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东营营重重大大市市政政工工程程为为鸟鸟儿儿让让路路
生态优先，让“湿地之城”天更蓝水更清

本报记者 崔立慧 段学虎
通讯员 孙瑞

漠漠水田飞白鹭

沿东二路慢行，一块并
不醒目的白色木牌出现，看
起来相当低调。这是国家环
境保护部生物多样性示范
(鸟类 )监测点的标识牌。前
行百余米，鹭类栖息地被铁
网小心地保护起来，大门紧
闭。

9月中下旬，六干苗圃
内依然生机勃勃，只见苗木
郁郁葱葱。已经过了鹭类的
繁殖季节，栖息在树顶的鹭
并不多。白鹭极为警觉，发
觉有人靠近，忽闪着翅膀飞
走了。林下是自然形成的草
地，草丛里偶尔还能发现一
颗鹭蛋的壳，青白色，鸽子
蛋大小。同时在树林里，来
自东营市一中的学生观鸟
爱好者正在用望远镜进行
观察。

今年6月份，这片白鹭园
才开始被人们知晓，听说北
郊六干苗圃一带生活着数千
只鹭，而白鹭园湿地差点因
为道路规划被迫消失，记者
慕名而来。当时，正值傍晚，
倦鸟归巢。沿苗圃南侧河边
有条土路，仅一米余宽，前行
百余米，便可见鹭类一只只
从头顶飞过。穿出树丛，越过
河面，在河对岸的水塘上方
逡巡一圈，颇有漠漠水田飞
白鹭的情致意境。

据工作人员介绍，繁殖
季节，这片苗圃能够聚集两
千多只鹭类。“繁殖季的时
候，为了哺育雏鸟，大鸟特
别忙乎，有时候抓来的小鱼
虾雏鸟没有接住，就从树上
掉下来。掉得地上到处都
是，整个林子里的空气都腥
乎乎的。”“有的鹭喜欢吃小
龙虾，吃完后掉在地上的龙
虾壳干干净净。”聊起繁殖
季的“盛况”，观鸟协会的几
名会员显得相当兴奋。

其实，紧贴着苗圃北
侧，大型机械的轰鸣声提醒
着人们，几十米远外，就是
一片正在施工的场地，也就
是东营市的德州路东延项
目。

5000万尽显良苦用心

时间退回到5年前，2012
年冬，东营市政府规划实施

“金湖银河生态工程”。在此
工程中，德州路东延项目穿
过这片苗圃，如道路扩延后
将使鹭类繁殖区破坏殆尽。
由于制定工程规划时在冬
季，工程设计人员对此区域
鸟类繁殖情况并不熟悉。至
2013年4月20日，工程施工人
员在现场准备清除苗圃时，
东营市园林局科研所副所长
郝木征 (东营市观鸟协会会
员 )发现问题及时向东营市
观鸟协会寻求帮助。

东营市观鸟协会会长郭
建三立即向有关部门多次交
涉，讲明此区域的重要性。东
营市观鸟协会通过东营市政
协民情信息向市委市政府递
交了《关于保护六干苗圃白
鹭繁殖地，调整金湖银河工
程施工规划的请求》。

此信息引起东营市领
导决策层的高度重视。随
后，东营市政府提出“要确
保鸟类栖息地得到有效保
护”的要求，并将此处命名
为“白鹭园湿地”，责成负责
此苗圃管理的东营市园林
局就如何保护好这片鹭类
繁殖地做好整体规划，打造
生态文明教育基地。

至此，鹭类繁殖地得以
完整保存。据悉，因规划调
整，项目增加投资5000多万
元。规划调整后，正在施工的
德州路东延工程从西向东一
路笔直，而到了白鹭园西侧
开始向北倾斜，画了一个弧
绕过了白鹭园。不远处的白
鹭，依然在树林间飞翔嬉戏。

“向北多绕了200多米，投资
增加5000万元。”东营市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

“东营市的这个举动，
让我们感到很欣慰、很自
豪，从这个举动，能看到东
营市在环境保护、生态修复
中的决心。”东营市观鸟协
会相关人士认为，“我们市
内有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候鸟、鸟类资源
是我们东营的名片，我们有
责任来保护这片祖先留给
我们的财富，从内心里为东

营市的决定点赞！”
白鹭园是东营众多鸟类

观测点之一，也是一处距离
城市最近的鸟类栖息地，险
些因为城市建设而消失于挖
掘机的铁爪之下。在众多观
测点中，郭建三对它最为看
重。每个周末，东营市观鸟协
会都会组织志愿者到各个观
测点记录候鸟动态，12年来
风雨无阻，郭建三十分享受
这种生活，也格外珍惜。

野生鸟类在城区安家

与政府行为同步的是民
间的支持。紧挨着白鹭园的
孙家村，是白鹭园内鸟类的
主要觅食地。现在该村打算
把村子的耕地改成生态农业
示范区。孙家村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该村1800亩土地种植
水稻和莲藕等高收益作物，
同时为鹭鸟提供一个觅食的
地方。而东营市则计划在该
片区规划130平方公里的白
鹭湿地。

根据愿景，白鹭湿地将
坚持以白鹭为媒介，以湿地
为平台，强化水系统规划，充
分发挥湿地、水系、林地、农
地的主体作用，突出生态功
能，凸显地方特色，通过开展
科普、旅游、休闲、观赏，对湿
地有序利用。提到长远规
划，东营市观鸟协会成员、东
营胜利四中教师杜军也是信
心满满，他在一次考察中了
解到，东营某地白鹭繁殖地
附近稻田打出“白鹭稻米”
的生态招牌，效益很好，“我
希望能将这种模式复制到
东营，相关的农业专家也比
较支持。”杜军说，作为一名
环保人士，他希望能看到环
境与经济效益相得益彰的
结果。

其实白鹭园只是东营市
城市里鸟类天堂的一个缩
影，刚刚建成几年时间的园
博园，目前能看到野生天鹅
等十几种珍稀鸟类。每到深
秋的傍晚，东营市城区内成
群的灰椋鸟仿佛一朵朵流动
的云彩……美景背后，是东
营人的环保爱心，仅东营市
观鸟协会的记录，近年来东
营市民救助鸟类案例就超过
60起。

“孩子们在这些地方能
近距离观察到珍稀鸟类的繁
衍生息、捕食营巢等过程。在
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爱上了
鸟类，并自觉保护鸟类，这对
环境保护是非常有好处的。”
杜军告诉记者，“这片苗圃没
有被毁坏，越来越多的人通
过这里了解了知识，没有几
个城市能在城区周边看到这
么多的野生珍稀鸟类，作为
一名东营人，我很为这片白
鹭园感到自豪。”

湿地之城的大方略

在位于东营市的山东黄
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则是另一番场景。一些非
法的人工设施被拆除，一些
原本产生过生态影响的湿地
滩涂，正在工作人员科研攻
关下，重新长起赤碱蓬，一群
群 黑 嘴 鸥 在 这 里 繁 衍 生
息……一派生机勃勃，这就
是东营市在生态环境方面的
另外一个大手笔——— 自然保
护区湿地生态修复。

“东营市是我国为数不
多的面积一直在增长的城
市，我们的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也是目前我国
沿海湿地保护区中，保护措
施、生态修复措施最到位者
之一。”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相关负责人自
豪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该保护区总面
积15 . 3万公顷，是中国暖温带
最年轻、最广阔、保存最完
整、面积最大的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区，是东北亚内陆和
环西太平洋鸟类迁徙路线上
重要的中转站、栖息地和繁
殖地。从2006年开始，自然保
护区相继开展了湿地恢复工
程、栖息地改善、鸟岛建设，
为黑嘴鸥提供了稳定的繁殖
栖息环境，使其繁殖种群数
量逐年增加。随着修复工作
的顺利推进，东营成功引来
世界珍稀鸟类——— 黑嘴鸥。
目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黑嘴鸥种群数量
从过去的800余只上升到现
在的5330只，占世界黑嘴鸥总
数的三分之一还多，种群数
量9年时间增了近6倍。

2016年，东营市被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
黑嘴鸥之乡”荣誉称号，这是
东营市自2010年获得“中国东
方白鹳之乡”后获得的第二
块鸟类“国”字招牌。保护和
修复双管齐下，使得东营的
湿地率高达四成，湿地植被
得到恢复，生物多样性明显
增加，东营市鸟类种类已从
建市初的265种增加到现在
的373种，约占全国鸟类种数
的21%，每年迁徙鸟类达600
多万只。

一组数据显示，随着“三
年增绿”计划的实施，东营共
修复保护湿地10万余亩，湿
地保护面积达到255万亩。截
至目前，东营各类湿地面积
828 . 15万亩，有近海及海岸湿
地、湖泊湿地、河流湿地、沼
泽湿地和人工湿地等5类14
型。像白鹭湿地一样的人工
湿地，东营也已达174万亩。

重大工程为几种鸟让路，这似乎是电影里才会出来的桥段。但是在东营，就发生了这么一幕。如果不是被德州路东延项项目横穿，恐怕
鲜有人知道，东营市北郊六干苗圃一带栖息着白鹭、池鹭、夜鹭和牛背鹭等鹭类数千只。幸运的是，通过东营市观鸟协协会等多部门协调，
原施工规划有所调整，这一片珍贵的鹭类栖息地得以完整保存。为了保护这片鸟的天堂，市政规划为生态让路，东营市市政府因规划调整
增加投资5000多万，而这5000多万换来的，绝不仅仅是王维笔下“漠漠水田飞白鹭”的奇异景观。

东营黄河入海口是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大河入海口生态系统。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东东营营城城市市风风光光 杨杨斌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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