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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捷委员呼吁抢救滨海湿地,

营造“诗地”

国家旅游地理 3 月 3 日讯  德国 19 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曾经说过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应该是一种美好的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状态。想要诗意栖居，就需要有美好的自然环境，

而湿地作为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全国政协委员、雅昌

文化集团董事长万捷对于“湿地”对“诗地”的作用有深刻认识。在

万捷委员看来，湿地的流失导致水鸟的大量减少，对整个生态造成了

极大破坏。没有湿地，人们心中的“诗地”也无从谈起。

万捷委员告诉记者，我国现有海滨湿地面积 579.59 万公顷，与第一次

湿地调查相比减少了 22.91%，滨海湿地的保护形势非常严峻，国家

急需对重要的滨海湿地进行抢救性保护，扩大湿地保护区的保护范围，

从而建设美好、和谐的生态环境，重塑适合鸟类、人类及其他生物理

想栖息的诗意之地。

滨海湿地急剧减少的“三大元凶”

在万捷委员看来，“快速、大范围地进行围垦和填海”、“国际重要

湿地标准的滨海湿地处于保护空缺状态”、“外来物种入侵”等三个

因素是导致我国滨海湿地急剧减少的“三大元凶”。

让万捷委员痛心疾首的是河北曹妃甸工业园区一期工程完成围填海面

积 2 万多公顷、天津滨海新区围填面积约 2 万公顷 (2010-2014 年 )、

江苏东台 - 如东的围填海面积约 4 万公顷 ( 近 10 年间 )、宁波围填海

达 5 万多公顷 (2000 年 -2013 年 )、连云港围垦滩涂面积 8 万公顷 ( 截

至 2012 年底 )，这些以牺牲生态而促进快速城市化和经济建设的做法

应该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

万捷委员告诉记者，有一种名为互花米草的植物是滨海湿地的主要入

侵种，这种植物繁殖能力强、自然扩散速度快，是渤海湾以南的众多

滩涂湿地的一大“杀手”。

此外，相对于这些人为和自然的破坏，我们在滨海湿地保护方面存在

明显不足。我国沿海纳入滨海湿地保护的面积仅为 139 万公顷，而滨

海湿地面积总额却是579.59公顷，滨海湿地保护还存在很多真空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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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处湿地急需变为“诗地”

万捷委员历数了 11 处亟待进行保护的湿地包括：河北滦南湿地、天津

滨海新区滨海湿地、江苏赣榆滩涂湿地、连云港滩涂湿地、如东滩涂

湿地、上海海湾镇海滩湿地、浙江杭州湾湿地、温州湾湿地、辽宁丹

东港周边海滨、辽宁盘锦南小河湿地、江苏东台沿海滩涂。

这 11 处湿地是水鸟的重要栖息地，在这里栖息着极危的勺嘴鹬，濒危

的小青脚鹬，易危的遗鸥、黑嘴鸥、黄嘴白鹭、卷羽鹈鹕等。不管是

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人类栖居之地的长远考量出发，这

里均需进行抢救性保护，而杜绝围垦、开采、建设开发、垃圾倾倒、

污水排放、互花米草入侵等危害“诗地”的行为是当务之急。

四大措施将滨海湿地危害“绳之以法”

万捷委员提出四条有针对性的建议以应对滨海湿地危害的“元凶”。

其一，在天津、河北、江苏、上海、浙江等地新建 8 个自然保护区，

尽快将尚未纳入保护体系的滨海湿地 ( 上文中提到的 11 处重要的滨海

湿地 ) 保护起来。

其二，环保与林业部门扩大 3 个已建保护区的保护范围。将辽宁丹东

港周边海滨纳入辽宁鸭绿江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将辽宁盘锦南小河

湿地纳入辽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 将江苏东台沿海滩涂纳入江苏盐

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其三，国家林业局等主管部门，制订和实施滨海湿地保护专项工程。

将中国滨海湿地迁徙路线 ( 即东亚 -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 ) 作为一个

整体进行保护，加大对迁飞路线上重要滨海湿地的保护与恢复的技术

指导和资金支持。

除了上述所建议的 11 处新建和扩建自然保护区以外，还应加强已有的

滨海湿地保护区的能力建设，重点解决所存在的栖息地破碎化和互花

米草等外来物种入侵等迫切问题。

万捷委员相信，通过以上四条意见，必将营造出适合鸟类休憩的滨海

湿地，适合人类和谐发展的理想“诗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