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增长的背后

蓝 天 白 云 下 ，芦 苇 摇 曳 ，鹭 鸥 飞

翔。在上海崇明东滩，申遗成功的消息

一经公布，慕名而来的市民游客络绎不

绝，饱览世界自然遗产地美景。

日前，第 46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评审，上海

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

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

东鸭绿江口 5 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世界

遗产名录》。这一项目的提交和列入是

候鸟迁飞区申报世界遗产的杰出范例。

燕鸥、灰翅浮鸥、黑嘴鸥……即使

夏季并非观鸟的最佳季节，人们仍能从

沙鸥翔集的美景中一窥“候鸟天堂”的

壮丽。

《国际重要湿地公约》曾引入这样

一条评价标准：如果一块湿地定期栖息

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种群 1%的

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际重要意义。

“例如，全球某年共有 1.5 万只白头鹤，

我们在东滩调查到超过 150 只，那么白

头 鹤 就 可 以 计 入 崇 明 当 年 的‘1% ’之

列。”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巍介

绍，“这是反映崇明东滩在全球候鸟保

护领域重要地位的一项关键指标。”

2012 年，崇明东滩观测记录的“1%”

仅有 7 种，到 2023 年已增加至 12 种。

“这项‘1%’的稳步增长，是崇明东

滩候鸟保护工作不断发展的缩影。”崇

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

务 中 心 主 任 钮 栋 梁 说 ，此 次 申 遗 过 程

中，“1%”的故事成为各国专家深入了解

崇明东滩生态保护的重要切入点。

曾经，外来物种互花米草的入侵，

是候鸟栖息的一大“天敌”。一棵不起

眼的小草，成为难以根治的“老大难”。

工作人员介绍，互花米草发达的根系常

将滩涂土壤“绑”成“铁板一块”，鸟类主

要采食的植物难以生长。

2013 年，上海启动全球生态保护、

湿 地 修 复 领 域 投 入 最 大 、规 模 最 大 的

工 程 之 一 —— 崇 明 东 滩 生 态 修 复 项

目 。 吴 巍 介 绍 ，主 要 方 法 是“ 修 堤 围

歼”，通过修筑生态围堤、开挖河道、修

建 涵 闸 ，采 取 刈 割 加 淹 水 的 复 合 方 式

成 功 控 制 互 花 米 草 的 生 长 和 扩 张 ，灭

除 率 达 95%以 上 ，营 造 出 近 25 平 方 公

里优质栖息地。

生态摄影师张斌自 2003 年起就常

来崇明东滩拍摄候鸟，20 余年间为飞翔

生灵留下美丽影像，对于东滩生态环境

的变化，他有发言权。“我最早来东滩拍

摄的时候，不少水鸟只在远处的鱼塘活

动。后来，随着互花米草控制与鸟类栖

息地优化工程的不断深入，鸟儿渐渐回

到了东滩。”张斌说。

鸟类迁徙是一段艰辛而壮丽的旅

程，也让绿水青山成为更加紧密相连的

生命共同体。地跨辽宁、河北、山东、江

苏、上海 5 省市，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串联起从鸭绿江口到长江口的“候鸟

天堂”，成为展现人与自然关系新范式

的实践平台。

从万里长江到九曲黄河，从东北平

原到热带雨林，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

治 理 大 格 局 逐 步 构 建 。 2022 年 ，我 国

“山水工程”入选联合国首批十大“世界

生态恢复旗舰项目”，至今已累计完成

生态保护修复治理面积超过 1 亿亩。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价认为：“中

国采取将所有生态系统视为‘生命共同

体’的系统方法，不懈努力恢复了数百

万公顷的土地。这是全世界最有希望、

最具雄心、最鼓舞人心的大尺度生态修

复范例之一。”

从“一个人”到“每个人”

7 月 29 日，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

现场。北京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恩翠

休养所军休干部李旦生身披绶带，接受

表彰。鲜花与掌声的簇拥中，他的耳畔

仿佛又响起阿拉善吹来的风。

每年春天，李旦生和战友们都亲赴

沙海植树。老兵们的坚持，感召着更多

的力量加入“治沙之战”。20 余年间，

先后 26 万余军民投入植树会战中，在

腾格里沙漠东缘逐步建成宽 4 千米、长

30 千米的绿色长廊。最早建设的植树

基地——青年世纪林，由最初的 50 亩扩

大到 1.5 万亩。

“独特、稀有、绝妙的高大沙山，以

及无数色彩斑斓的丘间湖泊，是温带和

超干旱气候下沙漠景观和地貌持续演

变的杰出范例，也是全球范围内具有罕

见自然美的沙漠景观之一。”

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委 员 会 ，对 于 巴 丹 吉 林 沙 漠 －沙 山 湖

泊 群 入 选《世 界 遗 产 名 录》给 出 的 评

价。这句评语是对沙漠自然生态价值

的 充 分 肯 定 ，但 千 百 年 的 人 类 活 动 引

发 土 地 沙 漠 化 ，吞 噬 着 沙 漠 生 态 系 统

的平衡。

遏制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三

大沙漠“握手”态势，向沙漠要生存，是

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共

同的期盼。黄与绿的博弈间，人与自然

的生命共同体有了更为深刻的阐释。

防沙治沙路上，有许多人，种下许

多树。一棵接着一棵种，一代接着一代

干 ，与 荒 漠 风 沙 展 开 长 达 几 十 载 的 较

量 ，将 沙 漠 牢 牢 遏 制 ，创 造 着 绿 色 奇

迹。从“一个人”到“每个人”，生态保护

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跑”，需要社会

各界的共同关注与广泛参与。

巴彦淖尔市 30 余名乡镇干部任沙

丘长，认领全市 5.27 万亩零星沙丘，明

确责任目标，奋力打赢套内零星沙丘歼

灭战。锡林郭勒盟 47.58 万亩工程项目

采取合同制，通过以工代赈、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等方式，调动农牧民参与沙地

治理的积极性。2024 年计划实施的防

沙治沙任务中，农牧民及其合作组织参

与实施比例达到 66%。

在 全 民 参 与 防 沙 治 沙 机 制 激 励

下 ，沙 区 广 大 农 牧 民 纷 纷 投 入 防 沙 治

沙 大 会 战 ，实 现 生 态 改 善 和 农 牧 民 增

收的双赢。

海洋、沙漠如同筋脉，生物如同细

胞，将自然遗产地与周边的农田、城镇

紧密结合在一起。因此，自然遗产保护

不仅是一小群“守护者”的责任，还是全

社会的共同行动。从保护眼前美丽之

景到唤醒保护自然的心灵之境，从明确

法 规 制 度 到 构 建 融“ 自 然 — 科 普 — 生

态 ”为 一 体 的 保 护 模 式 …… 潜 移 默 化

间，绿色生活成为全民共识，合力守护

生态环境的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进 入 暑 期 ，中 国 黄 海 湿 地 博 物 馆

迎来研学热潮。这座场馆利用原火车

站 改 建 ，是 全 球 首 个 全 面 展 示 黄 海 湿

地 生 态 区 域 自 然 人 文 的 主 题 馆 ，集 展

览、科普、研学功能于一体。江苏盐城

立足本地湿地资源禀赋开发丰富有趣

的 科 普 内 容 ，鼓 励 多 方 合 力 、全 民 共

享，让自然教育理念在这里落地生根，

迸发蓬勃活力。

“自然遗产不应孤芳自赏，而是全

社会共有的生态和精神财富，希望能有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

来。”钮栋梁说。

“蓝色长城”的崛起

在祖国北疆，与“绿色长城”伴行生

长的，还有一道道“蓝色长城”。

在内蒙古磴口县 85 万千瓦光伏+

生 态 治 理 项 目 区 ，蓝 色 光 伏 板 在 阳 光

照 耀 下 熠 熠 生 辉 ，每 年 从 这 里 输 送 至

蒙 西 电 网 的 电 能 可 达 17.5 亿 千 瓦 时 。

光伏板下 ，低耗水、低成本的梭梭、柠

条、四翅滨藜抽出嫩芽。“沙漠人参”肉

苁蓉喜获丰收 ，从“一毛不拔 ”到亩均

效益 3000 元。

“光伏板可以遮荫，减少水分蒸发，

将来梭梭和四翅滨藜可以接种肉苁蓉，

柠条平茬可以做饲料，在改善生态的同

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磴口县

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何文强说。

防沙治沙，还应兴沙富沙。在内蒙

古“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战区，沙

漠的黄，植物的绿，光伏的蓝，交织成北

疆大地灿烂而生动的色彩。

在 自 然 遗 产 地 ，人 与 动 物 比 邻 而

居、气息相通。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既有受

到严格保护的自然保护区，也有存在传

统渔业活动的湿地公园。自然保护区

周围，有着一望无际的农田和鱼塘、新

兴的城镇、繁忙的国际性水上交通干线

和规模可观的绿色能源基础设施。

推进环境保护与民生发展相结合，

才能让自然遗产保护利用步入可持续

发展的轨道。在全国各地，生态治理已

成为一项生态、社会和经济效益兼顾的

大事业，探索出一条效益最大化、治理

长效化的新路。

黄河入海口畔，一块块光伏板镶嵌

在盐碱滩上，给油气生产源源不断注入

绿色动能。在山东东营胜利油田，光伏

项目的发电可直接供给周边抽油机井，

年发“绿电”约 55 万千瓦时，相当于 10

台抽油机 1 年的用电量。

曾经的退海之地变得水清岸绿，盐

碱地变成大粮仓，东营这座传统工业城

市正在讲述新的转型故事。作为我国

重要的石油工业基地，胜利油田不仅地

下蕴藏着丰厚的石油资源，地上也孕育

着丰富的绿色能源。立足自身油气生

产 场 景 ，胜 利 油 田 光 伏 产 业 驶 入 发 展

“快车道”。4 年间建成光伏发电装机规

模 435 兆 瓦 ，年 发 绿 电 能 力 5 亿 千 瓦

时。今年以来，油气生产用电“含绿量”

达到 20%。

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2020 年

世界遗产展望》中的评估，世界自然遗

产 和 双 遗 产 中 ，全 世 界 整 体 状 况 处 于

“好”或“较好”的比例为 63%，我国则高

达 89%。全世界 7%的遗产处于危急状

况，中国却无一例。

一张张中国“名片”入选《世界遗产

名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

代化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为世界文明

百花园增添了绚丽色彩。自然遗产在

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点亮世

界遗产保护的“华夏之光”。

世界文明百花园中的“中国名片”
—从我国两处自然遗产申遗成功看世界遗产保护传承利用

■本报记者 佟欣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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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

写在前面

从西北戈壁的大漠黄沙，到东部沿海的候鸟天堂，两方生灵奇
境成为崭新的“中国名片”。

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我
国世界自然遗产提名项目“巴丹吉林沙漠－沙山湖泊群”“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
界遗产总数达到 59项，居世界前列，其中包括 15项世界自然遗产和
4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世界自然遗产总数继续保持全球第一。

申遗成功的背后，是我国保护传承文化和自然遗产、建设美丽
中国的不懈努力。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决定，
将 8月 15日设立为全国生态日。在 2024年全国生态日到来之际，
让我们走进最新出炉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感受绿水青山中的中国
精彩。

我是辽宁省东港市人武部的一名

民兵，与鸭绿江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结缘已有 25 年。听到鸭绿江口作为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提

名地之一，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消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还记得是 1999 年 4 月的一天，我偶

然来到鸭绿江口湿地，被眼前的美景深

深震撼：成千上万的鸻鹬随着潮汐起伏

翩翩起舞，在空中形成一波又一波造型

各异的鸟浪，仿佛一场壮观且协调的空

中芭蕾。从那时起，我就决心做好湿地

候鸟的守护者。

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鸟类，我自

费购买望远镜，利用所有空余时间进

行巡逻。每年 3 月下旬，来自越冬地的

迁徙鸻鹬类水鸟便会陆续到达鸭绿江

口。据鸟类专家估计，每年迁徙到此

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包括丹顶鹤、白

枕鹤、白鹤、白鹳等 8 种，国家二级保护

鸟类则有大天鹅、白额雁、小杓鹬等 29
种，此外还包括世界濒危鸟类黑嘴鸥

和斑背大苇莺等。为了保护这些远道

而来的“客人”，每天天不亮，我便走出

家门来到湿地展开巡护。保护区内的

道路大多泥泞不堪、特别湿滑，每天一

脚 泥 一 脚 水 ，但 我 乐 此 不 疲 ，日 复 一

日，风雨无阻。

2005 年 4 月的一个傍晚，在结束了

一天的工作后，我来到湿地例行巡逻，

发现两人企图偷猎。我立刻上前制止，

警告他们偷猎是破坏湿地环境的违法

犯罪行为。他们起初并不把我放在眼

里。我当过兵，退役后加入民兵队伍一

直坚持军事训练。看我毫不退缩，迎上

前来，他们胆怯了，最终放弃偷猎企图

逃离现场。

那时通讯设备尚未普及，我没有手

机，只能徒步 5 公里前往湿地管理处报

告这一事件。自此之后，湿地管理处增

加了巡逻人员，并加强保护措施，确保

在候鸟迁徙季节巡逻不间断。

25 年来，我始终坚持与任何破坏湿

地的行为作斗争。每当遇到有人使用

弹弓打鸟时，我都会挺身而出加以制

止。许多人不理解我的行为，认为这份

没有报酬的工作毫无意义，甚至有些

“好心人”劝说我不要多管闲事。然而，

我只要想到这一切是为了保护鸭绿江

湿地环境、保护珍稀迁徙鸟类，什么累

啊、苦啊，我都甘之如饴。

守护候鸟的过程充满艰辛，但也有

许多快乐时刻。这 25 年间，我救助过

10 多只受伤的候鸟。2019 年 3 月，为了

拯救一只受伤的白鹤，我不慎滑入沼

泽，幸好一位路过的村民及时施救，才

得以脱险。随后，我将这只白鹤送往医

院接受治疗，并亲自照料它直至康复。

我和湿地管理处工作人员放飞白鹤的

那一天，白鹤一步一回头地看着我，然

后恋恋不舍地飞向远方。那时，我感觉

所有的辛苦都值了。

如今，每到春季，成千上万的候鸟

在鸭绿江口的天空中翱翔，构成一幅幅

壮观美丽的画卷，吸引了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及鸟类爱好者前来观赏。这就是

我一直不懈努力的目标——贡献自己

的微薄之力，呵护这个人与动物和谐共

生的家园。

（本报特约记者 范奇飞采访整理）

在鸭绿江口守护候鸟迁飞
■辽宁省东港市人武部民兵 王树生

辽宁丹东鸭绿江口湿地的鸟群。 新华社发

巴丹吉林沙漠夏日风光。 新华社记者 贝 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