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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多措并举推进湿地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记者 张同建
通讯员 梁兆坤

湿地是地球上具有多种功能
的独特的生态系统，它在蓄洪防
旱、调节气候、控制水土流失、降
解污染物、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
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等方面均
有重要作用。同时，它还拥有丰富
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众多野生
动植物的繁殖和越冬栖息地。

聊城市湿地主要是河流、湖
泊、水库、坑塘等类型，建有聊城
东昌湖、东阿洛神湖、茌平金牛湖
等3个国家湿地公园和聊城小湄
河、阳谷森泉2个省级湿地公园。
聊城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
间，九三学社聊城市委员会提交

《关于聊城市湿地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建议》。

提案建议，加快湿地编制规
划。聊城市应依据全国性文件加
快制定聊城市湿地保护专项规
划。积极争取上级资金，在黄河、
徒骇河、马颊河、京杭运河及矿柱
林场等，根据不同湿地斑块自然
环境，建立不同等级的湿地公园
或湿地管理区。

推进湿地保护立法，进行精
细化管控。尽快出台湿地保护法
规，明确职责权限，管理程序和行
为准则，实现湿地保护有法可依，
从法制上杜绝对湿地的人为破
坏。

加强湿地保护科技支撑，实

施保护修复工程。根据聊城市湿
地生态特点，结合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全力争取上级相
关科研项目，加强湿地保护科技
支撑，助力湿地保护和修复。

合理利用湿地景观资源，发
展湿地生态旅游。保护和恢复湿
地生态环境、科学开发生态风景
旅游资源，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
利用一般湿地。实现人类社会与
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

加强宣传，提高公众湿地保
护意识。在“世界湿地日”“爱鸟
周”“世界环境日”等重大节日，采
取布置展台、微信公众号、新闻媒
体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湿地保
护法》及保护湿地的重要意义，进
一步提高全民的湿地保护意识，
使湿地保护成为全社会自觉的行
为。

今年8月，聊城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答复，近年来，聊城市坚定
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立足部门职
能，积极落实湿地保护管理政策，
扎实推进湿地保护工作。

建立健全湿地保护制度。
2020年，起草并联合市发改委、市
住建局、市水利局、市生态环境局
等部门发布《聊城市重点保护湿
地名录》(第一批)，将3个国家湿
地公园湿地纳入聊城市第一批重
点保护湿地名录。2021年，联合市
住建局、市城管局、市水利局等部
门制定《聊城市重要湿地和一般
湿地认定与管理工作办法》，完善
湿地分级管理体系，规范湿地保
护管理。

突出抓好湿地公园建设。聊
城市重点推进各级湿地公园建设
和试点验收工作，2013年、2017年

聊城小湄河、阳谷森泉省级湿地
公园分别获得省厅批准；2017年、
2019年、2020年东阿洛神湖、茌平
金牛湖、聊城东昌湖国家湿地公
园分别通过国家级验收。为进一
步规范湿地公园管理，开展了湿
地公园勘界立标工作，目前5处省
级以上湿地公园全部完成了界碑
界标设立工作。

实施严格监管措施。按照国
家有关要求，合理划定纳入生态
保护红线的湿地范围，实行严格
管控。2021年、2022年连续两年通
过国家林草局和省自然资源厅空
天地卫片执法检查，对湿地公园
进行全方位监督。不定期到各湿
地公园开展湿地保护督导检查，
及时发现、制止非法破坏湿地资
源的行为。对于无法避让确需占
用省级以上湿地公园的铁路、能
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工
程，严格按要求办理相关手续。

强化湿地保护与修复。近年
来，积极争取中央和省级湿地保
护恢复资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修复资金等1000余万元，支持
省级以上湿地公园建设提升，通
过水生植物栽植、植被恢复、野生
动物栖息地营造、自然岸线构建、
生态补水等措施，改善湿地生态
系统，增强湿地生态功能，丰富生
物多样性。据调查，全市有记录的
植物有68科234种，野生动物有
295种，以鸟类为例，物种总数从
上世纪80年代有记录的15目36科
77种增加到目前的18目55科225
种。

加强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
为有效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组织
开展了“清风行动”，对鸟类集中
分布区、取食区等重点区域开展

野外监测巡护，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2022年，全
市共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73
人，收缴野生动物1694只，收缴野
生动物制品2312件、非法猎具107
个；全市7家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站
救治野生动物627只。

增强湿地生态产品的生产能
力。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特点和湿
地文化内涵，以湿地公园为依托
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态产品的迫切
需求，开展湿地科普讲堂，向中小
学生乃至公众输出生态保护经验
以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
然理念。以东昌湖国家湿地公园
为例，自2015年创建以来，开展了
湿地科普、健步走、赤脚半程马拉
松赛等一系列活动，挂牌成立了
全市青少年湿地文化科普宣教基
地，组织中小学生参观、考察湿地
21次，接受湿地科普宣教中小学
生5万余人次。

强化湿地保护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世界湿地日”“爱鸟周”等
时间节点，通过电视台、电台、报
纸、网络等多种形式积极开展宣
传活动，普及湿地科学知识、湿地
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弘扬湿地
文化，增强广大市民群众湿地保
护意识，形成全社会关爱湿地、珍
惜湿地的良好氛围。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还表
示，下一步，将继续加强湿地保护
工作，认真贯彻落实《湿地保护
法》，在市国土空间规划和省湿地
保护规划出台后及时编制聊城市
湿地保护规划；加快推进聊城市
湿地保护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为
湿地保护提供法律依据；积极争
取上级资金，推进重点区域湿地
保护与修复；合理利用湿地资源，
发展湿地生态旅游，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加大宣传力度，提高
公众湿地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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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陶春燕

8月22日，聊城市人民政府新
闻办召开“加快建设农业强市”系
列新闻发布会，东昌府区农业农
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广平介绍，
东昌府区立足资源禀赋，发挥城
区优势，明确以打造城郊型乡村
振兴样板为定位，突出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项重点工
作。在发展规划上，制定了“一轴、
三带、四组团”的片区布局，确定
了“一年有突破，两年树形象，三
年大提升”的工作目标。

一轴，即以聊冠路为轴，包括
堂邑、道口铺的26个村庄在内，以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抓手，推
进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
务共建共享，农文旅深度融合。通
过深挖葫芦雕刻、木版年画等非
遗资源，孔繁森故居等红色文化
资源以及西湾湿地生态资源，开
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文旅研学项
目，打造宜居休闲、充满活力的城

郊型魅力新农村，在城郊型乡村
振兴上率先实现突破。今年已投
资1600余万元对该示范区沿线路
域环境进行了提升，投资3000万元
的衔接推进区正在顺利推进。

三带，即中期目标，计划3年
内打造沿西新河、三干渠、马颊河
示范带。突出东昌府区运河文化、
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特色，以河道
治理及沿河道路、景观建设为抓
手，完善各类设施配套，发展生态
循环农业，结合国家文化公园和
文化体验廊道建设，打造沿西新
河的文化长廊，沿三干渠的景观
长廊，以及沿马颊河的生态长廊，
沿河创建一批水韵风情村庄、红
色文化特色村庄、乡村旅游重点
村庄。通过三条长廊，将目前各镇
街正在创建的区级示范片区，以
及下一步计划创建的多个乡村振
兴组团连成一体。

四组团，即远期目标，计划5
年内按照市级标准，打造南部优
质蔬菜和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组

团，北部生态观光农业组团，西部
工业小镇组团和东部古漯河都市
休闲组团。

南部组团以沙镇镇为中心。
通过开展数字赋能行动，对现有
大棚进行智能物联网“云棚”改
造，实现智能化管理+线上销售+
全程可追溯，促进传统蔬菜产业
升级换代。借助青兰高速、德上高
速、聊莘路、大外环穿境而过的交
通优势，引入现代物流体系；依托
正在建设的现代物流园和农产品
综合批发市场，做强蔬菜产业和
农副产品加工产业，打造集种植、
加工、销售、生态于一体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

北部组团主要分布在马颊河
及古运河沿岸。通过开展“小田变
大田”改革，在稳定粮食产能基础
上，以“田地艺术”手法，实现田园
景观艺术化。以土闸、梁闸等遗址
为载体，沿两岸打造自然风光优
美的运河生态廊道。注重乡村特
色，保留乡土味道，打造集休闲自

驾、健身骑行、农家体验、生态观
光于一体，具有鲁西特色的农耕
体验示范片区。

西部组团以郑家镇驻地为中
心，整合现有轴承保持器、汽车零
部件制造两大主导产业，构建轴
承保持器创新小镇，促进轴承保
持器、汽车零配件向智能制造、高
端装备核心零部件转型。根据工
业小镇人口向第二产业转移的特
点，开展全域土地托管，通过全域
土地整治，建成“田成方、水相连、
林成网、路相通”的景观生态场

景，村落点缀在田园中，打造“村
在田中、田在村中”的和谐场景。

东部组团主要包括韩集镇古
漯河流域，及韩集、广平两镇沿
105省道两侧的23个村庄。计划以
“生态、自然”为主题，打造集生态
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
的湿地公园。目前引进的古漯
河—鹿小森项目，已正式签约，即
将开工建设无动力乐园、萌宠乐
园、露营基地、水上乐园、冰雪世
界等旅游项目，全力打造全龄化
田园科普、游乐、露营综合体。

东昌府区制定“一轴、三带、四组团”片区布局

5年内打造“东西南北”特色乡村振兴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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