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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湿地保护

做积极贡献

湿 地 面 积 减 少 、 生 态 功 能 退
化，是全球需要面对的共同挑战。
自 1992 年加入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
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简
称 《湿地公约》） 以来，中国不断
加大立法保护、科研监测、科普宣
传、国际合作力度，积极履行公约
宗旨和义务。

2022 年对中国湿地保护工作来
说更具有里程碑意义。

2022 年 6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湿地保护法》（简称《湿地保护
法》） 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专
门保护湿地的法律。《湿地保护法》
定义了湿地的范围与类型，提出我
国的湿地保护应“坚持保护优先、
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
合理利用的原则，发挥湿地涵养水
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
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并对湿
地管理体制、湿地利用、湿地保护
和修复要求等进行了规定，建立了
湿地分级管理和湿地名录制度、调
查评价和总量管控制度。《湿地保护
法》 的实施，使得维护湿地生态功
能及生物多样性有了确切的法律依
据，是我国湿地保护工作进程中的

一个重要节点。
2022 年 11 月 5 日至 13 日，以

“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
主题的 《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
方大会 （COP14） 在中国武汉和瑞
士日内瓦同步举行。这也是中国加
入 《湿地公约》 以来首次承办该大

会。作为大会主席国，中方在会上
推动通过凝聚各方共识的 《武汉宣
言》、《2025 后全球湿地保护发展战
略框架》。这些文件明确了未来战略
计划与目标的一致性和连续性，聚
焦湿地保护和修复在促进可持续发
展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方面的作

用。《武汉宣言》也号召全世界各方
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全球湿地退
化引发的系统性风险。这些行动彰
显了中国推进湿地保护事业的决心
和责任，成为与会各方共建地球生
命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生动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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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为本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复兴

为了更好地协调促进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衔接，规划提出建立
健全职责清晰、运行顺畅的遗产保护管理体系，形成国家、市、区三
级的管理架构。同时，还对产权主体、本地居民、外来游客、专家学
者及社会大众，分别制定鼓励与支持策略，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遗产
保护效能，实现对遗产长期、有效保护与管理。

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和脊梁，《规划》充分考虑北京中轴
线与老城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格局关系，强调以“城”的整体保护
达成中轴线遗产环境的保护，推动区域功能优化、民生改善、环境提
升等多重目标实现，进而实现老城整体保护与复兴，让正阳门文物建
筑与雨燕和谐共存、使北京中轴线上20条景观视廊通达有序、留住居
民的乡愁记忆和老城情怀。

《规划》 还重点提出，将建立以首都博物馆1个总展览为主的综合
展示中心，并配合各遗产要素专题展示中心、沿线特色文化驿站、多
条文化探访路串联而成北京中轴线价值阐释与展示体系。目前，北京
中轴线已初步建设形成中轴线文化探访路，钟鼓楼到永定门间步行可
基本贯通，沿线还设有地铁8号线、铛铛车、北京观光1号和2号线大
巴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可满足市民游客的各种参观体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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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日是第27个“世界湿地日”，本年

度主题为“湿地修复”。

当日，中国在浙江杭州西溪举办主场宣

传活动。《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在

活动视频致辞中感谢中国作为COP14大会期

间所发挥的领导作用，期待中国作为《湿地

公约》主席国在未来三年引领全球湿地保护

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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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是 中 国 加 入 《湿 地 公
约》 30 周年。在此过程中，中国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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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自然湿地面积不断
增多，湿地修复面积持续扩大。中
国的湿地生态状况持续改善，保护
成就斐然。

截至目前，中国湿地面积达到
5635 万公顷，居亚洲第一、世界第
四；尤其是近 10年来，中国湿地步
伐明显加快，新增和修复湿地约 80
万公顷。近日，安徽省公布第二批
省级重要湿地名录，新增包括黄陂
湖、瓦埠湖、南漪湖、花园湖、竹
丝湖、谷河、东草湖等 7 处湿地，

总面积达 2.95 万公顷。目前安徽省
内已初步建成湿地保护网络体系，
湿地保护率达51.8%，未来将进一步
推进生态修复项目建设，打造生态
湿地景观。

江苏省南京市持续开展退化湿
地修复治理。2022 年，以自然恢复
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方式，累
计修复各类湿地 2 万多亩，自然湿
地保护面积达 3.26 万公顷。全市
2022 年新增自然湿地保护面积 285
公顷，生态价值较高的自然湿地已
基本纳入保护范围。

湿 地 公 园 能 够 充 分 将 生 态 保
护、生态旅游与环境教育相融合，
达成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统一，是当前中国湿地保护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省市持续申
报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地方级湿
地公园，成为中国湿地保护修复与
合理利用的生动创新实践。

四川省白玉拉龙措国家湿地公

园、炉霍鲜水河国家湿地公园通过
了试点验收。目前省内共计已有 29
个国家湿地公园 （含试点），26个省
级湿地公园。进入 2023 年，浙江省
杭州市还将申报“国际湿地城市”，
钱塘江畔的大江东板块未来将建设
钱塘江大湾区省级湿地公园。据初
步规划，该湿地公园面积将远超
11.5 平方公里的杭州西溪湿地。未
来几年，杭州还将重点推进实施西
湖、西溪一体化提升工程、千岛湖
提升工程、湘湖修复等一批重点工
程项目。

近年来，我国湿地野生鸟类种
群数量显著增加，珍稀濒危鸟类出
现和大种群数量栖息等现象，更凸
显了湿地生态环境改善的效果。河
南省郑州市黄河湿地位于我国候鸟
迁徙三大通道中线的中心位置。经
过多年综合治理，湿地内生态环境
不断改善，野生鸟类种群数量从
2006年的 169种类增加到目前的 283

种，17 年间增加了 114 种。湿地区
域内还先后发现了卷羽鹈鹕、白尾
海雕、靴隼雕、阔嘴鹬等 4 种新鸟
类，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大
鸨、黑鹳、灰鹤等。

各地近日不断发布的越冬鸟类
调查结果，显示出生态恢复取得的
重要成效。2023 年海南省越冬水鸟
调查成果显示，本年度记录到黑脸
琵鹭数量 201 只，是当地自 2003 年
开展越冬水鸟调查以来数量最多的
一次。2022 年至 2023 年度衡水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越冬鸟类同步调查
发现，保护区内共监测到越冬鸟类
60种、6.4万余只。其中，国家一二
级保护鸟类较上一年度增加5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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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发布保护管理规划

中轴线申遗进入新阶段

在积极履行《湿地公约》、保护
湿地的实践过程中，中国探索以天
人合一、万物共生的中华文化传统
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
态文明建设道路，形成了独具中国
特色的湿地保护经验。

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将继续促
进绿色发展，推动全球湿地生态环
境保护事业取得新进展。

2022 年 10 月，国家林草局、自
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 《全国湿地保
护规划 （2022—2030年）》。这一规
划明确了我国湿地保护的总体要
求、空间布局和重点任务。规划提
出，到 2025 年，全国湿地保有量总
体稳定，湿地保护率达到 55%。到

2030 年，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初步建立，湿地生态系统功能和
生物多样性明显改善，湿地生态系

统综合服务功能增强、固碳能力得
到提高，湿地保护法治化水平持续
提升。

依照规划，中国将进一步建立
健全湿地保护政策制度，研究制定
国家、国际重要湿地管理办法，以
及湿地资源监督管理制度。

依照规划，国家将每年通过中
央财政林业草原转移支付林业改革
发展资金，用于开展包括湿地生态
效益补偿在内的湿地保护修复项
目；建立湿地保护管理联席会议制
度，构建保护合力；切实发挥检察
公益诉讼在湿地保护中的积极作
用；同时，开展湿地保护宣传活
动，传播湿地自然之美、人文之
美，讲好中国湿地保护故事。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
以成”。湿地生态保护不断取得的成
就、实践过程中展示的中国经验，
都昭示着当前已迎来推进湿地自然
保护和恢复的重大机遇，湿地保护
修复工作正迈入新时代。在未来，
中国还将继续为全球时代保护修复
工作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

修 复 湿 地 生 态 环 境 ，
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也起
到了积极作用和难以替代
的效果。

中国已经完成了 4100
余个湿地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是全球唯一完成3次全
国湿地资源调查的国家。

近 10 年，中国新增和
修复湿地 80 余万公顷。全
国 现 有 国 际 重 要 湿 地 64
处、国家重要湿地 29 处、
国际湿地城市 13 个，获得
认证的国际湿地城市数量
居世界第一。中国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地总数达 2200
余个并规划将 1100 万公顷
湿地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管理。

本报电 近日正式公布实施的《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规划 （2022年
—2035年）》（以下简称《规划》） 首次明确了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
冲区具体范围边界，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管理提供方向策略和基础依
据。《规划》是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必备材料之一，其公布
实施标志着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

首次明确遗产区、缓冲区具体范围边界

针对北京中轴线遗产内涵多元、载体多样、空间多点的特点，《规
划》统筹考虑遗产及其周边环境，将保护区域合理划定为遗产区、缓冲
区，并首次明确了区域具体范围边界。

全长7.8公里的北京中轴线北端为钟鼓楼，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故
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
路遗存，至南端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东西对称布局于
两侧。依据《规划》，这承载遗产价值的15处构成要素，以及构成要素
之间必要的连接区域，即为总面积约5.9平方公里的遗产区。

缓冲区覆盖面更广，包含遗产区周边且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联
系紧密的区域，总面积约45.4平方公里。

（资料来源：北京中轴线网站）图为天津市蓟县洲河国家湿地公园。

图为广东省阳东寿长河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本文照片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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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建设遗产监测评估系统

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规划》重点提出要高标准建立遗产监测系统，对遗产保存状况、自然
和社会环境状况等方面进行监测，提升预防性保护管理水平；建设遗产
档案信息系统，开展重点问题研究，深化对北京中轴线、北京老城的理
解与认识。

《规划》的出台对于进一步促进规范北京中轴线管理、加强保护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示
范样本。未来，北京中轴线将继续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坚持长
期维护北京中轴线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促进历史文脉的传承和可持续发
展，不断增强社会公众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使古都之脊绽放时代新
韵，使北京老城焕发勃勃生机。 （鲍聪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