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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宁，天下平。

黄河安澜是中华儿女的千年期盼，保

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大

计。近年来，沿黄地区军民牢记殷切嘱托，

大力推进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保护湿

地 、防 汛 护 堤 、植 树 造 林 …… 黄 河 流 域 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母亲河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

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黄沙漫天的楼兰古

城，是人类向大自然过度索取留下的深刻教

训，润泽一方的都江堰，则记录了中国人妥

善利用自然的朴素智慧。人类与生态环境

互动的诸多事例，一次次警示我们：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是我们

的必然选择。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黄河浩荡，

九曲连环。保护和治理好黄河，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非一地一域之事，更非一时一

日之功，必须着眼发展大局、凝聚军地合力，

既谋划长远，又干在当下。

省军区系统处于军地结合部，作为协调

军地的桥梁纽带，在挖掘调动社会各领域人

才、技术、产业资源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

势。要盘活军地共享好资源，立足黄河流域

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围绕森林防火、气象水

文、测绘导航等行业领域调整优化民兵编

建，统筹整合跨领域跨学科跨军地专家智

库，提升军地两用人才资源融合效能。要当

好黄河防汛突击队，发挥民兵离得近、情况

熟、行动快的优势，积极探索顺畅高效的军

民应急联防机制，不断提升民兵分队应急反

应能力和险情处置能力。要当好牵头协调

桥头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组织参与

地方生态环境建设，支援地方植树造林、整

治污染、巡堤护坝，大力弘扬生态文化，培育

环保新风，引领社会风尚。

行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黄

河安澜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大计。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军

地要齐心合力，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唱响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奏曲，让

黄河始终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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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洲大河之洲有支迷彩力量有支迷彩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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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 38度，东经 118度。蜿蜒的黄河东入渤海，化成一个个悦动的黄色音符，与蓝色海洋共同奏响一曲河海
交响乐。

九曲黄河，携沙带浪，造就了黄河三角洲上这座湿地之城；河海相会，孕育了暖温带保存最广阔、最完善、最年
轻的湿地生态系统。这里是鸟的天堂。

“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保护是前提，要有始有终、锲而不舍抓好黄河生态保护工作。”“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
的幸福河。”山东省东营军分区官兵和民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嘱托，积极投身黄河口生态治理，推动黄河三角洲“颜
值”与“气质”同步提升，军地携手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合力守护大河安澜。

“扑棱、扑棱……”摇曳的芦苇丛中，掠过

白色的鸟影。紧接着，成千上万的鸟儿次第

腾空，打破了初夏清晨的宁静，层层“鸟浪”与

茫茫湿地、道道霞光绘成一幅美丽画卷。这

是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壮

观景象。

在保护区内一处湿地边，巡护民兵赵江华

捡起被大风吹落的鸟巢，用树枝、藤条等仔细

修补后，麻利地爬上树，将鸟巢放置在树杈处，

并用铁丝固定。据统计，该保护区现有鸟类

370 余种，其中丹顶鹤、白头鹤等国家一级保

护鸟类 26 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65 种，素有

“鸟类国际机场”美誉。

“保护生态，造福百姓，民兵责无旁贷。”东

营军分区领导介绍，2018 年以来，他们先后组

建 17 支民兵湿地巡护分队，常年在重点区域

执行巡逻看护、清理杂物、知识宣传等任务，积

极维护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和生物物种生存

繁衍。

候鸟秋去春来。对于巡护民兵来说，春秋

两季是最忙碌的季节。他们在湿地设点驻守，

每两天组织一次巡查，观察候鸟停歇和繁衍情

况。同时，他们还修建人工鸟巢、播撒饵料喂

养、拆除捕鸟网等非法作业工具，为候鸟打造

安全宜居家园。

“这是我们建造的人工招引巢，也是鸟儿

的‘经济适用房’。”赵江华指着一根顶部筑有

鸟巢的水泥杆介绍，珍稀鸟类生性敏感，对生

存环境要求很高。东方白鹤喜欢栖息在高处，

他们就在杆顶架起碗状巢托，供鸟儿衔枝做

巢；黑嘴鸥繁殖需要隐蔽场所，他们便在幽静

之处堆造了几十个“繁殖岛”……

生态好不好，鸟儿最知道。记者在黄河故

道天然柳林边看到，不远处的小岛上，柽柳挺

拔、芦苇丛生，岸边的几只大雁悠闲地梳理着

羽毛，一群野鸭在水中嬉戏觅食。“近些年，随

着生态环境逐年好转，许多只在小时候见过的

珍贵鹤种又出现了，候鸟种类和数量逐渐增

多。”巡护分队队长刘福勇说。

在日复一日的守护中，巡护队员练就了

“听音识鸟”的本领。刘福勇熟知上百种鸟的习

性。去年春天，他带领民兵在龙栖湖湿地附近

巡护时，发现一只左翅折断的大鸟。通过外形

和声音，刘福勇判定这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

隼。他们紧急将红隼送往黄河三角洲动物园进

行专业治疗。经过检查，红隼翅膀粉碎性骨

折。医生做完手术后，巡护民兵悉心照料，直至

红隼康复。

据统计，自成立以来，民兵湿地巡护分队

共救护伤鸟 1200 余只，拆除捕鸟网具 300 余

套，制止不法捕猎行为 120余起，有力保护了湿

地生态安全。

打造安全宜居地—

呵护鸟类繁衍生息

黄河湿地碧波荡漾，群鸟翔集，与过去有

天壤之别。

作 为 退 海 之 地 ，东 营 市 有 340 万 亩 盐 碱

地。老一辈东营人有句话：种活一棵树，比养

活一个娃还难。当年，建设胜利油田时，采油

指挥部周边白茫茫的盐碱滩上，只有一棵孤

零零的树，“一棵树”也因此成为这里特殊的

地标。

站在保护区观光桥廊上，黄河河务局党组

书记、局长赵银亮介绍，东营市平均海拔不到

4 米，地势平缓，地下海水水位高，土壤盐度

大，树根扎下去后，触及盐碱水就会枯死。“年

年种树不见树，电线杆子比树多”，成为东营自

然环境的写照。

岁月流转，沧海桑田。如今的东营，早已

摘掉荒凉的帽子，完成从“一棵树”到“满城绿”

的华丽蜕变，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园

林城市。

“荣誉的取得来之不易，是军地共同努力

的结果，广大民兵功不可没。”亲历东营大地由

“黄”变“绿”的艰辛历程，从河口区人武部转业

到河口区刺槐林林场的刘金峰感慨不已。

多年来，东营军分区积极投身当地“绿色

城市”建设，组织民兵参与地方“三网绿化”“生

态林场建设”等工程，通过挖池筑田、大水压碱

等方式改良土壤，栽下一棵棵幼苗，扮绿一处

处荒滩。近 5 年来，该军分区累计投入人员 11

万余人次，动用机械设备 300 余辆（台），植树

造林 2 万余亩。东营区龙居林场、河口区孤岛

万亩槐林等 27 块“民兵林”牌子，成为民兵植

树造林的见证。

“与林木为伴，以湿地为家，这里的一草一

木都是我们的无言战友。”该军分区领导介绍，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早已

成为官兵共识。

“前几年，我承包了 300 亩榆树林，地下养

蝉、地上养鸡。”河口区中和堂村民兵王清连告

诉记者。近年来，该军分区结合当地林业发展

需求，号召附近乡村创业民兵带头发展林禽、

林畜、林菌等林下经济，既促进了林业发展，优

化生态平衡，又带领村民创收，实现生态保护

和经济发展共赢。目前，以民兵为主体创建的

林下经济项目有 100 余个，成为黄河口生态环

保的助推器。

“五一”以来，黄河口国家森林公园游客不

断。一个个迷彩身影穿梭其中，提供服务指

引、介绍防火知识、宣讲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在

广泛参与生态保护和系统治理行动中，成为不

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种下万亩民兵林—

筑牢绿色生态屏障

东营境内黄河河段全长 138 公里，河道曲

折蜿蜒、淤积延伸，呈“地上悬河”形态，历史上

曾 3 次改道，每年汛期东营都要经受大考。

“自 2001 年起，我们依托东营区人武部成

立黄河民兵抢险队，开展上堤驻防巡查试点工

作，并在全市沿黄县区逐步推开。”该军分区领

导告诉记者，每年汛期来临前，军分区都联合

地方相关单位开展黄河防汛联合勘察、联合演

训，修订完善防汛抢险预案，确保一有险情，能

够及时处置。

2021 年的一次险情，让东营区人武部干

事孙学冉记忆犹新。麻湾堤防位于东营区龙

居镇，是黄河进入东营境内的第一道险段，原

本自西向东流向的黄河水，折了近 90 度的弯，

打着旋儿自南向北流去。当年 9 月底，黄河长

时间高水位、大流量行洪，防汛形势严峻。

险情就是命令。东营区人武部第一时间

组织黄河民兵抢险队、各乡镇（街道）民兵应急

排 400 余人赶赴黄河大堤，连续奋战 6 个日夜，

装填沙土，加固坝堤，排除险情，确保了黄河安

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为提升防汛工作质

效，近年来，该军分区联合地方气象、水文、河

务等部门大力加强防汛信息化建设，实现视频

监控、无人机巡查、人工巡逻等空地结合、交叉

立体的巡查模式，并不断探索利用智能设备助

力民兵巡河巡堤、抢险救灾，为防汛指挥、科学

调度、抢险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我主要负责自然保护区上游 6 公里河段

的巡查任务。”黄河民兵抢险队队员杨磊告诉记

者，除了记录水位水情排查隐患，他们还积极参

与河岸清障清杂，制止岸边钓鱼、排污排废等

违法行为。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

实施后，他们第一时间组织学习，在执行巡查

任务的同时，向附近群众、游客进行普法宣传，

从源头上杜绝违法行为，共同保护母亲河。

大河之洲，风光旖旎。极目远眺，浅滩深

处一簇簇嫩绿的盐地碱蓬连绵成片，湿地仿

佛铺上一块巨型地毯，与黄土、蓝天、碧水交相

辉映，蔚为壮观。东营军分区领导表示，他们

将牢记为民宗旨，持续组织官兵和民兵参与

黄河口生态保护治理，为守护黄河安澜贡献

迷彩力量。

当好防汛突击队—

守护黄河安澜入海

俯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俯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然保护区。。 任志恒任志恒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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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市河口区民兵湿地巡护分队

执行巡逻任务。 尤元飞摄

民兵投喂候鸟，并观察健康

状况。 宋懿林摄

东营军分区组织民兵开展植

树增绿活动。 张起燕摄

民兵在黄河三角洲鸟类

博物馆向游客介绍野生动物

保护相关知识。 张松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