸟类。不过，你
可能不知道，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只是宁波四大国字号生物
多样性保护区之一。

另外3个保护区分别是：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象山港马鲛鱼国家
级种质资源保护区。

“这4个保护区都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生物
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
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昨天，市生态环境局生态
处负责人涂金珠对4个国字号保护区进行了介绍。

其中，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可能是市民最为熟悉的一
个国字号保护区。

杭州湾湿地公园鸟类生物多样。2005年至今，湿地公
园及其附近区域累计记录鸟类19目55科251种，其中列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鸟类有30种，列入IUCN（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的受胁鸟类共有25种；115种鸟
类列入中日候鸟保护名录，47种列入中澳候鸟保护名录。

同时，湿地公园已成为世界濒危物种黑嘴鸥和黑脸琵
鹭的重要越冬地与迁徙停歇地之一，也是我国东部大陆海
岸冬季水鸟最富集的地区之一。

除了鸟类，这里的其他动植物也非常丰富多样。湿地
公园记录有维管束植物86科281种，水域共监测到浮游植
物192种，淡水鱼类20种，咸淡水鱼类17种，近海鱼类2
种，洄游鱼类2种。

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84.78平方公里，其
中核心区面积为58.84平方公里，缓冲区117.16平方公里，主
要保护对象为大黄鱼、曼氏无针乌贼、江豚、以中华凤头燕鸥
为主的繁殖鸟类及与之相关的海洋岛礁生态系统。

就在上个月，鸟类生态学博士、“神话之鸟”保护项目主
要负责人、浙江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陈水华表示，今年在岛上
观察到的世界极危鸟类中华凤头燕鸥已达66只。根据去
年观察到的数据，该种群全球总数已突破100只，意味着初
步遏止了该种群灭绝的态势。

中华凤头燕鸥又名黑嘴端凤头燕鸥，被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物种，因其极为罕见、踪迹神秘，被誉为

“神话之鸟”。
除了“神话之鸟”和其他鸟类种类和数量有了明显的提

高外，随着保护区建设和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强，管理手段逐
渐优化与完善，作为保护区主要水生保护种类的大黄鱼和
曼氏无针乌贼的资源也开始出现恢复迹象。

渔山列岛国家级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总面积57平方
公里，主要保护对象为重要渔业资源和贝藻类资源、岛礁资
源和领海基点（伏虎礁）、自然景观等及其生态环境。

渔山列岛还享有“亚洲第一钓场”的美誉。通过这几年
来对渔山列岛海钓者的调查，该海域重要的经济鱼类如鲈
鱼、黑鲷、真鲷、黑毛、褐菖鲉等明显增多，并且渔获物的单体
质量也有明显的增大，3公斤以上的黑鲷、真鲷，10公斤以上
的鲈鱼，经常被钓到，这说明渔山列岛保护区的海洋渔业资
源正在逐步恢复。

自2010年开始，保护区管理局施行了渔山列岛保护区
贝类资源采捕招投标管理措施，对贝类资源限时限量限区
域采捕，对资源进行合理、有序开发，从而实现了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

象山港马鲛鱼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面积391.76平
方公里，是以保护马鲛鱼种质资源为托手，促进海洋生物

“碳汇”功能，维护海洋生态平衡的综合生态保护区。在保
护马鲛鱼资源的同时，协同维护黑鲷、银鳍、菲律宾蛤仔和
毛蛤等海洋生物资源。

每年6月6日，我市渔业部门都会在保护区内组织开展
大规模“放鱼日”活动，增强社会各界保护马鲛鱼种质资源
的意识。2014年5月以来，我市还开展了渔场修复振兴暨

“一打三整治”专项行动，严厉打击海上违捕、滥捕和偷捕行
为，渔业资源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记者 林伟 通讯员 陈晓众

我们的生态环境

本届大会的宣传氛围浓厚，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一是借博览会
升格契机，不断提升宣传报道规格。5月29日，在北京国新办新闻发布平台举
行国家级的新闻发布。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多家主流央媒用全球视野以
专题或深度报道的方式聚焦本次活动。

二是利用多载体多渠道推进传播，整合多媒体力量为宁波代言，在央视（1、
2、4、13频道）、微信朋友圈及今日头条APP等投放广告，抖音短视频及火山小
视频专题推送活动相关短视频信息流，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三是广邀媒体参会，聚焦宁波元素。活动期间，人民日报、新华社、央广、央
视、澎湃新闻以及日本NHK、波兰通讯社、凤凰卫视等145家海内外媒体共
400余名中外记者到会，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报道。截至6月12日10
时，通过各大平台、各种渠道刊播活动相关信息共有9200条。

记者 严瑾 通讯员 姚珏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圆满收官
这场国家级展会有哪些成果？来看看！

昨天，由中国商务部、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国
际消费品博览会、第21届中国浙江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宁波圆满收官。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消博会的成功举办，既为宁波推动“一带一路”综
合试验区和17+1经贸合作示范区建设增添了动力，也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更深层次、
更多领域的交流合作谱写了新的篇章。那么，这场国家级的展会，取得了哪些成果？

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暨消博会、第21届浙洽会以“深化开放合
作、携手互利共赢”为主题，通过举办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等20余项会
议论坛、经贸洽谈、贸易展览、人文交流四大板块重要活动和30余项领导会见
中外嘉宾活动，为搭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大平台、提升浙江参与国际
交流合作水平、加快宁波名城名都建设等起到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其中，在6月9日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主论坛）上，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发表主旨演讲。

搭建平台 会议论坛影响广泛

大会期间，有来自近60个国家和地区的2.5万名境内外嘉宾、客商云集宁
波，共吸引逾8.2万人次进展馆参观、洽谈。大会共邀请参会副部级以上领导
18名，厅局级领导166名。

其中，分别安排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8号馆、5号馆的中东欧国家形象展和
欧洲商品展，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共有525家企业设展，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3079家采购企业4412名采购商进馆洽谈、采购。参展国别由中东欧16国
扩展到德国、法国、奥地利、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希腊首次作为中国与中东欧
合作新加入成员参展。

在中东欧国家形象展和欧洲商品展上，共有10场中国-中东欧国家贸易
对接活动，其中综合对接会5场，专业对接会5场。对接活动现场洽谈踊跃，意
向成交取得实质性突破。本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累计意向成交额为
2.96亿美元。

宾客云集 贸易展览实效突出

大会期间，共签约双向投资项目68个，总投资194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1340亿元，增长68%，其中吸收外资项目57个，对外投资项目10个。项目主
要来自印尼、新加坡、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等21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智能制
造、汽车零部件、装备制造、数字经济、采矿业、健康医疗等领域。

其中，在全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大会上签约项目20个，总投资千亿元。
在中国-中东欧国家投资合作洽谈会上，来自波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7个
中东欧国家的143个投资项目在现场进行了对接洽谈，涉及农业、基础设施、航
空、信息技术等领域。

投资签约 经贸洽谈成效显著

媒体聚焦 宣传造势氛围浓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