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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渔渔还还湖湖，，尽尽现现原原生生态态之之美美
任城区湖口湿地，守卫湖河交融要塞

记者沿荷花池一路
前行，左侧是接天莲叶无
穷碧的映日荷花，右侧是
蜿蜒的京杭大运河，就在
轻微泥泞的小路两旁，野
生的蒲草、芦苇伸展着，
净化着运河水。再往深
处，就是湖口湿地的生态
保育区，这里不允许人们
入内，是野生鸟类的栖息
地。

孙全涛说，京杭运河
部分河水流经湿地，经过
荷花池、芦苇区、蒲草区的
层层净化后，再流入运河
或南四湖，在要塞位置很
好的净化了水质。生态净
化是净化水质最高效的方
式，通过蒲草、芦苇这些净
水植物根系的吸收，用自
然处理的办法，改善京杭
运河中的水质，净化南水
北调的东线水质，保障一
泓清水顺利北上。

除生态效益，占地
5000多亩的湖口湿地还有
一定的经济效益。湖口湿
地投资有限公司宋军介绍
说，通过公司化管理，在合
理利用区，种植果树区，观
塘花卉区。等项目建成后，
会是集游乐、休闲，采摘，
垂钓于一体的原生态湿
地，让市民深入感受湿地
的神秘，触摸自然生态的
气息。

孙全涛介绍，湖口
湿地还专门建设市民义务
植树基地，让全民参与进
来，共建生态家园。目前，
任城区湿地总面积达到
10 . 75万亩，为加强湿地
保护管理工作，相继建设
了北伍、大周两处基层管
理站点，配备了2艘巡逻快
艇，配置专人和车辆、船只
成立了巡查队，加强对湿
地资源的管护。

前不久，记者来到这片湿地，
由于刚下过雨，路面还有轻微泥
泞，荷叶上沾着露珠，鹭鸟低飞，野
生的大丽菊在路两旁自由的生长，
宛若无人之境，一片原生态之美尽
现。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围湖形
成的滩涂地。”说起修复这一带湿
地，见证演变全程的济宁市任城区
湿地建设保护管理所所长孙全涛很

感慨。他告诉记者，由于湖水较浅，
这一带曾被农户围垦造田、造塘。

频繁的农业生产活动，化肥、
农药等进入湖水。养殖鱼鸭，气味
难闻，饵料、粪便也流入湖水中，如
此之下，京杭运河入湖口要塞之地
的水质被严重污染，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南水北调东线水质以及生态
环境。孙全涛说，意识到这一问题
后，任城区成立专门的湿地保护指

挥部以及湿地保护管理所。通过土
地流转等方式，将入湖口一带的土
地收回，进行湿地的修复。

退渔还湖，种植1000多亩荷
花、香蒲、芦苇等十几种水生植物，
3万多颗杨树、柳树等十余种树
木……两年时间，逐渐地，野生水
鸟多了起来，野生水生、陆生植物
也生长起来，湖口湿地被评为省级
湿地公园。

在南四湖最北
端，京杭运河入湖口
处，有片荷花映日、
鹭鸟齐飞的湿地，这
就是任城区湖口湿
地。这片湿地不仅守
护着湖河交融的要
塞之地，也承担着净
化南水北调东线水
质的使命。

本报记者 高雯

多点开花，盘活湿地新资源

退渔还湖，重现原生态湿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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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恢复，湿地中自然生长起来的野生大丽菊。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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