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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白
石）近日，萝北旅游好戏连连：在刚刚结束的

“五一”小长假里，萝北县旅游再传佳绩，五
天中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3万多人，创收 572
万元。紧接着是欢庆锣鼓、界江品鲜、湿地
观鸟、马术、马拉松、公路自行车越野……。
5月8日，随着萝北县第十届开江节的启幕，
萝北县旅游的“十四五”开局大幕，也同步徐
徐拉开。

近年来，萝北县充分发挥边境、界江、湿
地、冰雪等丰富旅游资源优势，围绕“醉美
331”道路改造和发展全域旅游的需要，以

“旅游+”为抓手，建设一批重点旅游项目，扎
实推进全地域全产业全资源融合，实现全域
旅游协调发展。五年来，全县共接待游客
280.3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83亿元。

规划先行，高标准建设。萝北先后制
定了《萝北县“十四五”旅游发展规划》《黑
龙江省全域旅游发展规划》，借助省政府

“醉美龙江331边防路”提升改造的机遇，将
全县旅游纳入交旅融合改造规划当中。

在旅游项目建设上，五年来累计投资
近 5000 万元，完善景区配套设施，美化环

境，丰富景区文化内涵，实现了名山、太
平沟和嘟噜河湿地景区的提档升级：对名
山镇和名山景区主要道路升级改造，全部
建设为黑色路面，对沿江公园进行全面维
修，启动建设了驯马场、蒲公英茶场、名山
地热资源开发和养老中心项目，新建了江
红渔村民宿；对太平沟黄金古镇整体维修
改造，维修了红松母树林、兴龙峡谷步道设
施，建设了黑水靺鞨风情园文化展馆；在嘟
噜河湿地景区，修建了景区栈道、观景台，
栽种了十里荷花观光带，购置观光车，解决
了景区内的交通问题，打造了“观鸟赏荷、
生态教育”基地。

同时，完善县内项目，进行界江酒店维
修改造，改造提升凤凰山滑雪场，新建东明
乡民族文博馆，开展对俄合作，建设了阿穆
尔捷特旅游休闲农庄项目，开展跨境体验
游。2020年开始与省交投集团合作开发文
旅项目：计划投资1.32亿元，开发建设一批
文旅设施项目，如兴东兵备道台府陈列馆、
兴东抗联交通站改造、兴龙峡谷改造提升、
名山自驾车营地、慢行步道及停车区等。

多措并举，宣传推介。开通“萝北旅

游”微信平台，邀请央视纪录片频道拍摄
《你好，普京虎》纪录片，建设龙江三峡旅游
网络，打造集宣传、营销、预订等功能一体
化的网络平台，开通萝北旅游抖音账户、快
手账户，利用“文旅中国”平台进行宣传推
介，县内旅游公司报名参加深圳文博会云
上文博会等。通过节庆活动宣传推介：融
合旅游、商贸、文化交流、体育赛事于一体，
成功举办了滚冰节、开江节、戏水节、五花
山摄影节等，吸引了众多媒体、旅行社团及
大批游客和摄影爱好者莅临萝北；走出去
举办推介会，通过制作宣传画册、宣传片、
创作歌曲等文艺手段宣传推介。

融合打造全域旅游精品线路。与嘉
荫、逊克、伊春乌伊岭区、汤旺河区建立了
三县两区旅游联盟，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互
相为对方游客给予门票减免50%的优惠；与
农垦、森工合作，共同开发红色抗联文化旅
游；依托东明朝鲜族乡特色村寨，打造集朝
鲜族文化展览、民俗体验、运动休闲、特色
餐饮和民宿、美食制作、果蔬采摘等功能为
一体的特色乡村民俗游线路；购置了游船、
快艇，在名山、太平沟景区开发水上线路。

湿地是自然界最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景观，
没有了湿地，多样性无从谈起，没有了湿地，意味
着动物们失去了家园。

萝北县林草局经过努力，已全部完成中央环
保督查退耕还湿还草工作，并成为省内唯一得到
省、中央环保督查涉湿问题检查指导组高度认可
的县份：把需要原始还湿地块 158个斑块，通过
多方沟通协调，集中连片合并为 21个斑块，总还
湿面积 1763.18 公顷，其中 2020 年就还湿 432.19
公顷。

保障林区新旧树木更替，2020年县林草局已
完成 4万亩森林抚育任务，通过抚育产生的枝丫
材、炭材，用于解决当地菌业发展原材料短缺问
题；已完成营造林计划总任务 583.6亩，其中三北
造林 220亩，工资田还林 363.6亩。

全面推动全县生态体系建设，创建森林城
市。全县春季共栽植乔木 62.93万株，灌木 9.06
万丛，多年生宿根花卉 30万芽，完成义务植树任
务 18万株，重点完成蜂蜜河、黎明水库两大水上
公园一期工程和部分绿化建设任务。同步完成

“山水林田湖”修复工程，累计绿化面积 300 公
顷，治理水土流失 956公顷。

2020年，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完成退耕还
湿地块 40处面积 200公顷，封堵进入保护区的道
口和水口，全面实行封闭化管理，有效遏制保护
区内人为破坏干扰行为，还原嘟噜河湿地生态环
境。投资 120万元用于修建嘟噜河围堰，有效保
障保护区内涵养水源，退耕还湿地块正常退出，
湿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恢复。

2020年处理非法开垦、盗伐林木、擅自改变
林地用途等各类涉林案件 26起，行政处罚 28人，
罚款金额 22万元。

现如今，嘟噜河和太平沟两大自然保护区，
已成为越来越多动物们栖息、繁育、迁徙驻留的

“家”。

退耕还湿 营造欢乐家园

本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王
白石）论剑萝北，共话鸟类安全家园。5
月 9日，来自国内省内的专家学者齐聚
萝北，在黑龙江省第四十届“爱鸟周”暨
鹤岗市首届观鹤节上，展开学术论坛暨
候鸟保护对话。

论坛上，14位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
领导等，分别围绕龙江鸟类保护辉煌成
就、鸟类保护与生态安全、公众参与与
保护三个主题，展开论坛与对话。

大家认为，我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全面贯彻野生动物
保护法律法规，40年来在鸟类保护与生
态安全、公众参与与保护教育等方面取
得一定成绩。

围绕“十四五”开新局，论坛与对话
提出，深入开展科学研究，进一步掌握
鸟类资源状况。我省共分布有鸟类390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29种、
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74种，每年春秋
迁徙季节种群多达2000多万只，在世界
鸟类保护中具有极为重要的生态地
位。丰富的鸟类资源是大自然赋予我
省的宝贵财富，各级林草主管部门将在
基础设施、设备和相应资金方面，对相
应的科研、调查工作提供一定的支持。

加强鸟类栖息地保护及执法，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各级林草部门要
联合公安、市场等部门，深入开展依法
严厉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清风行
动”“净网行动”专项行动。对乱捕滥猎
野生鸟类的一查到底。

强化鸟类种群动态监测和疫情防
控，探索野生动物管理新模式。

充分利用现有自然保护地、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站点、鸟类环志站点和
民间观鸟组织，开展常态化的鸟类种群
动态监测工作。建立好林草大数据平
台，并向其它野生动物领域拓展。按照
国家有关要求，全面实行重点时期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严格执行疫源疫病
监测报告制度。

加强鸟类科普宣传，让知鸟爱鸟护鸟
意识深入人心。要继续搭建鸟类保护论
坛和平台，大力普及鸟类科学知识。只有
这样，爱鸟护鸟才能变成广大社会公众的
自觉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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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动物们喜爱的家
萝北县生态环境保护纪实

搭建人工巢，将世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驻留在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繁殖，成为当年筑巢、当年人工招引、当年成
功繁育东方白鹳的第一例；“普京”虎库贾光顾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由此结束小兴安岭四十年来
无虎历史。这些都源于萝北有一个动物们喜欢的“家”。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白石

白鹭。陈志刚摄

业内人士说，许多鸟类都进行季节性迁徙，春季候鸟们从南方飞往北方繁
殖，能否被候鸟选为营巢地，决定食物、筑巢等适合性因素的生态环境至关重
要。

观测数据显示，萝北县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每年迁徙候鸟驻留约25万
余只，其中世界濒危物种东方白鹳 220多只，场面十分壮观，中央电视台第二
套节目在黄金时间曾给予播出。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做出了人工招引繁殖
东方白鹳计划，2018年建造了 20座白鹳人工鸟巢，当年招引，当年筑巢 3对，
并成功繁育了10只幼鸟，是国内当年招引当年成功繁育的第一例。同时县林
业和草原局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东方白鹳鸟类卫星追踪科学研究协议，成功
为7只东方白鹳幼鸟带上GPS全球跟踪仪。

2019年，又成功招引10对东方白鹳在区内筑巢，并成功繁育，当年回迁东
方白鹳多达230余只，向驻留又迈进了一步。东方白鹳属于大型涉禽，由于它
对栖息地生态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全球仅存约4000只，同步实现繁育和驻留，
意义非凡。2020年又增加20个鸟巢，三年共计建鸟巢40个，成功招引30对孵
化，总计孵化幼鸟约110只。

鹤岗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确定东方白鹳为鹤岗“市鸟”。为了打造白鹳
之乡，又新建20个东方白鹳鸟巢、20个鹭类鸟巢、120个地巢。保护区将继续
加大对东方白鹳和丹顶鹤、白头鹤、白枕鹤的招引力度，并与中科院、东北林业
大学等科研部门拓展合作领域，建设中国最北端东方白鹳保护研究基地。

筑巢引“鹳”给候鸟们一个小家

“普京”虎库贾、拉佐夫卡对萝北太平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造访，印证了国家森保工程的
显著效果和良好自然生态系统的回归。保护区
作为黑熊和棕熊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的重要聚
集区和繁殖地，也是中俄边境区域东北虎、马鹿
等大型哺乳动物迁移的重要生态廊道。

为了更好掌握野生东北虎的行动轨迹，保
护区增加了红外线相机的数量，从50多台增加
到500余台，以网格化形式，把保护区范围内野
生东北虎可能会出现的地方无死角布设，至今
总计获得东北虎监测数据 57次 148条。同时，
保护区通过对重点道口悬挂警示标语、张贴布
告，切实增强全民保护意识及自身安全意识，并
要求村民看管好自家牲畜，不要散养，严禁任何
人以任何方式伤害、猎捕东北虎。

保护区每年都会进行拉网式巡山清套，
2020年投入2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此项工程，对
经常跑山狩猎人员及时做好思想工作，通过给
予误工补助的方式，请其协助保护区，几年内共
计清除猎套3000多个，各种夹子500余只，从源
头上形成保护东北虎的常态化机制。成立专业
巡护执法队伍，移交县森林公安局非法狩猎案
1起，案件已依法判决。

生境恢复，动物补饲，监管同时抓补偿性
恢复。2018 年以来，保护区对核心区和缓冲
区的耕地，补偿资金 400 万元，一次性退出耕
地 49 公顷，减少了人为因素对野生动物的干
扰，并及时进行了还林还草工作。投资 60 余
万元，对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沙坑、废弃料场，
人工栽植樟子松容器苗 16.7公顷，促进天然更
新。为保证东北虎有充足的食物来源，共建投
食点 8处，在极端天气条件下，采取投放玉米、
豆饼等方式，使东北虎猎物种群数量能够稳定
增长，适时投放生猪活体，作为东北虎食物链的
补充。

实时监控 让保护无死角

黑龙江省第四十届“爱鸟周”启幕。
萝北县融媒体中心提供

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候鸟。 左玉涛摄

第四十届“爱鸟周”启幕现场。 柏常海摄

东方白鹳。 陈志刚摄

俄罗斯放归的野生虎鲍里斯。
图片由太平沟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提供

太 平 沟 国
家级自然保护
区。 陈志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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