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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我省林业主管部门积极探索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把生态财富转化
为经济财富。

4月21日，“湖北汉江流域湿地生态系
统碳汇研究项目”咨询会在武汉举行，中国
科学院武汉分院等单位专家为项目落地见
效建言献策。省林业局湿地保护中心主任
周卫平介绍，该项目对于促进湿地保护修
复，发挥湿地碳汇功能具有积极意义，不仅
具有显著的湖北地域特色，而且高度契合
国家“双碳”战略目标需求。

湿地生态系统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碳库
之一，其储碳总量占陆地生态系统的
35%。调查显示，全省湿地储碳量约3.5亿
吨，湿地碳汇市场潜力巨大。

据介绍，位于武汉市蔡甸区的国际重
要湿地沉湖，储碳量达12.55万吨，碳汇价
值约为600万元，蕴藏巨大的生态价值。

一条河流关乎上下游民生福祉。“谁保
护、谁受益”，我省建立完善横向生态保护补
偿机制，激发全流域参与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按照省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
分原则，省财政每年安排6000万元对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地有序实施生态保护和补偿。武
汉市每年投入1500万元，对湿地自然保护区
范围内的村（社区）和农户给予经济补偿，进
一步调动群众参与湿地保护的积极性。

通顺河是长江一级支流，贯穿潜江、仙
桃、武汉汇入长江，流域面积3782平方公
里。2022年5月，为落实全省流域治理“一
盘棋”的考量，下游的武汉经济开发区代表
武汉市与上游的仙桃市签署全省首个跨市
级流域生态补偿协议。今年6月1日，武汉
经济开发区向仙桃市发放通顺河生态补偿
资金300万元，为我省跨市级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成功运行做好表率。

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绿色产业。全省林
业部门聚焦“生态美、产业强、百姓富”目标，

推动湿地保护与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大力发
展湿地生态种养、生态旅游、自然教育等产
业，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武汉东湖、神农架大九湖、荆州洪湖、
潜江返湾湖等一批湿地成为当地著名城市
地标，吸引游客打卡，有效推动旅游和地方
经济发展。2022年，神农架大九湖国际重
要湿地接待游客52.0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3.12亿元。天门张家湖国家湿地公
园打造“水八仙”生态产品，成立电商产业
园，年销售额突破8000万元。

突出全民共享，深化共同缔造。我省
推进5个小流域综合治理试点，将政府治
理、社会参与、居民自治有机结合，推动湿
地生态修复和系统治理，转变群众生产生
活方式，改善人居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和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造，不断提
高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感、体验感，促进湿
地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珍爱湿地、保护湿地，建
设美丽家园，“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湖北故事精彩呈现。

湿地保护法是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
法律，自2022年6月1日起施行。湿地保护法
施行一年多来，我省积极采取措施，营造知法、
懂法、护法的良好氛围，湿地保护成效显著。

社会广泛参与湿地保护

我省建立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形成
广泛参与湿地保护的良好局面。5月26日，
湖北湿地保护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武
汉召开，省发改委、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生态
环境厅、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水利厅、农业农
村厅、林业局等8个湖北湿地保护工作联席
会议成员单位，分别介绍贯彻落实湿地保护
法的工作情况。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已建立
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
度、考核及约谈机制，按照国务院批准的湖北
湿地面积总量管控要求，确定各市、州、县湿
地面积总量管控目标，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督促地方政府履职尽责。对破坏湿地问
题突出、保护工作不力的地区，约谈其政府主
要负责人。

为深入贯彻实施湿地保护法，我省聚焦
“湿地保护与管理”，开展专题研讨。2022年
9月19日—20日，省林业局联合省委组织部
在省委党校共同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推进落实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系列培训——“加
强湿地保护与管理”专题研讨班。研讨班采
取“集中导学＋专题辅导＋学习交流”模式，
各市州分管负责人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
建、水利、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主要负责人
约110人参加研讨交流。

江豚见证湿地变化

江豚，这一长江旗舰物种，是我省湿地保
护工作的有力见证者。

4月25日，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下，省
林业局组织江豚野化放归活动，4头江豚从石
首天鹅洲保护区放归长江干流。我国实施江
豚迁地保护30多年后，江豚重回长江怀抱。

中国科学院水生所专家介绍，随着“十年
禁渔”等政策的实施，以及湿地保护工作的持
续开展，长江水生态环境和水生生物多样性日
渐向好，为长江江豚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

省林业局借助一年一度的“世界湿地日”
“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全国生态日”“爱鸟周”
等主题活动，宣传湿地保护法，凝聚全社会珍
爱湿地、保护湿地的共识。

湿地保护法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种子。
“爱护每一种生物，珍惜每一寸水土，让我们
做绿色的示范者、文明的传播者、保护的践行
者、法律的捍卫者……”2月4日，在公安县崇
湖国家湿地公园，一群少先队员用稚嫩的声
音发出倡议，呼吁人们携起手来，遵守法律法
规，共同保护湿地资源，建设美丽家园。当
日，省林业局联合荆州市人民政府在公安县
举行2023年世界湿地日湖北宣传活动，营造
保护湿地浓厚氛围。

2600多万亩“诗地”为生态湖北添彩
——武汉国际湿地大会一周年观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董家圣 胡文杰

“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
一色”。金秋，荆
山楚水绚丽多彩，
星罗棋布的湿地
不仅成为鸟类的
乐园，也是人们向
往的“诗地”。

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湖北湿地
的真实写照。

2022 年 11
月5日，习近平总
书记以视频方式
出席在武汉举行
的《湿地公约》第
十四届缔约方大
会开幕式并发表
致辞，提出“凝聚
珍爱湿地全球共
识”“推进湿地保
护全球进程”“增
进湿地惠民全球
福祉”三点倡议，
为湿地保护指明
方向、提供根本遵
循。

牢记嘱托，不
负期望。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为指引，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湿地保
护的重要指示精
神，坚决扛起湿地
保护重大政治责
任，打造全球湿地
保护湖北样板，书
写长江经济带高
质量发展湖北新
篇章。

逐水而居，因水而兴。千湖之省湖北，
与水有着不解之缘。

长江、汉江、清江，一条条河流交汇相
融，为湖北营造一片片美丽的湿地。打开
历史地图，古云梦泽水网密布，经过人类合
理开发利用，造就今天富饶的江汉平原湖
泊湿地群。

“湖北是生态大省、湿地大省，拥有全
国最大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省林业局党
组书记、局长王昌友介绍，根据湿地保护法
口径测算，我省现有湿地2620.35万亩，占
国土面积的9.4%，湿地面积在中部六省排
首位。

湿地是大自然的瑰宝，与森林、海洋并
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涵养水源、调
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
生态功能，在维护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
持续发展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共抓长江大保护，维护长江流域生态
安全，确保“一江清水东流”“一库净水北
送”，湖北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制定一系列规章
制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
推进湿地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

——规划先行，完善顶层设计。编制
实施《湖北省流域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
划纲要》《湖北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
（2021—2035年）》《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绿
色发展“十四五”规划》《湖北省湿地保护规
划（2023—2030年）》等，科学划定流域综
合治理“底图单元”，明确并守住全省流域
安全、生态安全底线。

——依法治理，创新工作机制。深入
实施《湿地保护法》《长江保护法》《湖北省
湖泊保护条例》《湖北省湿地公园管理办
法》等，完善江河湖库及湿地保护的省级法

规规章。建立湿地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
出台《湖北省省级重要湿地名录管理办
法》，形成国家重要湿地（国际重要湿地）、
省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三级管理格局。

——科技赋能，提升监管能力。充分
运用卫星、无人机、视频监控、地面巡护等
多种方式，建设全省湿地智慧化监管平台，
形成“空、天、地、人”四位一体的立体监测
网络体系，有效提升湿地管理智慧化、精细
化、标准化水平。

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富有成效的保
护与修复，湖北湿地生态地位日益凸显。

2月4日，省林业局在公安县举行2023
年世界湿地日宣传活动，为新晋国际重要
湿地的公安崇湖、仙桃沙湖授牌。目前，我
省共有国际重要湿地6处、国家重要湿地8
处、省级重要湿地50处，国家重要湿地、国
际重要湿地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秋日，黄冈遗爱湖水平如镜，岸边的柳
树倒映湖中，犹如一幅水墨画。

“别看湖面上风平浪静，湖底可是别有
洞天。”黄冈市遗爱湖风景区管理处负责人
说，工作人员在湖中种植了3种沉水植物和
一种挺水植物，营造一片郁郁葱葱的“水下
森林”，构成稳定水生态平衡系统。

遗爱湖是黄冈市区的城中湖。3年前，黄
冈市投资7.78亿元，启动遗爱湖水环境综合
治理，实施管线调蓄和智能分流、生态清淤、
生态修复、智能化控制等工程，还原遗爱湖灵
秀之美。10月24日，黄冈召开新闻发布会透
露，通过开展系统治理，遗爱湖水质稳定在Ⅳ
类，部分区域水质甚至达到Ⅲ类、Ⅱ类。

遗爱湖是我省湿地治理的一个缩影。
7月14日，经国家林草局批复，长江中

游湿地保护修复国家创新联盟在武汉筹备
成立。该联盟由湖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牵

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湖南省林
业科学院、江西省林业科学院等16家科研
单位、高校、企业参与共建。

长江中游湿地，包含江汉平原湖泊湿
地群、三峡丹江口库区湿地、鄂西山地泥炭
沼泽湿地，洞庭湖、洪湖、鄱阳湖等著名湖
泊位于该区域，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由
长江及其众多支流形成的河湖湿地地区。
省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以长江中游为主
的“长江及其周围湖群”是世界自然基金会
确定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生态区之一，是长
江经济带的生态命脉，维系着长江流域生
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省以长江高水平保护十大攻坚
提升行动、小流域综合治理、“双重”工程等为抓
手，系统修复湿地生态，畅通湿地“毛细血管”。

——推进实施“荆楚安澜”现代水网规
划建设，着力构建“三江多支贯通，百库千

湖联调”的现代水网格局，全面提升全省水
安全、湿地安全保障能力。

——投资175亿元，实施湖北三峡地区
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荆州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修复工程；谋划实施5个

“双重规划”湿地保护修复项目，修复退化
湿地11.5万亩。

——统筹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20.59
亿元，支持湖泊水库污染防治项目70个；争
取中央财政资金5亿元，实施池塘改造治理
11.73万亩，有效减少面源污染对湿地生态
造成的破坏。

——建立湿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省级
协调机制，投入资金1亿元，健全普查工作
体系，推进普查监测预警及防控工作，守好
湿地生态安全“第一道防线”。

经过持续的系统治理，湖北湿地生态
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

我省深入贯彻湿地保护法——

让人人
知法懂法护法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训前 通讯员 董家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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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水徐家河湿地鸟瞰。（广水徐家河国家湿地公园供图）

图一：石首
麋鹿保护区麋鹿
种群数量不断增
长。

（湖北日报
全媒记者 梅涛
摄）

图二：青头
潜鸭迁徙公安崇
湖湿地。

（荆州市观
鸟协会供图）

图三：游客
在神农架大九湖
湿地体验原生态
乐趣。
（省林业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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