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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青岛暂时不会

实行汽车限购

本报济南7月13日讯(记
者 林媛媛) 近日，来自中
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统计
和消息称，包括青岛在内的8

个城市都存在实施限购政策
的可能。12日，记者从青岛市
交通委了解到，青岛暂时没
有汽车限购的计划。

10日，中国汽车工业协
会(中汽协)发布2013年上半
年的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产
量1075 . 17万辆，销量1078 . 2万
辆，同比增长均超过10%。中
汽协指出，汽车限购政策与
国家扩大消费、稳定发展的
总体目标不符，剥夺了广大
百姓购买私家车的平等消费
权，严重影响汽车产业发展；
并且，限购政策对于交通拥
堵的治理作用非常有限，也
无益于节能减排。

中汽协同时分析表示，
天津、深圳、杭州、成都、石
家庄、重庆、青岛、武汉等8

个城市都存在实施限购政
策的可能。

县域农业贷款

明年底全覆盖

据新华社济南7月13日
电 为加大对现代农业发
展支持力度，人民银行济南
分行等部门近日联合下文
提出，每年涉农贷款增量要
高于上年，增速高于全部贷
款增速，力争到2014年末县
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办农
业贷款覆盖面达到100%。

记者了解到，随着设施
农业的发展及土地流转的
加速，农业对资金的“渴求”
日益增强。“一个大棚需要
十多万元，我投资四个大棚
就需要约50万元的资金。”
山东寿光稻田镇西稻田村
菜农李爱荣去年从银行贷
款20万元，目前大棚里的蔬
菜长势良好，增收在望。

“生态杀手”鳄龟频现黄河下游
外来水生生物比例增加，牛蛙成最危险入侵物种之一

据新华社济南7月13日电 记
者日前从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淡
水水产研究所获悉，黄河下游及
河口区域外来水生生物在一些河
段渔获物中占有较大比例，被称
作水域“生态杀手”的鳄龟已频繁
出现在黄河下游河段。

根据农业部2013年公益性农业
科研专项渔业项目“黄河及其河口
渔业资源评价和增殖养护技术研究
与示范”实施方案，山东省淡水水产
研究所资源与环境室在黄河山东段

布设了7个站位。近日公布的调查结
果显示，外来杂交鲤、镜鲤、锦鲫、杂
交鲟、革胡子鲶已定居黄河下游河
道，外来巴西龟、克氏原螯虾、牛蛙
在山东菏泽鄄城县至聊城东阿县河
段渔获物中占有较大比例，外来鳄
龟等频繁出现在淄博高青县至东营
垦利县这一河段。

在这些外来水生生物中，牛
蛙和巴西龟是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公布的100种最危险入侵物种。淡
水水产研究专家指出，一旦危险

物种形成自然种群，将给黄河水
生生态系统造成难以估算的损
失。不过，由“外来物种”演变成

“入侵物种”可能是一个相当漫长
的过程。一般认为外来生物的入
侵过程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包括外来种的引入、定居和建立
种群，第二阶段才涉及外来种的
扩散和暴发。

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在分
析这些危险物种来源时指出，近
年来，大多数社会放生行为选择

巴西龟、克氏原螯虾等外来物种，
进一步加重了生态环境本已十分
脆弱、土著鱼类极度濒危的黄河
水生生态系统的风险。

山东省淡水水产研究所提醒，
根据农业部渔业局发布的《水生生
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在黄河干流
公共水域禁止放流外来物种，以免
对黄河下游水域生态系统造成生态
灾害；放流品种和放流水域都必须
经过严格的科学调查和论证，必须
经过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水多了、鸟欢了，但生态系统仍面临威胁

过度捕捞成黄河口保护难题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任小杰

黄河三角洲，这片共和

国最年轻的土地，也是我国

暖温带最广阔、最完整的湿

地，海陆交汇，鱼鸟共生。近

年来，这片美丽的河口湿地

却面临着被蚕食和过度捕捞

的威胁。

今年6月，“中国典型河

口生物多样性保护修复和保

护区网络化建设示范项目”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黄河口

和珠江口成为两个示范性实

施地点。该项目准备用5年时

间改善黄河口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现状。如今的

黄河口陆上海下是怎样的一

番景象？生态系统保护状况

又是如何？记者就此进行实

地调查。

21年增102种鸟，湿地里鸟儿欢叫

7月9日，中国典型河口生物
多样性保护修复和保护区网络
化示范项目(简称河口项目)黄
河口示范区地方指导委员会第
一次工作会议在东营举行，标志
着河口项目在东营市进入全面
实施阶段，实施的总体目标是改
善黄河口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
保护现状。该项目由全球环境基
金资助、联合国粮农组织执行，
由国家海洋局具体实施。

6月28日，记者驱车来到黄
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进
保护区，便感受到了迎面吹来
的风夹杂的湿意。道路两侧的
芦苇荡高而茂密，随风摇曳，一
望无际，远远望去像一幅深邃
的油画。天空中不时掠过飞鸟，
姿态舒展而优美。路上偶尔会
跑过一只步履笨拙的野鸡。再

往里走，水网纵横，大块的水面
在阳光下闪着金光，芦苇和浮
游植物生长其间，鱼儿倏然来
往，偶尔会有一尾“哗”地跃出
水面。从高处远眺，河口、森林、
湿地、草甸、芦苇、水域交织，苍
茫无际，形成了美丽独特的自
然景观。

保护区总面积达15 . 3万公
顷，设有管理局专门负责，下设
三个管理站，以保护黄河口新
生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鸟
类。记者从东营市观鸟协会获
悉，保护区内目前共有野生动
植物1935种，其中鸟类367种，
比1992年的265种增加了102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
类有丹顶鹤、白鹤、东方白鹳等
12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多达
49种。

最大的问题是过度捕捞

除了黄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东营5个海洋保护区也是国家
典型河口项目实施地点，分别是
河口区浅海贝类生态、利津底栖
鱼类生态、黄河口生态、莱州湾蛏
类生态和广饶沙蚕生态国家级海
洋特别保护区，均隶属于东营市
海洋与渔业局管理。除黄河口海
洋保护区以整个生态系统为主要
保护对象，其余四个均以特定的
底栖生物为主要保护对象。

目前五大海洋保护区水质基
本为二类水质，距离一类水质要
求仍有一定差距。东营市海洋与
渔业局海域管理与海洋利用科副
科长刘沛告诉记者，目前五个海
洋特别保护区水质尚可，通过项
目限批也能防止海上经济开发破

坏保护区自然属性，最大的问题
是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衰退，
恢复的速度赶不上捕捞的速度。

“渔民把渔网撒到海里，经常
得拖上一个小时才能捞出点东
西。”渔民胡胜海也向记者证实，
今年的捕捞量跟去年比明显下
降，“有时候出海好几天也碰不到
鱼群，出海的船多数都要靠政府
柴油资金补贴才能维持运转。”

由于过度捕捞和海洋污染加
剧，保护区海洋生态系统完整的
生物链受到破坏，生物量和生物
多样性均在降低。

“光靠管是管不过来的，海那
么大，不可能时刻巡航，只有让渔
民、让公众真正认识到保护海洋
资源的重要性才行。”刘沛说。

黄河调水调沙，湿地生态迎春天

东营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管理委员会科研处副处长单凯
告诉记者，自1953年开始黄河
四次改道，再加上1972年至90
年代之间22年出现断流，湿地
生态环境一度恶化，直到2002
年黄河调水调沙，湿地生态环
境才迎来春天。

2002年，黄河首次实施调
水调沙试验，借助在黄河调水
调沙期间水量充足的有利条

件，在现行黄河流路南岸的大
汶流管理站内首次实施湿地恢
复工程3300公顷。截至目前，黄
河口累计修复湿地和生态补水
2 . 3万公顷。

黄河口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通
过生态补水、退耕还湿等措施，
每年保护区内修复的退化湿地
都在增加，湿地明水面积从原
来15%增到60%。 野鸭是保护区内一道靓丽风景。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在黄河口自然保护区，成片的芦苇浩浩荡荡，成了美丽的景观之一。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格相关链接

人为因素并非

湿地退化主因

湿地生态的退化，人为
因素不可回避，但这并非主
要原因。记者从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科研处
了解到，黄河口湿地退化主
要是自然原因。

湿地退化，一是黄河流
路改变。黄河是湿地淡水的
主要补给者，自新中国成立
后，黄河4次改道，使此区域
湿地失去了淡水供应而退
化。二是黄河断流及水沙不
足。自1972年黄河自然断流
以来，到90年代，先后22年
出现断流，导致生态环境恶
化。三是蒸腾作用导致湿地
严重缺水。当地降水量和蒸
发量的比值是1：3 . 3，在高
蒸发量的作用下湿地蒸发
了有限的淡水。四是海水倒
灌侵蚀。当黄河来水来沙流
量减少时，海水倒灌，海岸线
蚀退，造成土壤盐渍化。据统
计，黄河口地区退化湿地面
积达10万公顷，其中黄河口
湿地退化6 . 7万公顷，海岸
线蚀退十多公里。
本报记者 廖雯颖 任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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