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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雪峰说，他们采
取的第四项措施，就是
结合三门峡市的实际，
三门峡黄河湿地管理处
全面配合加强保护区相
关法规制度建设，实现
依法依规管理。在2013
年，该管理处配合三门
峡市人大常委会编制起
草了《三门峡市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白天鹅及
其栖息地保护的决定》；
2014年10月，又配合市
政府编制起草了《三门
峡市白天鹅保护区管理
办法》和《三门峡市白天
鹅红腹锦鸡保护区划界
范围》并予以公布，划定
了 16 万亩白天鹅保护
区，在重点保护区设立
了标牌、界桩；2015年，
委托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编制了《三门峡市白天

鹅及其栖息地保护五年
规划》；2016年10月，积
极配合市人大起草了《三
门峡市白天鹅及其栖息
地保护条例》，2017年，
《条例》经三门峡市七届
人 大 二 次 会 议 通 过 ；
2017年9月29日经省人
大第三十一次会议批准，
于2017年11月1日起正
式实施。这为保护白天
鹅提供了法律保障。

为了提升保护区科
研工作能力，三门峡黄
河湿地管理处还与河南
农业大学联合开展了河
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三门峡段生物多
样性本底调查项目，合
作出版了《河南黄河湿
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
门峡段科学考察集》等；
2016年，还特邀北京湿

地研究中心对沿黄白天
鹅栖息湿地进行了实地
科考调查，联合编制了
《三门峡市白天鹅栖息
湿地恢复修复方案》，为
今后三门峡黄河湿地保
护与恢复和白天鹅等珍
稀水禽保护提供了科学
依据。

此外，他们还充分
利用电视、广播、报纸、
互联网等媒体和横幅、
标语、简报、宣传版面、
宣传车辆等载体，积极
做好各项宣传发动工
作，并依托“世界湿地
日”“爱鸟周”“白天鹅保
护宣传日”等活动，广泛
宣传黄河湿地和白天鹅
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
有关知识，进一步提升
社会公众“关爱湿地、保
护天鹅”的意识。

立法与研究，一个都不能少

但库区型生态气候
和丰富的食物来源只是
自然条件，要想吸引更多
的白天鹅前来越冬，显然
还要创造更多的条件。

2009 年，韩铁燕刚
到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
公园工作时，这里的天鹅
只有50多只，数量还是
非常少的。韩铁燕说，如
今达到上万只的数量，还
是经过了一年一年的漫
长努力，包括营造湿地氛
围，给天鹅提供食物，给
天鹅提供保护，才终于达
到了如今理想的效果。

很显然，这与三门峡
在保护白天鹅生存湿地
方面的努力是分不开
的。据三门峡市林业局
局长骆雪峰介绍，黄河湿
地保护区三门峡段是全
省占线最长、面积最大、
类型多样的重要湿地，是
三门峡市生态资源的重
要组成部分，生态保护任
务极其繁重。近年来，三
门峡市积极采取种种措
施，强力推进黄河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三门峡
段生态保护工作，因而才
取得了如今的成效。

据骆雪峰讲，他们采

取的措施，第一就是扎
实推进黄河湿地三门峡
段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
作。截至2017年 12月
底，14家采矿权（探矿
权）范围与黄河湿地保
护 区 范 围 重 叠 的
777.1914公顷已全部退
出保护区；生态治理累
计投资8015.751万元；
先后采取清渣、削坡、降
坡、覆土、植树等措施进
行生态恢复，共栽树
36.684 万棵，撒播草籽
2.6635 万公斤，完成治
理任务2555.3 亩，完成
率100%。为了加强苗
木的养护及管理工作，
巩固矿山治理成果，还
组织相关单位多次对矿
山治理区域开展“回头
看”，督促责任企业对个
别死亡苗木进行补植补
栽和浇水养护，确保成
活率。

第二，就是强力推
动黄河河道清理整顿工
作，共清理整顿黄河上
的船只 463 艘，其中清
理取缔船只 427 艘（餐
饮船57艘、捕捞船370
艘），停业整顿渡船、游
船36艘；拆除码头周边

违建11处。还按照生态
环境部要求开展“绿盾
2017、2018、2019”专项
行动，对涉及三门峡市黄
河湿地保护区的55个整
改点位进行了整改。截至
目前，已完成整改通过绿
盾专项行动组验收销号的
50个，4个正在整改中，1
个暂缓整改。

第三，就是不断强化
管护措施，调整充实了白
天鹅管护人员，建立健全
了白天鹅管护责任制、日
常巡护制、定期补食制，全
面做好救护和补食工作，
定期观测白天鹅变化情
况；同时我们充分发挥主
管职能作用，主动强化日
常管理，在保护区明显位
置栽植界桩440块，警示
牌200块，确保保护区边
界清晰，实现有效监管，
建成了黄河湿地远程监
控系统，24小时全方位不
间断监控黄河湿地动植
物资源，充分发挥疫源疫
病监测职能，完善了疫源
疫病防控体系，每年白天
鹅来三门峡市越冬前积
极购买、补充疫源疫病监
测物资，确保白天鹅越冬
安全。

怎样努力给白天鹅营造湿地氛围？

11月8日是我国第20个记者节。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河南时重要讲话精神和
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11月8日起，河南组织媒体记
者“走进黄河”，践行“四力”，对黄河流经我省的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焦作、濮阳、三门峡等部分省辖市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进行集中采访，生动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岁岁安澜、沿岸河南
人民幸福生活的巨大变化和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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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黄河湿地生态环境
上万只白天鹅青睐三门峡

▶细雨飘过的天鹅湖畔，数百只美丽的白天鹅或优雅地结
伴嬉戏，或温情脉脉地交颈摩挲，或悠闲自得地梳理羽
毛。这是11月9日下午，走进黄河集中采访团记者在三门
峡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天鹅湖畔看到的动人一幕。
▶“这是今年第一批前来越冬的白天鹅。”三门峡天鹅湖国
家城市湿地公园宣教处工作人员韩铁燕说，白天鹅理想的
栖息环境温度在15摄氏度以下，环境温度接近0摄氏度
时，天鹅的数量会达到高峰。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首席记者李长需/文 袁晓强/图

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规划面积12000余亩，其中陆地
面积 6150 亩，水面、滩涂面积
6000余亩，其中包括青龙湖、天
鹅湖在内的双龙湖景区，水域面
积就达到了1800亩。“这个湖里
的天鹅数量从2014年开始最多
的时候达到了六七千只，常年维
持在四五千只。这个数字是什
么概念呢？三门峡是第一个被
命名的‘大天鹅之乡’，从全国大
天鹅的数量来说，三门峡地区占
到了全国越冬天鹅的2/3以上，
而湿地公园占了三门峡越冬天
鹅的2/3以上。”韩铁燕说。

根据韩铁燕所说，每年 10
月份到次年 3 月份，前来三门
峡越冬的白天鹅在万只以上。
对越冬栖息地环境极为苛刻的
白天鹅，为何对三门峡如此青
睐？

据韩铁燕讲，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三门峡水利枢纽使这

里形成了独特的库区型生态气
候，浅水、沼泽、湿地为水生动植
物生长繁殖创造了条件。清澈
的水面、广阔的水域，使这里成
为冬季候鸟重要的迁飞通道和
栖息地。目前，仅三门峡黄河湿
地辖区内就有野生植物743种、
野生动物934种。

其次，丰富的食物来源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每年10月，大
坝蓄水，三门峡库区就会出现高
峡平湖、水面清澈的景象；每年6
月，为了迎接汛期的到来，三门
峡大坝就会泄洪，黄河就会恢复
跌宕起伏、黄沙滚滚的本来面
目，泄洪之后，黄河两岸大面积
的滩涂地就会裸露出来，附近的
农民趁着这段时间种大豆、玉
米、高粱等农作物，采用粗放式
管理，在蓄水之前抢收回来，而
来不及收割的豆苗、豆粒遗落在
地里，就为南来越冬的天鹅提供
了丰富的食物。

上万只白天鹅为何青睐三门峡？

每年10月份到次年3月份，前来三门峡越冬的白天鹅在万只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