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鹳舞嘟噜河鹳舞嘟噜河
湿地生态持续向好，今年鹤岗市“市鸟”东方白鹳有史以来回巢最多

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899.01 公顷，其中湿地面积 11184
公顷。保护区内蕴藏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有丹顶鹤、白枕鹤、东方白鹳
等野生动物204种，是东北亚鸟类迁徙停歇地、繁殖地和坐标区。

作为鹤岗市“市鸟”的东方白鹳，今年回巢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60
余只，均安“家”在嘟噜河湿地。当阵阵清风吹过，金黄色的芦苇随风摇
曳，一只只白羽红腿的东方白鹳袅袅婷婷，在蓝天与湿地之间尽情翱翔。

东方白鹳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由于它对栖息地的生态环境要求极
为苛刻，目前全球仅存近万只，属世界濒危物种，被誉为“鸟中大熊猫”。
每到春季，在我国长江中下游过冬的东方白鹳向北迁徙，大部分会途经我
省过境度夏。从2018年开始，每年都有200只左右的东方白鹳在嘟噜河
湿地驻留，繁育生息，不再远飞。这是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在生态建
设、保护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果。

在鹤岗，有一群志愿者，多年来坚持自发保护湿地，李启文就是其中
的代表。从 1980年起，李启文就经常骑着自行车、摩托车到嘟噜河湿地
观察生态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曾经给相关科研部门
写信，建议建立有效的机制来保护这片湿地。上世纪九十年代，湿地草原
面积逐年减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李启文痛心疾首，2000年，他和7名村
委会主任联合签名写信给相关部门，建议保护湿地，并成立了红领巾保护
湿地巡视志愿者服务队，最终，他们的建议被相关部门采纳，责令停止了
对嘟噜河湿地的过度开发。他们保护了这片湿地，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
入到保护环境的队伍中来。2009年，李启文荣获中国生态贡献奖。

“守护野生动物，保护好它们的栖息地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东方白鹳
对生态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并且喜欢在高处筑巢，要想让‘鸟中大熊猫’免
遭灭绝的风险，就需要加大力度保护好湿地，保护好它们生存的环境。自
从实行了林长制，人们对生态保护的意识增强了，管理体制机制也更加优
化了。”鹤岗市林草局办公室主任王继河说。

为了更好地保护湿地，2023年 11月，省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表决通过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鹤岗市嘟噜河湿地保护条例》的决
定，这标志着鹤岗市对嘟噜河湿地保护走上了法治轨道。《鹤岗市嘟噜河
湿地保护条例》共十八条，自 2024年 1月 1日起施行。内容包括：立法目
的、适用范围、保护原则、预算保障、部门职责、保护利用、禁止行为、法律
责任等。

湿地协同立法是加强嘟噜河区域内湿地管理，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
及栖息环境，维护湿地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的有力举措。此次立法
将作为鹤岗市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面旗帜，以点带面，为地区生态文明建
设带来新的活力与动力，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水平跨越与高
质量发展。

“1 月 1 日实施协同立法以来，周边百
姓对湿地的保护意识更强了，未出现非法

捕猎、捕鱼等现象。今年春季，候鸟回
归明显增多，食物链也日渐充足。

目前，已观测到 20 多万只候鸟在
此栖息，尤其是东方白鹳的数

量明显增加。”嘟噜河省级自
然保护中心主任杜毅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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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以来，萝北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对嘟噜
河湿地的保护，站在为子孙后代守护“绿水青山”的
战略高度，把退耕还湿还草作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强力推进。

嘟噜河湿地保护区工作人员左玉涛介绍，在省
市县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保护区大
力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湿地缺水，他们就给湿
地补水补鱼；定期巡视，严厉打击非法打猎；搭建人
工鸟巢招引候鸟；进行了大面积的退耕还湿……在
他们的不懈努力和细心呵护下，最大限度地恢复了
湿地的生态功能，维持了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保护
区 的 面 积 从 最 初 的 3000 公 顷 发 展 到 现 在 的
15899.01 公顷。2000 年嘟噜河湿地被列为市级自
然保护区，2003年又升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一位负责人说：“2018年初春，我们去洪河自然
保护区学经验，学习如何搭建鸟巢，回来后用一个
月的时间搭建了 20个人工鸟巢。第二年又增加了

40个，现如今已搭建鸟巢100余个。”为提供详实准
确观测数据用于科研，工作人员还建了监测塔，通
过监测，发现了湿地里的一个小岛，岛上有 7 种鹭
类鸟，3000多个鸟巢，因此为之取名鹭岛，又名仙鹤
岛。

2018年人工搭建的20个鸟巢，当年招引，当年
筑巢，成功繁育了 10 只东方白鹳幼鸟，是我国“当
年招引当年成功繁育东方白鹳”的第一例。同时，
萝北县又与中国科学院签署了研究世界濒危物种
东方白鹳鸟类卫星追踪科学研究协议，成功为7只
东方白鹳幼鸟戴上了GPS全球跟踪仪。

东方白鹳的成功招引为湿地人鼓足了干劲。
左玉涛告诉记者，东方白鹳是居所不确定的水鸟，
在这里生活孵化的不一定再回来，自然生态环境优
劣、食物链是否充足是决定东方白鹳留存数量的关
键。自 2018 年实现当年筑巢当年招引繁育成功
后，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来嘟噜河湿地栖息，数量

最多时超过 500只，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成为我
国最北端东方白鹳之乡之一。

王海波说：“为了确保东方白鹳来了就有鱼吃、
有‘家’住，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今年春节过后，就开
始对湿地进行巡护和监测，修复受损的巢穴。3
月 18 日，我们巡视的时候发现东方白鹳已经回
迁到保护区，由于当时冰面还没有完全融化，鸟
类无法自己觅食，我们就组织了工作人员在保护
区破冰 10 余处，方便东方白鹳取鱼觅食。让东
方白鹳成群结队来到保护区之后，不会因为没有
食物而远走高飞。它们留在这里，一旦配对成
功，就会共同筑巢，开启新的生活。这些年，我们
保护区通过自然湿地维护、河湖水系的连通、植
被恢复、有害生物防治等方法，逐步恢复了湿地
的生态功能，维持了湿地生态系统健康，使过去
多年看不到的各种珍稀鸟类，又重新回到了嘟噜
河自然保护区。”

□滕新桃 董睿
本报记者 吴树江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鹤岗萝北县嘟
噜河湿地，唤醒了睡梦中的百鸟，一首来自大
自然的春天圆舞曲顷刻间奏响，新的一天开始
了……

“你听，湿地里百鸟争鸣，你看，数十万只候鸟
聚集在这里栖息，今年是有史以来国家一级保护
鸟类东方白鹳回巢最多的一年，这里的生态建设得
越来越好了。这得益于各级林长制管理，也是我
省首次实施湿地协同立法所取得的成就。”20年来
一直坚守在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国家级疫
源疫病监测站站长王海波深有感触地说。

远望嘟噜河湿地，一批又一批北归的东
方白鹳翩翩起舞，鸣唱着一曲又一曲的春
之歌——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
卷，在这里渐次展开——

涵养生态 筑巢引“鹳”

护绿增绿 生态立市
鹤岗的湿地资源比较丰富，有三个湿地保护区，

其中嘟噜河湿地面积最大，也是三江平原湿地重要
的组成部分。

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通过持续修复湿地，生态环境一直向好发
展，引来了东方白鹳和各种珍稀鸟类。2024 年 4 月
10日，鹤岗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级林长王兴柱深入
萝北县督导检查春季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并开展
巡边巡河巡田。在嘟噜河湿地，看到万鸟翔集的壮
观画面时，他说，要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维护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积

极打造东方白鹳和各种珍贵鸟类最佳栖息地，以高
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

鹤岗市通过多年实施退耕还湿、立法保护等有
力措施，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植被得到明显恢复，野
生动植物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加。生态环境好了，每
年春秋季，到嘟噜河湿地中转的各种鸟类达 120 多
种、25万余只。今年已观测到80余种，有东方白鹳、
白枕鹤、苍鹭、草鹭，还有白琵鹭、红嘴鸥等。嘟噜河
湿地先后被评为国家级疫源疫病监测站和省级重要
湿地，目前，嘟噜河省级自然保护中心正在筹备申报
国家级重要湿地。

鹤岗市委书记、市级林长李洪国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生态文明关乎民族未来、关乎新质生产力、关
乎人民福祉。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贯彻落实省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保护各项部署，
深入实施“生态立市”战略，切实做到“盯住每一片
山、管好每一片林、看好每一片草、护好每一片绿”。
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擦亮鹤岗生态
底色。在“护绿”上坚守红线，在“增绿”上遵循基线，
在“管绿”上筑牢防线，在“用绿”上兜住底线。狠抓
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全力打造“生态和谐
宜居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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