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讯（记者汪训前、通讯员
陈伟、杨光明）7月16日，记者从省林业
局获悉，沉湖湿地类型省级自然保护区
正全力冲刺晋升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
前，我省已有洪湖、龙感湖等2个湿地类
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湖北是生态大省、湿地大省，是长江
径流里程唯一超1000公里的省份，拥有
长江、汉江、清江等交汇形成的全国最大
江河湖泊淡水湿地生态系统。全省现有
湿地2620.35万亩，占国土面积的9.4%。

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全面贯彻实施《湿地保护法》，
扛牢湿地保护重大政治责任，统筹山水
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
续推进湿地保护与修复，取得阶段性成
效。省委、省政府编制实施《湖北省流域
综合治理和统筹发展规划纲要》，将湿地
保护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
化，推动长江大保护、加快建设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先行区的重要内容。建立省
级湿地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

府主导、部门协同、上下联动、一体发力
的保护管理格局。

据介绍，全省设立省级以上湿地类
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113个，其中湿
地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个、湿地类
型省级自然保护区7个、国家湿地公园
66个、省级湿地公园38个。创建国际
重要湿地6处、国家重要湿地11处、省
级重要湿地48处，形成了国家（国际）重
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三级管
理格局。国家重要湿地、国际重要湿地

数量分别居全国第一、第二位。
近年来，全省以长江高水平保护十

大攻坚提升行动、小流域综合治理、“山
水”项目、“双重”工程、湿地保护修复项
目等为抓手，系统修复湿地生态。2016
年至今，我省共修复退化湿地16.69万
亩，实施退耕（渔、垸）还湿35.92万亩，
生态补偿21.94万亩。全省湿地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
湖北再现水清岸绿、江豚逐浪、麋鹿成群
的生态美景。

我省湿地总面积2620万亩

国家重要湿地数量居全国第一 常言道，猪粮安天下。千百年来，猪肉是国人餐桌上绝对的
肉类之王。而今，越来越多的人却感觉，猪肉没有了“小时候的
味道”。这一情况正在改变。

7月17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湖北农发集团旗下湖北农
发畜牧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由该公司生产的楚乡黑猪鲜肉产品
在广州市场日销4000斤以上，供不应求。

黑猪，是对大部分黑毛土猪的统称。其被毛全黑、体型较
小、适应性强、肉质紧实、口感细腻，自古以来就有较高国民度。
黑猪肉也被誉为“黑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我国猪肉市
场需求量陡然增加。以杜洛克、大白、长白为代表的国外生猪品
种，以其生产性能和产肉能力优势，逐渐占领中国市场。黑猪饲
养量急剧锐减，不少被列入我国濒危地方猪种。

市场不会一成不变。数据显示，近十年，猪肉消费占我国
整个肉类消费的比例不断下降。人们对猪肉的消费态度逐渐
从想吃就吃，转变为少吃肉、吃好肉。一度被“嫌弃”的黑猪，
迎来机遇。

“本地黑猪最大的问题就是肥肉多、瘦肉少，影响养殖户收
益。我们得帮它‘减肥’，提高瘦肉率，让养殖户、消费者双赢。”
湖北农发畜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周傲介绍，2012年以来，
该集团旗下金旭农发联合华中农业大学在广东基地，以杜洛克
猪为父本、粤东黑猪为母本，利用分子育种技术与全基因组育种
技术持续对肉质、背膘厚度等微效多基因决定的性状进行基因
组选育。

经过“改造”的粤东黑猪，瘦肉率从46%提高到60％以上。
其肌内脂肪含量，猪肉品质的重要经济性状，影响肉的风味、多
汁性和嫩度，达3.5％以上。科研人员为它起了个新名字——楚
乡黑猪。

和粤东黑猪命运类似，另一个黑猪品种——恩施黑猪也在
科技赋能下，焕发新生。

据了解，湖北省农科院以恩施黑猪为基础，引入梅山猪和湖
北白猪等遗传资源，历经12年培育的新品种——硒都黑猪，已
通过国家审定，正在省内推广中。硒都黑猪的肌内脂肪含量达
3.42%，高于普通商品猪1个百分点以上；经产母猪的平均产仔
数12.67头/窝，高于省内地方猪种1.5头以上。

一块高品质的黑猪肉，离不开品种选育、科学养殖、品牌维
护等众多因素“加持”。

恩施市与湖北千湖之省农业集团签约，将围绕恩施黑猪肉
开发预制菜食品，提升生猪产品附加值。今年农历十月，恩施市
三岔镇将结合土家年猪文化，举办千人刨汤宴，吸引游客品年猪
宴、订购年猪。

湖北农发畜牧集团与恩施州来凤县合作，投资2000万元，
引入800头楚乡黑猪，打造年猪示范养殖基地。基地将依托武
陵山区优越的生态环境，采用生态科学放养模式，实现黑猪“慢
生长”，为消费者提供整猪产品、养殖体验、文化旅游、分割腌腊、
礼盒配送等多样化的服务，带动当地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相信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优质黑猪肉将出现在市场上。

从濒危到重生

黑猪“减肥”闯市场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彤

湖北日报讯（记者刘澍森、通讯员谢娅）“从每年一收到两
收，今年我们的双季甘薯又迎来大丰收。”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
员杨新笋站在麻城市夫子河镇付兴湾村示范田里，双手拨开泥
土，捧起拳头般大的甘薯块，向众人展示。

7月15日至16日，全国双季甘薯首次测产在黄冈验收，经
过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专家组的现场审定，省农科院研发的
甘薯新品种“鄂薯17”，运用双季甘薯高效栽培技术，迎来第一
季丰收，亩产达5303.54斤，较去年增长约33%，成为全国5个
首批测产验收示范点之一。

“‘鄂薯17’不仅早熟，而且糖分积累快，挖起来就能吃。”杨
新笋介绍，为了抢抓七八月份的全国甘薯上市空窗期，双季甘薯
高效栽培技术针对长江流域气候特点和交通等优势，通过品
种+技术+机械化配套，在茬口上进行有效衔接，实现甘薯一年
两熟。当地付兴园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戴怡文告诉记者，全
村甘薯从2021年单季种植改为双季种植，亩产从6000斤提升
至近万斤，单位面积产出增加30%以上，帮助村民每亩甘薯地
年均收入过万元。

双季甘薯栽培模式不仅提高了甘薯年产量，更有效促进了
甘薯加工产业的发展。作为国家首个甘薯地理标志产品，红安
苕在本地共有红薯加工企业37家，加工转化能力和总产值分别
达24万吨和20亿元。“双季甘薯的推广减少了甘薯工厂的闲置
时间，从而提高全产业链效益。”黄冈市红安县政协副主席、农业
农村局局长施停说，预计2024年全县红薯产量将达到58万吨，
实现产值47.5亿元。

今年，省农科院牵头研发的“鲜食型‘双季甘薯’高效栽培技
术”入选农业农村部主推技术，省农科院总农艺师梅书棋表示，
我省将继续按照国家甘薯产业技术体系的工作安排，以产业需
求为导向，不断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让更多新品种走到
田间。

双季甘薯迎来丰收

“鄂薯17”首季亩产5303.5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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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抗旱，

湿地凸显蓄洪调

水的功能。

7月3日，阳

新网湖分洪闸开

启 4 孔闸门，为

富河分流削峰，

减轻防汛压力。

网湖，是我省 6

个国际重要湿地

之一，丰水期水

域面积达 7.2 万

亩，可容纳4.6亿

立方米的水。

湿地被誉为

“地球之肾”，其

功能远不止于蓄

洪抗旱，在提供

淡水、食物、原材

料和生态旅游产

品，减轻土壤侵

蚀，涵养水源，调

节气候，改善环

境，维护生物多

样性，保障生态

安全等方面都发

挥着重要作用，

与森林、海洋并

称为全球三大生

态系统。

湖北网湖湿

地自然保护区位

于阳新县境内，

总面积达 20495

公顷（约 30.7 万

亩），担负着保护

网湖典型的湿地

生态系统和珍稀

濒危动植物及其

栖息地的使命。

7月 12日，承接富河分流的来水
后，网湖更显得浩渺无垠，低洼处的植
物沉入水下，随波摇曳，若隐若现。水
杉、河柳、野莲、水烛、苦草等植物遭受
洪水的洗礼，沿岸植被和水生态面临着
严峻考验。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爬上五爪嘴保
护站观鸟平台，透过望远镜观察到一只
灰头麦鸡领着几只雏鸟戏水。工作人
员介绍，目前网湖有灰头麦鸡、水雉、棉
凫、白鹭、灰翅浮鸥等夏候鸟 51种，
6-9月是育雏季，每年繁育水鸟3万羽
以上。由于水位持续上涨，一群群野鸭
从生境岛的草丛中游出，如同繁星撒满
湖面。

“现在还不是观鸟的最佳季节。秋
冬之际，网湖成为迁徙冬候鸟的天堂。”
黄石市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石训会介绍，作为东亚—澳大利西亚
候鸟迁徙路线中的一个重要驿站，网湖
是候鸟的补给站和休养所。全省水鸟
同步调查显示，2023年网湖越冬水鸟

达51种13.9万羽，种类和数量分别位
居全省首位，其中有白鹤、东方白鹳、黑
鹳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网湖作为“水
禽遗传基因保存库”，名副其实。

网湖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富河与长
江的交汇处，从高空俯瞰，犹如系在长
江“腰带”上的一颗翡翠，晶莹碧绿。

水域、浅水滩涂、草甸、鱼塘、农耕
地、针叶林、竹林、樟树林等生境相得益
彰，网湖的生态系统既复杂又相对统
一，属湿地与森林相连续的复合生态系
统。

网湖山水相依，低山丘陵岗地从
南、北、东南三面构筑一道天然屏障，生
物自然繁衍，生生不息。调查数据显
示，网湖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分布维
管束植物686种，野生脊椎动物410
种，还盛产全国独一无二的国之瑰宝
——中华绢丝丽蚌，堪称“天然博物
馆”。

众多生物各取所需，相互依存，形
成一条丰富而完整的生物链。

正如其名，网湖河港交织，似棋如
网。新中国成立前，网湖直通长江，是
富河与长江的自然汇水区，也是长江的
一个重要洪泛区。

人类活动在网湖烙下深深的印迹。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大兴农

田水利，十万劳动者大战网湖，围湖造
田，将网湖分割成20多个湖泊。“现如
今的猪婆湖、下羊湖、夹节湖、戎湖、赛
桥湖、宝塔湖等湖泊，都是从网湖脱胎
而来。”网湖湿地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项
目办公室主任柯华说，历史上网湖丰水
期有60万亩水面，但现在大幅缩减。

围湖造田，人与湖争地，网湖生态
系统变得脆弱。

本世纪初，农业生产过度依赖农药
化肥，农业面源污染不断侵蚀网湖，威胁
其生物多样性。网湖承包方高密度投
苗、高强度投肥的掠夺性养殖，导致网湖
水质一度下降到劣V类，能见度不足50
公分，以苦草和各种藻类为主的“水中森
林”慢慢消失，打破了生态平衡。

网湖三面环山，周边工矿企业多，
开山采石采矿、化工污染等增加了湿地
保护压力。

“湖汊、浅水滩的水草逐步减少，万
亩野菱随风翻动、水鸟穿梭的美景成了
记忆。”从小生活在网湖边的陶港镇网
湖村党总支书记刘元胜伤感之情溢于
言表。

根据《湿地公约》对
湿地的分类系统，我国的
湿地可分沼泽湿地、湖泊
湿地、河流湿地、滨海湿
地、人工湿地五大类。

湖 北 素 有“ 千 湖 之
省”的美誉，境内河流密
布、湖泊众多，湿地类型
多样，可分为河流湿地、
湖泊湿地、沼泽湿地、人
工湿地。

河流湿地

河 流 湿 地 ，又 称 河
流型湿地，位于江、河、
溪流等自然形成的线性
水域内，暂时或长期覆
盖水深不超过 2 米的低
地。如：襄阳汉江湿地、
远安沮河湿地、宜城万
洋洲湿地等。

湖泊湿地

湖泊湿地是指湖泊岸
边或浅湖发生沼泽化过程
而形成的湿地。它不仅包
括湖泊本身，还包括湖泊
水体以外的湖滩地等区
域。如：洪湖湿地、梁子湖
湿地、天门张家湖湿地、公
安崇湖湿地等。

沼泽湿地

沼泽湿地包括沼泽
和沼泽化草甸，主要特
征是地表常年或长期处
于湿润状态，生长着湿
生植物或沼泽植物，土
壤严重潜育化或有泥炭
形成与积累。沼泽湿地
是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
的湿地类型之一，也是
最容易受到人为干扰退
化的湿地类型。如：神
农架大九湖湿地、咸丰
二仙岩湿地等。

人工湿地

人工湿地指人类为
了利用某种湿地功能或
用途而建造的湿地，或对
自然湿地进行改造而形
成的湿地，也包括某些开
发活动导致积水而形成
的湿地。可分为水库、坑
塘、沟渠等。如：荆门漳
河湿地、松滋洈水湿地、
竹山圣水湖湿地等。

（湖北日报全媒记
者 汪训前 实习生 杨思
睿 整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阳新县委、县政府以铁的手腕治理

网湖，以恢复“水清、岸绿、景美”的面
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01 年，阳新县围绕网湖划定
30.7万亩的范围，成立自然保护区，减
少人类活动对湿地的干扰。从县级、市
级到省级，网湖自然保护区不断升级。

聚焦湿地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重
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一场生态
保卫战在网湖湿地打响。

林业、水利、农业、自然资源、环保
等相关职能部门各司其职，网湖周边7
个镇（区）29个村（社区）通力协作，共同
查处打击乱捕滥猎、乱征滥占、乱采滥
挖、肆意排污等破坏资源的违法行为。

核心区、缓冲区624口鱼塘
实施退垸还湖、退渔还湿，实行
主要湖泊生态休养。实验区
2975公顷鱼塘全面停止投肥，
实行人放天养。关闭周边采石

场、养殖场44个。
岸线植绿、以鱼净水、生态调水、水

系连通……久久为功，一系列措施提升
网湖湿地功能，三类水质达标率
95.2%。

环境好不好，水鸟先知先觉。2018
年，33974只；2021年，84853只；2023
年，13.9万只，一年一度的越冬水鸟调
查，网湖冬候鸟种群数量大幅攀升。

人类呵护湿地，湿地投桃报李。阳
新县合理利用网湖湿地，探索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网湖玉叶、网湖鳙鱼、天
鹅米等品牌农产品畅销市场。“网湖生
态旅游风生水起，去年游客达2.6万人
次。”网湖湿地旅游发展科科长王贤灯
介绍，网湖带动了周边瓜果采摘、民宿、
观鸟等乡村游。

当前，网湖全力冲刺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湿地保护示范区、和谐共生先行
区、生态教育样板区，三大目标指向鲜
明、前景光明。

物种基因库，湿地形成生物链

人与湖争地，湿地生态一度失衡

人水和谐，重塑生命共同体

小
资
料

湖北
湿地类型

网湖水网密布。
（通讯员 叶建平 摄）

珍稀水
鸟白鹤、小
天鹅在网湖
和谐相处。
（通讯员 叶
建平 摄）

网
湖

系
在
长
江
﹃
腰
带
﹄
上
的
﹃
翡
翠
﹄ 技术人员展示楚乡黑猪仔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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