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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刘为强 本报记者 李民峰

不久前，林甸县境内飞来了一群丹顶鹤、白头鹤、
白枕鹤、白鹤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罕见的百鸟争鸣现
象让人大饱眼福。

大庆地处鸟类迁徙带上，湖泊众多、草肥水美、鱼
虾丰盈，是鸟类最佳栖息地。每年途经林甸的迁徙鹤
类就有 9 种之多。众多的珍稀鸟类中，有全国仅存
3000只的大鸨，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丹顶鹤，有舞姿翩

翩的东方白鹳，更有白衣楚楚长嘴白琵鹭……
大庆的良好生态让越来越多珍稀鸟类前来驻足。

龙凤湿地的几千只鸬鹚，已形成庞大的“鸟类帝国”，它
们的栖息地，成了“鸬鹚坝”；林甸育苇场附近，上千只
白头鹤在天空飞翔，景色壮观；杜尔伯特江湾的玉米地
里，一群群白鹤珍珠般点缀田间。

日前，两只丹顶鹤静卧在林甸育苇厂芦苇荡内，一
个多小时后，丹顶鹤外出“兜风”。记者通过航拍器发
现，一个丹顶鹤窝里有两枚大大的鹤蛋！

大庆 好生态引来

三北防护林、天然
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等
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深入
推进，龙江绿色版图不断
扩大。

植被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加快建立，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在理
顺管理体制、加强生态保护
修复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果。

湿地

野生动物保护志
愿者遍布乡间山林，珍
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不
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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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2日讯（武阳 记者李晶
琳）“这是在大兴安岭地区采集发
现的流纹质熔结凝灰岩，是火山喷
发时落下来的火山灰固结成的一
种岩石，这是切面展现的形态。”22
日，哈尔滨城乡规划展览馆广场上
的矿物标本展览吸引了很多市民，
中国地质调查局哈尔滨自然资源
综合调查中心的工作人员详细地
向市民介绍着。

22日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省
自然资源厅围绕“珍爱地球 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宣传主题，精心

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当天，省
自然资源厅、哈尔滨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主办的地球日专题宣传活
动在哈尔滨城乡规划展览馆广场
举办。现场设立了宣传展板和咨
询台，发放世界地球日宣传单、宣
传折页、知识手册等，开展矿物标
本展览、宝玉石鉴定活动，20种岩
石、矿石、化石标本尤其受到关注，
引来众多市民观看、咨询。当天，
省自然资源厅等部门还共同组织
志愿者进行了徒步宣传活动。

据悉，19日至25日为自然资源

部统一开展的地球日主题宣传活
动周。在此期间，我省开展了世界
地球日宣传“进校园”“进企业”“进
乡村”活动，省地质资料档案馆组
织哈尔滨市闽江小学学生开展以
地球日为专题的书画摄影展征集
活动；省自然资源厅联合哈尔滨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共同走进相关
企业，宣传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
护生态环境的新政，并为企业破解
发展中遇到的难题；五常市自然资
源局工作人员深入乡村，宣传自然
资源法律法规。

2021年计划完成营造林100万亩
近年来新增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4种

龙江 版图在延展…………
在祖国辽阔的版图上，黑龙江省居于最东最北。
这里地肥水美。黑土层厚达30厘米，是世界上仅存的三大黑土地之一；这里水系发达，黑龙江、乌苏里江、

松花江、绥芬河等蜿蜒流过。
这里林草丰茂。国有林面积、沼泽湿地面积全国最大，自然保护区占比全国最高。
这里四季分明。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4月22日，是第52个世界地球日，在这一天，我们选择站在家乡的黑土地上“回首”。看龙江大地的人们用

汗水浇灌和培育着共同的绿色家园，为“修复我们的地球”贡献了一份龙江力量。

据省气象局卫星遥感的监测数据显示，
我省植被生态质量呈持续改善趋势，2019年
全省整体植被生态质量较近 20年平均值
提高 13.9%，较 2000年提高 27%，创近

20年来最优。森林面积、森林蓄积、森
林覆盖率实现了三增长，植被生态改
善，农田生产能力明显提高。

永恒的青春在树林里，播种绿
色的脚步永无止境。2021年，我省
计划完成营造林 100万亩、村庄绿
化建设9.4万亩，打造省级村庄绿化
示范村 100个。同时，我省出台《黑

龙江省天然林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
案》，明确各级政府承担天然林保护修

复主体责任。到2035年，全省天然林面积
保有量稳定在1817万公顷。每公顷蓄积达

到110立方米以上，总蓄积达到20亿立方米以
上，实现天然林质量根本好转，生态功能更加凸

显。
把绿色种在大地上，也把“绿色理念”种在人们

心间。2020年，我省开始全面推进关注森林活动，计
划到2021年底，逐步建成100个左右的自然教育绿色营

（基）地。按照全国关注森林组委会部署，结合黑龙江实
际，我省关注森林活动将充分发挥各类自然保护地的社会

功能，深入开展自然教育、森林草原科普工作等生态公益实践
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关注森林、助力生态强省建设。

我省湿地面积大、类型多、分布广、
区域性差异显著。根据第二次全国湿地
资源调查，全省有556万公顷湿地，是湿
地资源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湿地面积
居全国第四。

据省林草局数据统计，截至 2020
年，全省共有国际湿地城市 1个——哈
尔滨市（全球 18个，全国 6个），国际重
要湿地 10处；国家、省级湿地类型自然
保护区73处，其中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
区20处，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53处；湿
地公园 78处，其中国家级湿地公园 63
处，省级湿地公园14处，地市级1处。

随着我省对野生动植物保护
力度的加大，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加，
有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朋友”闯
入“寻常百姓家”。

2020 年 6 月，虎头海事处在
乌苏里江巡逻时发现一只翅膀受
伤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
鹳，经过珍宝岛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与有关专家近 1个月的精心救
治，东方白鹳伤势逐渐痊愈，在珍
宝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成功放
飞。

近年来，在全省各地强有力
的保护下，我省新增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 14种、二级保护动物 26
种。其中新增一级保护兽类 2
种，为豺、驼鹿（原二级保护动
物），新增一级保护鸟类12种（原
二级保护动物升级10种，新增2
种），黑头白鹮、黑脸琵鹭、白枕
鹤、草原雕、乌雕、秃鹫、矛隼、黑
琴鸡、毛腿雕鸮、猎隼由二级保护
动物升级为一级保护动物，青头
潜鸭、黄胸鹀为新增加物种。

□文/本报记者 谭湘竹 摄/本报记者 张澍

珍爱地球 徒步倡环保

本报22日讯（记者
谭湘竹）北方的春天，虽
然来得晚一些，但正是
因为这份“姗姗来迟”，
才让温暖的春季显得弥
足珍贵。

22 日这天，是世界
地球日，也是闭园半年
的省森林植物园免费重
新开园首日。市民们换
上轻薄的春装，纷纷来
到植物园欣赏这幅美丽
的“春日百花图”，在连
翘、杜鹃、榆叶梅等花朵
中流连忘返。市民们赏
花热情高涨，仅 22日一
天，省森林植物园的参
观人数就突破2万人。

据了解，自党史学
习教育启动以来，省林
草局积极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免
费开放省森林植物园是
省林草局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举措之
一。为方便百姓到“天
然氧吧”游玩，省林草局
多方筹措资金，维修多
项基础设施，大力改善
园区软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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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鸟栖

航拍器发现并拍摄到丹顶
鹤巢、蛋。

白鹤在蓝天下展翅高飞。

一只雉鸡在杜尔伯特连环湖畔沐浴春光。

喇嘛甸湿地两只凤头麦鸡比翼齐飞喇嘛甸湿地两只凤头麦鸡比翼齐飞。。

植物园内美景。

本报记者 张澍摄

市民在杜鹃花前嬉戏。

←↑ 市 民
在植物园赏花。

哈尔滨滨江湿地。

秋季的“五花山”。
省林草局提供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嘴松鸡。
省林草局提供

挠力河国家级
湿地自然保护区。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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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红嘴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