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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鸟——
关爱生灵，悉心共护

早上 6 点半，旭日尚未跃出海平
面，伴着“哗——哗——”的海浪声，
71 岁的费明健来到这片熟悉的沙滩，支
好三脚架和相机，等待着晨曦的到来。
朝阳、大海、湿地、飞鸟，他希望能捕
捉到七里海最美的一瞬。

在七里海附近生活的费明健，多年来
一直坚持用相机记录七里海的点滴变化。

“通过镜头追逐飞鸟时，你会感到自
己的心也跟着它们一起飞翔。”费明健是
土生土长的秦皇岛人，出生在七里海附
近的侯里村。退伍后他回到家乡，无论
春秋冬夏，他都会在观测光线最好的时
候到七里海观鸟、拍鸟，成为远近闻名
的观鸟爱好者和鸟类摄影师。从成鸟觅
食、幼鸟待哺，到群鸟追逐嬉戏，多年
来，他拍摄的鸟类主题照片数以万计。

“鸟类是人类的朋友，是生物链中的
重要一环，对生态环境非常敏感。”越是
与鸟亲近，他就越发觉得，对这些大自
然的美丽生灵而言，保护有多么重要。

每年春季是鸟类孵化繁殖期，有一
次，费明健在镜头中发现一个存放几颗
鸟蛋的巢穴，距离附近一个工地仅二三
百米。“太近了，这可不行，得把鸟宝宝
保护好！”他找到施工单位，商量对这些
鸟宝宝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这些年观鸟护鸟，他经常天一亮就
出去，自从那次发现鸟蛋后去得更勤了，
一天好几趟。”费明健的老伴儿刘桂琴说。

在费明健的儿时记忆中，七里海水
草丰茂、环境优美，各种鸟类栖息、繁
衍，但是到了上世纪 80年代，七里海潟
湖及周边围堰养殖、稻田开发等农渔业
兴起，导致七里海水域面积大幅缩减，
最少时仅剩 2.86 平方千米，生物多样性
锐减，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为了拯救七里海，从 2016 年开始，
秦皇岛启动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和两期生态修复工程，历时 7 年，七里
海潟湖终于重现“七里碧海斜阳远，群鸟
畅谈桂月长”的胜景，从未停止过拍摄记
录七里海变迁的费明健也有了新身份。

多年来，费明健和一些观鸟爱好者
以及附近热心村民一直自发地在七里海
附近巡护救助意外受伤被困的野生鸟
类，迄今为止已救助数百只。2021 年，
费明健成为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北戴
河新区护飞队队长，从此，护鸟成为他
心头最重要的使命。

“去年 8月份的一个下午，我的镜头
中出现了一群腾空而起的红嘴鸥。这种
鸟属于国家‘三有’（有益的或有重要经
济价值、科学研究价值） 野生保护动
物。按下快门后，我习惯性地继续用镜

头进行搜索，结果发现有一只红嘴鸥没
有随同伴一起飞走，而是留在了原地。”
费明健说，他马上意识到这只鸟的异
常，迅速放下相机，朝距离他几百米远
的红嘴鸥走去。果然，经过查看，他发
现这只红嘴鸥的翅膀受了伤，十分虚
弱。他立即与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秦
皇岛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取得联系，很
快，救护中心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将
这只红嘴鸥带回救治。

“救下一只鸟，比拍到一张珍贵的照
片更令人欣慰。”因为救鸟护鸟，费明健
获得的证书摞起来有 1 尺厚。虽已年过
七旬，但他依然健步如飞。这些年，越
来越多的“费明健们”守护着途经和栖
息在七里海的美丽生灵。

修复——
退养还湿，综合整治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有更大的金山
银山，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取眼前
利益。

2016 年起，秦皇岛开展退养还湿、
清淤疏浚、河岸线综合整治，七里海潟
湖的生态环境得到初步改善。2019 年至
2023 年，秦皇岛市又专项实施了七里海
潟湖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投入近 5 亿元
资金，对七里海进行生态修复。

“修复工程分为两期，一期整治范围

是纳潮通道北侧区域，清淤疏浚 125 万
立方米，退养还湿449.7公顷，恢复岸坡
植被 68.02 公顷。沿海区域鱼塘虾池遍
地、垃圾随意堆放等问题得到彻底解
决。二期整治纳潮通道南侧区域，分为
清退养殖、清理围堰、微地形改造、生
态海岸线修复等阶段，退养还湿 315 公
顷，改造河口湿地29.78公顷，改造纳潮
通道 29.28 公顷，恢复海岸线 9.7 千米。”
回顾整个修复过程，秦皇岛市海洋和渔
业局分管七里海生态修复工程的四级调
研员姜集伟十分感慨，“每一个数据背后
都是一个又一个被攻克的难题，凝结着
工程全体参与者的艰辛付出，修复成果
来之不易。这个项目被自然资源部国土
空间生态修复司评选为‘2023 年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9个典型案例’之一。”

“生态修复工程竣工后，七里海潟湖
的纳潮量增加，水域面积重新恢复到
1977 年时所拥有的湖盆面积，岸滩植被
茂密、滩涂宽阔，鸟类的种类和数量大
幅增加，特别是珍稀濒危鸟类。我们做
过统计，2010 年 1 月至 2020 年 7 月，在
七里海潟湖记录到鸟类 13目 26科 85种。
而现在，这组数字已经变成了15目29科
101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
白鹤、丹顶鹤、白头鹤、遗鸥和东方白
鹳 5 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有 15
种。”秦皇岛市海洋和渔业局海域海岛科
科长邓怀宇说，他相信，重现盎然生机

的七里海将成为越来越多野生鸟类栖息
繁衍的天堂。

监测——
全域覆盖，实时在线

湿地修复的艰难过程让当地政府意
识到，未来持之以恒地加强保护尤为重
要。为了更加全面系统地掌握七里海潟
湖湿地生态系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23 年，秦皇岛市依托河北省地质矿产
勘查开发局第八地质大队在七里海潟湖
搭建的生态系统立体原位在线监测体
系，实现了对湿地生态系统的全域、实
时监测。

“我们在七里海安装了监测气象、土
壤、水质、植被等各类环境要素的设
备，获取的数据和画面实时传输到海洋
大数据中心，由专业人员进行分析、处
理。”第八地质大队海洋大数据中心主任
王刚介绍，七里海潟湖湿地生态系统立
体原位在线监测体系包括梯度气象在线
观测、涡动相关通量在线观测、海基生
态综合监测、湿地生态视频监测、底质
生态在线监测等多个系统，可实时获取
七里海的气象环境信息，观测岸滩植被
生长和湿地鸟类迁徙路径，监测潟湖波
浪、潮位的变化等，此外，人工监测与
自动监测相结合的模式，也实现了全域
覆盖、精准监测。

“我们对生态修复完工以来的监测数
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七里海潟湖各类
有机污染物、重金属含量呈下降趋势，
水质改善，浮游生物和底栖生物多样性
明显增加，潮间带生物栖息密度增加至
284.7 个/立方米。这说明修复后的七里
海潟湖水体质量明显改善，生态功能得
到有效恢复，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第八
地质大队海洋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江田
田说。

“多方位、长时序的监测数据不仅可
以为检验生态修复工程效果提供数据支
撑，通过立体监测体系，还能第一时间
发现异常情况，为防范和应对海洋灾害
提供及时科学的决策建议，更好地保护
湿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据王刚介绍，七
里海是中国华北地区最大的潟湖，在沿
海湿地类型中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
性，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保护价值。
加强七里海潟湖的全面监测，不仅对区
域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还将为其他地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图①：众多野生鸟类在七里海繁衍
生息。 费明健摄

图②：费明健发现并救助受伤的红
嘴鸥。 刘桂琴摄

图③：七里海潟湖生态修复后重现
鸥鸟翔集的胜景。 费明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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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 京 津 冀 三 地
PM2.5 平 均 浓 度 分 别 为 32、
41、38.6 微克/立方米，较 2014
年 分 别 下 降 62.7% 、50.6% 、
57.6%；地表水国考断面全面
消除劣Ⅴ类，土壤污染风险
得到有效管控……一串串数
据表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
略实施十年来，区域协同让
生态环境保护产生了“1+1＞
2”的效力。

区域协同发展既是中国
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也是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
要抓手；既是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正确
方向，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的治本之策。

无论是大气污染治理，
还是水污染治理，都离不开
区域协同。2014年中国空气最
差的10个城市中，京津冀区域
占了8个。京津冀协同发展上
升为国家战略之初，就将生
态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个
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

京津冀三地打破“在自
家一亩三分地”上转圈圈的
思维定式，积极构建生态环
境区域联建联防联治协同机
制——实行统一立法、统一
标准、统一规划，“一把尺子
量到底”；同步制定实施机动
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污
染防治条例、液氨贮存使用
单 位 环 境 风 险 防 控 技 术 规
范、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综合规划等；健全完善大气
污染联防联控、重点流域联
保联治、信息共享、执法联
动、突发水环境事件联合应
急演练、环评会商、信访举
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 10
余项协同工作机制，制定 44
项协同措施清单……这些举
措，无不凝聚了生态环境联
建联防联治的强大协同合力。

如何做到“瓣瓣同心，心相连”？破除制约协同发展
的行政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构建协同有效的跨区域联
保共治机制是区域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的保障。京津
冀三地在建立健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区域互
助机制、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构建起
区域协同治理机制，区域协同治理生态环境局面基本形
成。在协同治理的推进下，北京市率先消除城市黑臭水
体，天津市、河北省基本消除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

京津冀三地还坚持改革创新，推动区域协同保护不
断走深走实。在环评管理方面，京津冀区域重大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会商制度建立，推动北京从“大而全”转向

“高精尖”，津冀两地不搞“捡到筐里都是菜”，而是以此
为契机转型升级、更新换代。在执法监管方面，三地交
界区域联合执法机制不断健全，除实行空气质量数据和
机动车排放超标及违法处罚等共享、预警会商、联防联
控、绩效分级差异化管理外，还大力推进能源、产业、
交通运输等结构优化调整，连续7年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
综合治理攻坚携手行动，从过去不时出现“十面霾伏”，
到 2023年北京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达九成，空气质量
连续优良天数最长达到了192天，蓝天白云已成常态。同
时，京津冀还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重点流域跨
界考核断面水质均保持Ⅲ类及以上并稳步提升。

十年携手共治，共享一片蓝天。十年风正劲，前路
亦灿灿。京津冀十年协同发展的实践证明，区域协同是
激发美丽中国建设内生动力的重要抓手。要始终坚持同
向发力，持续强化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推动形成区
域生态同享、污染共治、政策共商、发展共促的整体合
力，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高品质生态
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加快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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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春时节，万物复苏，
华北地区最大的潟湖——七
里海宛如一面明亮硕大的镜
子，映照着蔚蓝的晴空。

尽管南迁的候鸟尚未北
归，但翘鼻麻鸭、绿头鸭、
白鹭等野生鸟类依然在此，
它们时而贴着湖面低飞捕食
鱼虾，时而展翅高飞盘旋嬉
戏，尽情享受着这片属于它
们的乐园。

七里海潟湖位于河北省
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新开口
附近，与浩瀚的渤海仅一桥
之隔，最大水域面积曾达到
20 平方千米，在防潮护岸、
涵养水分、维持生态平衡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征程·新步伐新征程·新步伐

上图：安徽省黄山市歙县深渡镇段新安江，水清岸
绿，生态优美。2012年以来，皖浙两省接续开展了四轮
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试点以来，新安江水质常年
优于国家地表水Ⅱ类标准。 肖本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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