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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30万元“赎回”湿地

东平县东平街道西辛庄北面是
一片曾被认为“无用”的涝洼地。十
年前，当地有人“抬
田”，在堆出的地面上
栽植白蜡树，长大后卖
蜡木。当地政府为保护
湿地，花30万元“赎回”
土地，逐渐将其建成今
天的城市湿地保护区。

7月13日，本报记者
来到这里，立刻被眼前
的美景所吸引。只见在
一片长方形的池塘旁，
种植着白蜡林。林池之
间，数以千计的各种鹭
鸟展翅翱翔，鸟鸣声此
起彼伏。湿地中植被茂
密,形成层层叠叠的“绿屏”效果。

记者在东平县林业局科教站王
兴泉站长带领下，穿过芦苇荡中一条
小道进入该湿地。抬头看到树上藏着

不计其数的鸟巢。湿地植物生机勃
勃，近两年，池边还冒出一种叫“香
蒲”的植物，长梗上结棒子，嫩时能
吃，秋天变成飞絮漫天飞舞。

湖边有一条1尺长的鲤鱼，刚
死去不久。据介绍，
这条鱼是被一种叫

“鱼等”的鸟类用长
喙啄死的，因为吞不
下丢在这里。池边随
处 可 见 螺 、浮 游 生
物，水中还有成群的
鲶鱼，可见池中生物
十分丰富。

东平街道办事
处林业站站长卜文
渊说：“湿地给当地
带来美好的环境，清
新的空气，老百姓也
渐渐看到了湿地带

来的好处。一些群众主动当起了
湿地巡逻队员，一旦有人打鸟或
盗割芦苇、砍树，不出数分钟，我
就能接到举报电话。”

保护区现珍贵丹顶鹤

目前西辛庄鹭鸟群已有白鹭、
苍鹭、池鹭、草鹭等种类，它们在西
辛庄湿地栖息繁衍。2000年前，西辛
庄当地只有少量苍鹭、草鹭，随着涝
洼地变身湿地保护区，鸟类日益丰
富，2007年后，其数量、种群急剧增
加，原来不曾见的白鹭多了起来，成
为鹭鸟的主要品种。一片区域鹭鸟
数量能达两三千只以上。

2010年，王兴泉在距西辛庄不
远的毛庄发现几百只鹭鸟，根据经
验他判断，这是从西辛庄鹭鸟群分
出的；2012年5月，在做森林资源清
查时，他又在西辛庄西面的北户庄
发现几十只鹭鸟，推测其刚从西辛
庄鹭鸟群迁去不久；7月19日，王兴
泉又看到十几只鹭鸟分家出来，在
村西一片林地开始新生活。

不仅如此，保护区内一些珍
稀鸟类也开始现身。2005年，几只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天鹅出现在

西辛庄湿地保护区北面。此后逐
年增多，至今已经达到60多只。它
们每年11月初准时迁来，次年3月
底迁走，在此越冬。东平濒临黄河
的湿地还出现了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丹顶鹤。此外，还有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灰鹤。

养鱼不逮，保护好生态链

随着湿地培育，当地群众生态
意识明显提高，自觉看护湿地。尽管
池塘中鱼数量很多，但却“养鱼不
逮”。如果树林中发现病虫害，飞机
在撒药时，也会为了保护生态链留
下这片湿地。

山东省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
站耿德江认为，这几块湿地面积不
大，适合建立湿地保护小区，以保护
珍稀动植物。如搭建观鸟台、隐蔽的
观鸟屋等，可以在不打扰它们的前
提下，亲近湿地生物。另外，还有必
要设立警示标识，减少群众私入对
湿地种群的打扰。

本报济南7月2 3日讯 (记
者 马绍栋 ) 23日上午，由
本报联合省林业局、共青团
山东省委共同主办的“2012湿
地志愿者行动”在济南启动。
由来自山东农业大学、山东
师范大学的 6名湿地保护志
愿者和野生动植物保护专家
组 成 的 考 察 队 将 从 济 南 出
发，考察小清河沿线各主要
湿地，采访调查我省湿地保
护的现状和经验，宣传湿地
保护知识。

在本次湿地志愿行活动
中，志愿者将发挥专业特长，
从小清河至入海口，沿途考
察小清河济南段、章丘白云
湖、桓台马踏湖、博兴麻大
湖、寿光滨海等湿地公园以
及东营支脉河、小清河口等
河流湿地。行动结束后，将向
有关部门提交湿地保护调研
报告。

“2012山东湿地

志愿者行动”启动
六名志愿者奔赴

小清河沿线调研

东平湖湿地公园植被茂密，空气清新

涝洼地变身鹭鸟天堂
文/片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7月13日，记者

在泰安东平县一

带湿地采访发现，

十年中，湿地生态

持续好转，原来的

涝洼地如今被建

成东平湖湿地公

园，成为各种野生

动植物的天堂。

东平湖湿地随处可见成群的鹭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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