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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东湖，水光潋滟，草木斑斓，飞鸟翔
集。11月 5日至 13日，《湿地公约》第十四届
缔约方大会在“国际湿地城市”武汉设主会场
举行。这是我国首次承办《湿地公约》缔约方
大会。

“珍爱湿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本届
大会的主题，也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
景。作为生态领域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本
届大会将为全球湿地保护凝聚共识、汇聚力
量，擘画新蓝图。

大美如画、锦绣如屏，涵养自然之美

鹿鸣呦呦，鹭鸟伴飞。
湿地，被喻为“地球之肾”，是重要的生态

系统，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节气候、维
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生态功能，也是众多野
生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栖息之地，与人们的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

“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
生，人类生产生活同湿地有着密切联系。”“要
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
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习近平总书记高
度重视湿地的保护和修复工作，多次强调湿
地的重要性。

广袤湿地，多彩多样——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这些来自几千年前《诗经》的经典诗
句，充满湿地的身影，有古老的河流、斑斓的
湖泊、神秘的沼泽、浪漫的海滨。

翻开中国的“山水图”，辽阔的疆域、多样
的气候、复杂的自然条件，孕育了 5635万公顷
湿地和多元的湿地类型。

从渤海之滨的黄河三角洲到高原群山间
的青海湖，从北温带湖沼苇草遍布的黑龙江
扎龙到热带红树林茂密的海南东寨港……依
托丰富的湿地资源，中国建立起 1600余处湿
地公园。《湿地公约》认证的 43 个“国际湿地
城市”中，中国 13 个城市入选，是全球入选

“国际湿地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
绿色湿地，万物芳华——
加入《湿地公约》3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秉持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
念，将重要湿地纳入生态保护红线，在第三次
全国国土调查中把湿地列为一级地类，持续
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维
护湿地生物多样性。

近 10年，我国累计实施湿地保护修复项
目 3400 多个，新增和修复湿地 80 余万公顷。
2017 年起，湖南在湘江流域 8 市启动退耕还
林还湿试点，累计完成退耕还林还湿面积
3.85万亩。

活力湿地，生机搏动——
有力的保护让中国湿地显现出更多活

力，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
长江沿线，“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亮

相；渤海之滨，在辽宁盘锦湿地可观测到的黑
嘴鸥数量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千余只增长到
目前的上万只；高原湖泊滇池畔，红嘴鸥已连
续 30余年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等地飞往昆明越
冬。

在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西
溪国家湿地公园，10年来，增加了近 700种动
植物，成为飞鸟、鱼类、昆虫和草木的天堂。

类似的故事在中国各处湿地都在发生，
一幅幅生态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珍爱湿地、守护未来，润泽和谐之美

在黑龙江扎龙湿地，多年来，通过采取长
效补水机制、生态移民搬迁等方式，这里的丹
顶鹤野生种群不断壮大。从“人鸟相争”到

“人鸟相亲”，反映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美好期待。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
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
大计。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将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湿地保护事业高
质量发展。”

湿地保护顶层设计不断健全——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

展，湿地保护被纳入《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湿地保护修复
制度方案》等文件出台，国家和省级层面累计
建立 97项湿地相关制度，初步形成了湿地保
护政策制度体系。

今年 6月 1日，中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施
行，全国 28 个省（区、市）先后出台了湿地保
护条例和办法，共同构建起湿地保护管理顶
层设计的“四梁八柱”。

保护管理体系更加完善——
建立分级分类管理体系，中国共有国际

重要湿地 64处、国家重要湿地 29处、省级重

要湿地 1021处，设立国家湿地公园 901处。
这是中国湿地的家底，也是中国持续推

进生态保护的成果。作为全球首个完成三次
全国湿地调查的国家，中国各地建立了湿地
调查监测野外台站、实时监控和信息管理平
台，并将逐步纳入国家林草生态感知系统，实
现监测监管一体化，湿地科技支撑能力持续
增强。

绿色发展全民共享——
东湖，叠翠流金。前来赏玩的游客络绎

不绝，沿绿道骑行，看鱼鸥嬉戏，享湖光山
水。“以前污染严重时，水是臭的，现在环境
好、风景美。”在武汉洪山区东湖风景区街道
湖光村生活了 40余年的村民钱云说。

33平方公里的水域面积，102公里的东湖
绿道……随着生态改善，东湖化身“城市绿
心”，将湿地融入城市生活，去年一年接待游
客 2150万人次。

保护湿地在中国已成全社会共识，更多
的湿地也由此成为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约
90%的国家湿地公园向公众免费开放。

中国智慧、世界贡献，和合共生之美

“我们要深化认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
湿地保护全球行动。”11 月 5 日，国家主席习
近平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开幕
式上的视频致辞中指出，“我们要凝聚珍爱湿
地全球共识”“我们要推进湿地保护全球进
程”“我们要增进湿地惠民全球福祉”。

共筑生态文明之基，这是中国向世界作
出的庄严承诺。

30年来，中国努力践行可持续发展和生
态文明理念，不断加大立法保护、科研监测、
科普宣传、国际合作等力度，以全球 4%的湿
地，满足了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对湿地生产、生
活、生态、文化等多种需求，有力地支撑了生
态保护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前不久，中国制定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
方案》。中国将陆续设立一批国家公园，约占
陆域国土面积的 10%，把约 1100万公顷湿地
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谈及中国湿地保护，《湿地公约》秘书长
穆松达·蒙巴说，在有关立法等推动下，中国
已有一半以上湿地受到某种形式的保护，如
成为国家公园、社区公园等。当其他缔约方
看到中国的这种引领作用时就会明白，为何
湿地保护如此重要，因为湿地保护也有利于
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生物多样性。

共建美好家园，这是中国向世界展现的
大国担当。

以红树林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内，黄嘴
白鹭舒展优雅身姿，轻轻栖停于郁郁葱葱的
树冠上……周围的居民说，能重新看到这种
珍稀鸟儿，得益于当地红树林重现生机。

红树林被誉为“海岸卫士”，但在人类活
动的影响下，全世界红树林的面积正以年均
1%的速度减少。通过持续加强保护和修复，
中国现有红树林地面积 2.71 万公顷，是世界
上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少数国家之一。

作为本届大会的议程之一，大会将积极
争取中外各方支持，推动在中国建立国际红
树林中心，作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国际合作的
重要基地和科研平台。

“中国的湿地保护成就在全世界有目共
睹，正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方案。”国家湿地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重庆
大学教授袁兴中说。

2018年，中国起草的《小微湿地的保护和
管理决议草案》在《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
方大会上顺利通过。这是我国加入《湿地公
约》后，首次向《湿地公约》提交决议草案并顺
利通过。小微湿地独特的生态功能，得到国
际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和认同。

这是中国湿地保护的成果，更是对全球
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作出的积极贡献：

——共享经验，承办发展中国家湿地保
护援外培训，与 20 多个国家的 150 多名湿地
管理者分享中国湿地保护修复先进技术和成
功模式。

——共谋合作，配合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成功实施外交部“澜沧江-湄公河专项基
金”湿地项目，广泛开展双多边湿地合作与交
流。

——共促和谐，启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全球环境基金“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中
国候鸟保护网络建设”项目，对约 30 万公顷
国际重要湿地加强管理。

凝聚共识，汇聚力量。本届大会将以制
定公约第五期战略规划为契机，推动审议通
过《2025后全球湿地保护发展战略框架》，推
进湿地保护全球行动。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丹顶鹤在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由翱翔（6月15
日摄）。

一群麋鹿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动（2021年5月17日摄，无人机照片）。

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在湖北省宜昌市江边，，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长江江豚在水中嬉戏（（20212021 年年 55 月月
1010日摄日摄）。）。

麋鹿在湖北石首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动（2021年5
月17日摄）。

武汉东湖一景武汉东湖一景（（1010月月1919日摄日摄）。）。

20202020年年88月月2222日拍摄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日拍摄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