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林业厅副厅长刘建
武表示，为了鼓励社会力量
加入保护湿地行列，他们计
划成立湿地保护协会，除林
业系统人员外，欢迎其他行
业人士以及民间人士参与。

尽管记者亲身探访的
十几块湿地均处于良好的
保护之中，但就局部而言，
也有湿地面临围垦、淤积、
污染、过度利用等状况。湿
地保护涉及多部门、多领
域，对湿地的保护也应该汇
集各方力量，打破行政壁
垒。

由于湿地保护法规尚
未出台，湿地保护者面临无
法可依的尴尬处境，只能参
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
为保护我省湿地，目前省里
已完成《山东省湿地修复和
保护办法》的调研起草工作
并提交有关部门，该办法年
内有望出台。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历时月余

走访14湿地

湿地保护办法

年内有望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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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由省林业局、共青团山
东省委、省旅游局、本报等
单位主办的“2012山东省湿
地年”之“千里走湿地”活动
于7月中旬正式启动。本报
记者及野生动植物保护专
家完成第一线路行走，深入
滕州滨湖、山亭月亮湾、济
宁微山湖湿地公园和泰安
东平湖自然保护区等共7市
1 4处湿地，采访湿地的形
成、湿地的生态净化作用、
湿地的保护与开发和湿地
里鲜为人知的故事，揭开湿
地的神秘面纱。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我
省湿地不光资源丰富、类型
众多，而且具有科研科普、生
产环保、休闲旅游等多方面
的功能，其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正在逐渐显现。
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环境在变好，生态在恢复，市民有了好去处

城市正享受湿地馈赠
文/本报记者 乔显佳 马绍栋 片/本报记者 左庆

▲当地居民在潍坊白浪河湿地垂钓。

有心的居民注意到，近年我省城乡悄悄地“冒”出一

大批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随之而来的是，眼前的鸟类、

鱼类等较以前变得丰富起来。

7月中旬起，省林业局、团省委、省旅游局、本报等4家

单位联袂组织“千里走湿地”活动，本报记者目睹了各具

特色的湿地秘境美景。湿地除了具有可开发为旅游资源

的潜质外，其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更不可小觑。

湿地华丽

“转身”成景区
7月下旬，淄博市桓台县

马踏湖划船工老徐向记者侃起
湿地颇为感慨。随着马踏湖国
家湿地公园获批，当地规划建
设了起凤、华沟、鱼龙、夏庄等
4个新型社区，以往多年一成
不变的农村，正逐渐变身生态
宜居旅游城镇。原来的村民老
徐，如今成为湿地公园的职工。

在微山湖微山岛，传统的
“打荷叶”活动已被叫停，满湖
的荷叶光看不采，荷塘面积逐
渐扩大。在枣庄，滕州“红荷湿
地”跻身当地知名景区，年门
票收入达 3000 余万元，正在
打造的国家级湿地公园，“湿
地游”前景广阔。

与政府直接投资湿地建
设不同，枣庄月亮湾国家湿地
公园建设采用的是民营经济
的“活水”。目前，招商企业天
津鲁华环境艺术工程公司累
计投资已超过1亿元，在此建
立了综合服务区、花卉基地、
生态园区等，还投资兴建橡胶
坝、湿地温室智能大棚等配套
设施。

目前，我省已建立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区 1 7 处，总面积
62万公顷，占全省湿地面积的
35%。建立湿地公园 61处，其
中国家湿地公园14处、省级37
处；建立湿地示范区2处，基本
构建了适合区域特点的湿地保
护总体框架。

首次安排

湿地修复资金
“原来这里就是一条河，堆

满生活垃圾，臭气熏天。现在你
瞧，建得多漂亮！”7月27日上午，
潍坊市民齐宇亮自豪地对记者
说，说这话时他正惬意地在水草
丰美的白浪河边垂钓。

记者在白浪河湿地公园看
到，湿地上面修了木栈道、滨水观
景平台等休憩设施，种下大片大
片的本地苗木，使得河边一片葱
茏景象。

潍坊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冯启波告诉本报记者，该
市打造湿地公园一个突出特点
就是从高处着眼，把白浪河湿地
公园建设纳入全市整体发展规
划，立意超前。规划建设后的湿
地公园，生态逐渐丰富，植物生
长，几十年内湿地将持续增值。

随着投资环境的改良，白浪河
周边土地价值持续增值，相关产业
和市民就业均受益。潍坊这种城市
全面融入湿地的思路，看似花费了
较大的人财物成本，实际上最大程
度地获取了湿地带来的生态效益，
促进了城市转型发展。

按照有关政策，我国湿地公
园建设实行先申请、批准试点，
再建设、达标，建成后申请验收
正式发证的办法。湿地公园建设
期为6年，建成后根据建设情况
或批准或取消。2012年，我省财
政首次安排了湿地生态专项修
复资金2000万元，今后有望继续
增加。

▲东营一处湿地风景宜人，动植物种类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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