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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湿地保护经历了摸清家底和夯实基础、抢救
性保护、全面保护3个阶段，并随着《湿地保护法》的
施行，进入了法治化发展新阶段。如今，中国湿地面
积达到了5635万公顷，以占全球4％的湿地满足了世
界1/5人口对湿地生产、生活、生态和文化等多种需
求，为全球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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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至 13 日，《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在中国湖北武
汉和瑞士日内瓦同步举行。大会以

“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
主题，致力于凝聚各方共识，推进
全球湿地保护合作，谱写人类可持
续发展新篇章。

具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
护方案和经验获普遍称赞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
三大生态系统，是重要的自然资源
和独特的生态系统，也是人类文明
孕育、传承和发展的沃土，是地球
留给人类的珍贵自然遗产。

《湿地公约》 全称为 《关于特别
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
公约》，是最早的政府间多边环境公
约之一，致力于全球湿地生态系统
保护和合理利用，促进人类可持续
发展。这是中国首次承办 《湿地公
约》缔约方大会。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本次大会上，湿地保护的中
国智慧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议题。
来自世界各国的政府官员、湿地保
护专家、湿地公园和自然保护区代
表、国际组织代表等齐聚武汉，分
享湿地保护案例，总结和听取中国
湿地保护的成功经验，共同促进世
界湿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中国绿化基金会秘书长陈蓬将
“湿地保护的东方智慧”总结为 7 个
方面：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手段为
辅 ； 优 化 保 育 措 施 ， 加 大 管 护 力
度 ； 强 化 专 业 培 训 ， 壮 大 人 才 队
伍；兼顾保护与发展，促进“两山”互
动；依托科技进步，勇于开拓创新；注
重开放合作，加强多方交流；广泛组
织动员，开展自然宣教。

“相较于全球其他国家，中国充
分利用了传统的东方智慧，探索出
了多种多样优秀的湿地管理方法。”

《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执
委 办 主 任 孟 宪 林 表 示 ， 从 天 人 合
一、万物共生，到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 共 生 ， 在 建 设 生 态 文 明 的 道 路
上，中国一直在实践中不断思考、
变革和探索。

自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来，
中国坚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
积极履行公约宗旨和义务，形成了具
有中国特色的湿地保护道路。

“30年的时间并不短，我们已经
目睹了中国湿地保护方面的智慧和
展现出的领导力。”《湿地公约》 秘
书处秘书长穆松达·蒙巴说，中国过
去 30 年所取得的湿地保护成就以及
所设立的宏大目标和湿地保护管理
方式，其他缔约方都可以学习，不
仅包括科学的方法，还包括空间布
局方案以及立法框架，促进全球合
作、形成合力等。

“在我们看来，中国传统的湿地
利用拥有大量的最佳实践，例如桑
基鱼塘、稻鳝共作等传统的生产生
活方式，是在一个健康的生态系统
中长久获取物产的典型案例，也是
朴素的可持续经济模型。”世界自然
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卢伦燕
说，今天湿地保护的东方智慧，不
仅仅来源于传统的湿地利用方式，
更 是 基 于 当 下 全 球 治 理 、 经 济 水
平、社会现状、技术革新中的新实
践和新思考。

孟宪林认为，中国保护湿地的
智慧，不仅体现在国家在加强法治
建设和战略规划引领上的努力，还
包 括 依 托 科 技 进 步 、 关 键 技 术 攻
关、标准规范建设等，提升湿地的
监测能力和保护、修复领域的科技
支撑能力；始终坚持开放，加强国
际合作交流，充分借助国际组织的
力量等。

《湿地保护法》为中国
湿地保护筑牢坚实根基

今 年 6 月 1 日 起 正 式 施 行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明
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坚持
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
复相结合的原则，加强湿地修复工
作，恢复湿地面积，提高湿地生态
系统质量。”

被 誉 为 “ 海 岸 卫 士 ” 的 红 树
林，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
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发挥着维持
生 物 多 样 性 、 防 风 消 浪 、 净 化 海

水、储碳固碳等作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

研究所红树林研究中心主任廖宝文
表示，中国近年出台的 《湿地保护
修复制度方案》《红树林生态修复技
术指南》 等文件，大力倡导“保护
优先、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与
自然恢复相结合”理念。经过长期
实践，中国已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
的红树林修复技术标准体系。

“以往对红树林的营造和修复单
纯注重植被本身，而现在更关注红
树林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恢复。”廖
宝文介绍，受潮汐作用影响，红树
林是所有自然生态系统中开放程度
最 高 的 。 如 果 过 度 强 调 红 树 林 植
被，可能会导致修复工程存在生态
风险；过分强调人工修复，也会压
缩红树林自然恢复的空间。中国本
土有 37 种红树林植物种类，修复过
程中要尽量选择乡土种，减少外来
种的种植。

“除了种树，我们还应留一点
潮 沟 、 光 滩 和 浅 水 水 域 给 野 生 动
物。比如 100 亩滩涂地中，种植红树
林原则上不超过 60 亩，剩下 40%的
空间留给鸟类和其他动物栖息。”廖
宝文说，“下一步，要系统全面部署
红 树 林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保 护 修 复 工
作，特别是要给红树林自然恢复留
足生态空间。”

中国湿地类型众多、分布面积
广，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湿地野生动
物。科学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对着
力保护恢复珍稀濒危物种和生物多
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11 月 11 日，在大会日内瓦分会
场 ， 江 苏 盐 城 获 颁 “ 国 际 湿 地 城
市”证书。江苏盐城国家级珍禽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副主任陈志洲在论
坛发言中说，盐城湿地国家级珍禽
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丹顶鹤等珍稀
野生动物及其赖以生存的滨海湿地
生态系统。

“在湿地生态治理方面，我们坚
持基于自然的修复方案，先后实施
了 引 水 补 湿 、 退 渔 还 湿 、 芦 苇 控
制、互花米草控制等试点工程。”陈
志洲介绍。

每年，中国约4/5以上的野生丹

顶鹤在这里越冬。近年来，保护区
开 展 了 丹 顶 鹤 人 工 繁 育 和 野 化 研
究，今年育成丹顶鹤42只，连续5年
发现野化丹顶鹤野外自然繁育成功。

保护区总面积约 24.73 万公顷，
如何在修复的同时加强管控，是工
作人员必须面对的课题。

“我们借助信息化手段对湿地
生态进行全时监测，配备有 2 辆巡
护车、6 架无人机、297 个监控摄像
头；开展管护站职能改革，建成标准
管护站 4 个。”陈志洲说，保护区与
林业部门形成了联动机制，共同构
建生态保护和野生动物管护的条块
网络。

“中国实践”让绿水青
山成为金山银山

广东湛江，红树林茂密连片，
越冬候鸟云集。近年来，在巩固好
绿色发展态势的基础上，湛江着力
探索推动生态资源价值化。加快推
进海洋碳中和试点城市建设，湛江
红树林项目成为中国首个蓝碳碳汇
项目，红树林正逐步成为“金树林”。

《湿地保护法》 提出“实现生态
效 益 、 社 会 效 益 、 经 济 效 益 相 统
一”，着力破解湿地保护与利用的矛
盾。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
发展？有关专家表示，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探索出一
条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的高质量发
展路子。

曲水弯环，群山四绕，名园古
刹，前后踵接。作为中国第一个国
家湿地公园，浙江杭州西溪湿地将
城市、人民、湿地有机结合起来，
不仅湿地得到修复，城市环境和功
能得到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和幸
福感也显著提升。

西溪湿地保护的智慧体现在哪
里？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陈琳介绍，一方面
是保护和修复，通过截污纳管、引
水入园、植被生态修复等方式抢救
性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恢复秋雪
庵、西溪草堂等 45 处自然人文景
观，保留西溪湿地的原真性、完整

性、延续性。
另一方面是实践和利用，开发

民俗节庆活动，发展生态旅游。带
动原住民就业，从事渔耕、农耕和
管理服务等工作，共享保护利用的
成果和收益。据统计，自 2005 年开
园以来，西溪湿地累计营业收入近
22 亿元，对促进周边地域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产生较强的示范带动和
辐射作用。

湖南省常德市地处洞庭湖西岸，
蕴藏城头山稻作湿地文明。“山、水、
林、田、湖等生命共同体自然融合的
城市生态，形成常德湿地资源丰富、
魅力独特的格局。”常德市原副市长
龚德汉介绍，全市现有湿地 19.089 万
公顷，其中纳入保护面积 13.68 万公
顷，保护率达71.66%。

近年来，常德市通过健全湿地保
护地方性法规、加强专项整治和系统
治理，实施补水、引水清流、河湖连通
工程等，城市更加宜居，市民尽享青
山绿水时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点绿成金”还离不开企业、组
织和社会公众的力量。中华环境保
护基金会联手美乐家 （中国） 日用
品有限公司正科学、有序地推动包
括海草床在内的滨海湿地保护修复
和 蓝 碳 生 态 系 统 碳 汇 效 益 提 升 工
作；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武
汉光谷山水公益基金会和当地社区
一起开放岗位，组建黑颈鹤监测队
伍，并尝试种草缓解高原湿地草地
退化……本次大会上，一场场边会
和分论坛，传递出“两山”互动与
转化的新思考、新路径。

“中国主张”助力全球
湿地保护新发展

在湿地保护的中国实践中，国
际组织的参与和助力也功不可没。
本次大会上，多家国际组织代表和
外方代表阐述了各自在中国湿地保
护方面开展的工作以及中国智慧对
湿地保护全球行动、国际合作的借
鉴意义。

“在中国的湿地保护事业中，世
界自然基金会在这其中不仅是观察
者，也是倡导者和支持者。”卢伦燕
说，世界自然基金会开设长江及淡
水保护项目 20 多年来，在湿地的在

地保护、人工湿地净化水源、社区
参与等可持续湿地利用等方面作出
了 大 量 示 范 ； 积 极 倡 导 《湿 地 公
约》，协助保护区申报国际重要湿
地，协助城市申报并建设国际湿地
城市。

“20多年前，我们的同事致力于
将当时全球先进的湿地保护和管理
经验引入中国，解决淡水生态系统
中出现的问题。”卢伦燕说，如今，
中 国 在 参 与 的 多 个 全 球 保 护 议 题
中，在湿地领域的引领角色尤为明
显。因此世界自然基金会除了贡献
于湿地保护本身，更希望能够扮演
好中国与国际湿地舞台交流的“桥
梁”角色。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作为全球环
境基金的国际执行机构，28 年来与
中国各级政府合作， 共同实施了一
系列生物多样性项目。

“湿地保护一直是一系列实施项
目支持的优先领域。”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助理驻华代表马超德说，在全
球环境基金第七增资期，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共同
启动了“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
线中国候鸟保护网络建设项目”。

“我们引进国际成功经验，通过
广泛试验示范，结合中国‘道法自
然’的东方智慧，加强各利益相关
方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全社会的生
态环境保护意识，通过‘小手拉大
手，大手拉小手’的方式提升了公
众意识。”马超德说。

“近几年全球湿地情况不容乐
观，这对生物多样性、邻近生态系
统的平衡和各国自身的发展都有影
响。”委内瑞拉驻华大使朱塞佩·约
夫雷达说，而中国在湿地保护方面
取 得 了 历 史 性 成 就 ， 近 期 施 行 的

《湿地保护法》 为各国完善相关法律
提供了重要借鉴。委内瑞拉愿同中
国紧密合作，共同践行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理念，为推进湿地保护全
球进程作出贡献。

中 国 古 人 曾 写 下 “ 鹤 鸣 于 九
皋，声闻于野”。浩浩汤汤几千年，
与湿地休戚与共、和谐共生之道，
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绵延至今，
中国融入世界湿地保护大家庭，以
东 方 智 慧 彰 显 湿 地 保 护 修 复 的 活
力。放眼未来，中国将继续为全球
湿地保护贡献东方力量。

中国过去30年所取得的湿地保护成就以及所设立的
宏大目标和湿地保护管理方式，形成了湿地保护的“中
国样本”。

中国湿地
保护之路

本报记者 范昊天 强郁文 刘温馨

▲近日，大批越冬候鸟飞抵位于湖南常德境内的西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作为国际重要湿地，每年秋冬季节，这里都会成
为候鸟迁徙的通道和停歇地。

图为 11 月在湖南西洞庭湖湿地拍摄的小天鹅和灰雁。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2005年，浙江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开园。当时的西溪
湿地保护区，总面积 10.08 平方公里，是中国第一个集城市湿
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位于杭
州西北，有“天堂绿肺”之称，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
蓄洪水、美化环境、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今天的西溪湿地，
实施保护的总面积约为 11.5平方公里，已成为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的重要资源。

图为西溪湿地的工作人员用船运送刚采摘的柿子。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在江苏盐城湿地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内，丹顶鹤成群飞行。
陈国远摄

▲日前，在武汉参加《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的中外代表参观
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 金振强摄

▲江苏省盐城市拥有582公里海岸线、76.97万公顷
湿地，孕育着太平洋西岸和亚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
保护最好的海岸型湿地。每年约有 300万只候鸟在这里停
歇、繁殖和越冬，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的中
心节点。2019年，位于盐城市的中国黄 （渤） 海候鸟栖息
地 （第一期）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图为盐城市东台条子泥湿地日出景象。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湖南常德全市现有湿地 19.089万公顷，其中纳入保护面积 13.68万公
顷，保护率达71.66%。图为该市的穿紫河。 陈君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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