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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摄影和观鸟
爱好者在距离东城以北7公里处发现东方白
鹳，它们筑巢于附近一根电线杆顶端，有2
只成鸟，成功孵化3只幼鸟，这是东营市首
次在城区附近发现东方白鹳筑巢育雏。记者
在鸟巢附近看到，该处水域广布，环境较
好，东方白鹳只是这里栖息的多种涉禽之
一，此外还有白鹭、灰鹤等多种鸟类，数量
有数十只，堪称东营市的又一处观鸟“网红
地”。

据东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统计数据显
示，目前东营城区周边共有东方白鹳营巢3
个，其他两个分别在东八路、西城以西。此
外，在南二路雪莲剧院等水域附近，也越来
越频繁见到前来觅食的东方白鹳。

东方白鹳属于大型涉禽，世界濒危鸟
类，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栖息在黄河三
角洲沼泽、湿地等区域，多被见于黄河三角
洲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占巢、繁殖。目前黄河
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内东方白鹳数量已达1600
余只，占全球该鸟类总量的1/3以上，今年繁
殖数量达300余只。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已
成为我国东方白鹳的重要繁殖地、越冬地和
迁徙停歇地，东营市因此在2010年被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东方白鹳之乡”
称号。

现如今，这一珍禽已不满足于保护区范
围，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开始“洗脚进城”
或“近城而居”。东营市观鸟协会野外考察
数据显示，今年东营市境内，东方白鹳在自
然保护区以外范围内营巢总数达到了60巢，

而今年在自然保护区内繁殖的东方白鹳共计
105巢。在自然保护区以外繁殖数量，首次突
破了三分之一以上。

“环境好不好，鸟儿说了算”。水系绕
城，生态环境吸引更多的鸟儿“进城”，已
经成为一个趋势。“以前，东方白鹳在自然
保护区以外的繁殖主要选择在黄河两岸、黄
河故道等地，从今年开始，已经有3巢以上东
方白鹳在接近城区的地方繁殖。”东营市观
鸟协会负责人郭建三说。

湿地是东营市的优势自然资源，全市湿
地有5类14型，总面积687万亩，约占全省的四
分之一，是名副其实的“湿地之城”。以自

然保护区建设为龙头，东营启动湿地公园建
设，实施湿地修复工程，加快立法步伐，取
得了显著成效。2018年10月25日在阿联酋迪拜
召开的《国际湿地公约》第十三届缔约方大
会上，东营市荣获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
市”称号，也是我省唯一入选城市。

自2002年起，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每年利用黄河调水调沙时机，为湿地补
给淡水，以蓄淡压碱等措施对退化湿地进行
修复，改良保护区土壤，为水生植物和沼泽
植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也为鸟类提
供天然的栖息地和繁殖地，对维持黄河口地
区生态平衡有着重要意义。

2013年，自然保护区大汶流管理站又实
施了生态廊道建设，为“自然保护区湿地恢
复工程”中的一部分，动用土方26万方，完
成景观提升水道开挖及南北路东侧150公顷芦
苇复壮，形成芦苇簇微地形，增加景观多样
性，改善生态环境。

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东营市整体推进
湿地保护与修复。在加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
同时，东营市采取多种形式保护湿地。目
前，全市有国际重要湿地1处，海洋特别保
护区5处，在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1处，
省级湿地公园（试点）9处，水源地保护区7
处。同时，开展了黄河三角洲生态调水暨刁
口河流路恢复过水试验，有效恢复大汶流、
黄河故道等区域湿地35万亩，成为全国湿地
恢复最有代表性的区域。通过加大湿地保护
与恢复，物种多样性明显增加，东方白鹳等
许多候鸟变为留鸟，并大量繁衍生息。

湿地的持续保护和修复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鸟类“安家”。目前，东营市湿地鸟类384
种，约占全国鸟类21％，该市也成为世界两
大鸟类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越冬地和繁
殖地，每年过境鸟类达百万只，是名副其实
的鸟类“国际机场”。

随着城区公园、水系的建设，城市生态
环境也进一步优化，东营城区及其周边正吸
引越来越多的野生鸟类栖息。据观鸟爱好者
的观测，“现在在利三沟水系内能见到几种
鹭，而城区周边的金湖银河、广利河等地，
则有天鹅、小鷿鷈等多种水鸟栖息”东营城
区内及其周边的水域、湿地有越来越多的白
鹭、野鸭、天鹅等过境或者栖息，也因此形
成了越来越多的观鸟“网红地”。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王晶

7月7日，正值小暑。由于接连两天的雨天，
让天气降了些“暑气”，清爽的天气让不少市民
聚集在东营市河口区鸣翠湖公园散步。

“历时一年多，鸣翠塔终于亮起来了。现在
有水，有鸟，有塔，越来越能感受到那句‘湿地
在城中，城在湿地中’了。”河口区市民赵先生
说道。

近年来，东营市以自然保护区建设为龙头，
启动湿地公园建设，实施湿地修复工程，使湿地
景观与城市空间有机结合，形成了城市与湿地、
人与湿地和谐风貌。

“清风湖健身去不？”现在，这句话已经成
为了不少东营市民晚饭后的“高频”问候语。清
风湖公园占地2690亩，湖面水体面积1200亩，与
耿井湖、秋月湖、明月湖、揽翠湖等20多个湖泊
构成了东营市壮丽的水体景观。

东营市自建市之初，就把城市定位为“湿地
之城，生态之城”，高度注重发挥湿地在城市生
态建设的重要作用，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培育打
造和提升，逐步形成了以“大空间、大绿地、大
水面、大湿地”为核心的城市风貌特色。

从当初的退海之地，到如今的“湿地进城”，
东营市民感受着城市品位和居住质量提升的同
时，也在享受着湿地给这座城市生态环境带来的

“红利”：绿道总长度608公里，绿道长度、规模均位
于全省前列；建成区绿地率达到37 . 69%，绿化覆
盖率达到41%，人均公园绿地22 . 94平方米，大绿
地、大绿量的特色充分显现。

东营市坚持建绿为民，通过规划建绿、拆违
建绿、见缝插绿、立体绿化等多种途径，按照
“多、匀、精”的原则，共建成秋月湖公园、锦
华公园等大小公园197处，构建了均衡的公园体
系。建成区内主要打造了东营湿地森林公园、耿
井公园等35个大型综合性公园，形成一园一画卷
的特色景观，真正实现了市民出门见绿、推窗赏
景。

为了使湿地景观资源与城市居住空间有机结
合，近年来综合治理广利河水系、东八路湿地，
将明月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清风湖公园、金湖
银河公园等河流、湖泊、水库贯通一体，构建起
“九横十纵”的城市主干水系和环城水系。截至
目前，东营市全市陆域湿地面积1800余平方公
里，近海和海岸湿地面积2770平方公里，中心城
区湿地面积达到88 . 7平方公里。

据了解，在东营市中心城南部规划面积24平
方公里的森林湿地公园，目前，已建成7700亩工
程并正式对市民开放。项目建成后，将形成占地
约1万亩的生态景观湖泊湿地和约2万亩形成的森
林面积，成为中心城“四大”最具代表性的核心
景观区和“城市绿肺”。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站在市政府行政大楼环视，南边偌大的
清风湖碧水涟涟，相邻的明月湖玲珑晶莹；
向北远眺，金湖银河水系纵横，青草绿树掩
映其间；放眼西看，揽翠湖、耿井湖等湖泊
星罗棋布；极目东望，东八路大片湿地，池
水与蒲苇共生，绿意朦胧。这里是黄河入海
之城，这里是湿地之城，这里是东营。

暖温带最年轻、

广阔的湿地生态系统
6月30日，来自厦门的摄影爱好者李晨光

和他的三位朋友慕名来到了黄河三角洲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赏湿地美景、观野生鸟类、
看黄蓝交汇，一天下来，几位游客流连忘
返。他们在微信朋友圈实时发布了一组湿地
照片，引来了许多朋友围观点赞。

芦苇荡漾、碧水清波、鸟类翔集，各类
生物和谐共生，成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的最美的画卷。单体面积达1530平方
公里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为
了世界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面积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是国
际重要湿地之一。

良好的生态系统离不开多年来的精心建
设与呵护。自建立保护区以来，东营市相继
启动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持续补给生态补水
恢复湿地结构和功能，对核心区、缓冲区原
始湿地进行封闭式保护管理，优化湿地生态
系统内部结构，稳定湿地生态系统的功能，
扩大淡水湿地面积，增加植被覆盖，提高植
物物种多样性，加速群落正向演替，促进区
域生态系统的稳定健康发育。

针对野生动植物种群保护，自然保护区
建设了鸟类栖息岛6处，建设鱼类生长避难区
6处，结合鸟类繁殖岛工程，开挖深约1-3米
的深水区，保证在枯水期鱼类有可以生长、
繁衍的区域；堤坝加固与改造，使其形成形
状自然、水面与地面相结合的自然繁殖岛。
如今，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已经达到了1627
种，鸟类 3 6 8种，区内自然植被覆盖率达
55 . 1%，是中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
区之一。

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中

放眼整个东营，湿地犹如一个巨大的天
然屏障，包裹环绕着整个城市。当前，全市
共有湿地5类14型，总面积45 . 81万公顷，居全

省第一位 ;全市湿地率41 . 58%，湿地保护率
51 . 29%，其中陆域湿地面积1807 . 35平方公
里，占陆域面积的22%……湿地是东营最宝贵
的生态资源、最突出的生态优势。因此，东
营市委六届四次会议把湿地保护摆上了更加
突出的位置，提出全力打造“蓝绿交织、清
新明亮，湿地在城中，城在湿地中”的城市
特色，“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城市”
的战略目标。

为加快这一目标的实现，东营市以重大
生态片区建设为载体，以城市湿地、公园游
园、绿道和林荫路建设为重点，着力推进生
态系统的修复和打造。在城市生态建设中，
东营市注重发挥湿地的重要作用，综合治理
广利河水系，实施金湖银河生态工程和海绵
城市建设，对城区低洼地、废弃的水塘等实
施生态修复，构建起“九横十纵”的城市主
干水系和环城水系，使湿地景观与城市空间
有机结合，形成城市与湿地、人与湿地和谐
风貌，提升了城市品位，改善了人居环境质
量，城市发展和现代化水平日新月异。

东营市坚持建绿为民的理念，通过规划
建绿、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立体绿化等多
种途径，按照“多、匀、精”的原则，共建
成锦华公园、明潭湖公园等大小公园197处，
构建了均衡的公园体系；还在建成区内主要
打造了东营湿地森林公园、耿井公园等35个
大型综合性公园，形成一园一画卷的特色景
观。此外，东营市依托绿道建设将东营丰富
的湿地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串联整合，
形成“景观相连、景随步移”的格局，助力
东营打造生态旅游、绿色环保的现代化湿地
城市。目前，全市已建成绿道总长度608公
里，绿道长度、规模均位于全省前列。

保护与修复并举，

“现代化湿地城市”呼之欲出
6月28日，财政部发布2019年5月纳入全国

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管理库的项目清单，东

营市北二路沿线及金湖银河片区综合开发PPP
项目完成入库。

“项目实施道路畅通改造和生态修复工
程，依托金湖银河片区开发建设，完善片区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打造城市区域发
展新中心和体现现代化湿地城市风貌的地区
中心。”东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为加大湿地保护和修复力度，加快建设
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城市，今年，除了实
施北二路沿线及金湖银河片区综合开项目
外，东营市委、市政府还实施了东八路生态
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目前，东八路生态环境
综合整治项目城区段和中央分隔带工程已全
部完工，进入养护期；城南段完成首次生态
补水任务，预计9月完成建设任务。截至今年
上半年，全市已有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1处国际重要湿地、5处海洋特别保护
区、9处省级湿地公园以及水源地保护区7处
等。

针对湿地保护与管理，东营市制定了

《东营市湿地保护条例》，将遵循全面保
护、科学修复、合理利用、持续发展的原则
开展湿地保护工作，并对湿地的规划、保护
和利用、监督管理等进行了详细规定，进一
步推动全市湿地保护有法可依、科学管理。

此外，东营充分利用“黄河入海”“大
美湿地”自然生态特色，树立“精明增长”
“精致城市”理念，坚持规划引领，以工程
建设和精细管理推动城市环境持续改善，推
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不
断提升城市档次。

目前，东营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修编，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按照“一主一副
一次三组团、多地区中心”的发展格局，促
进中心城生态间隔、组团发展；同时开展水
资源配置利用、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等专项规
划，科学编制中心城水系连通、水循环利用
和水生态治理方案，完成湿地城市总体设
计，努力打造市民满意的城市、人才向往的
城市、游客点赞的城市、投资者称道的城
市。

开发与保护并举 建设与利用共存

黄河入海口，那片湿地那座城
■本期提要：

湿地是东营市特有的优势资

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极其重要。近年来，东营市以自

然保护区建设为龙头，启动湿地公

园建设，实施湿地修复工程，加快

立法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期

《东营新闻》重点解读东营市既高

度注重保护、又积极开发利用，努

力建设富有活力的现代化湿地城

市，敬请关注。

东营城区周边频现观鸟“网红地”

东方白鹳“进城安家”

□杨斌 报道
东营城市美景。

□丁洪安 李广寅 报道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秋日景观。

白鹭在湿地飞翔。(资料片)

出门见绿，
湿地之城尽享生态红利

□李萍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5日上午，东营市国家节水

型城市复查工作会议召开。复查组一致认为，东
营市城市节水工作成效显著，达到了《国家节水
型城市考核标准》的总体要求，通过了复查考核
验收。

下一步，东营市将以此次复查考核为抓手，
明确工作任务，细化措施办法，抓好规划任务落
实，进一步做好水资源管理和节约用水工作，确
保水资源的合理有序使用。全市将依托科技创
新，强化组织保障，推进节水设施建设，提高全
社会的节水意识，推动城市节水向纵深发展。东
营市将加强污水治理和再生回用，提升城市防洪
排涝能力，积极推广应用节水型绿化模式，为水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作出更大贡献。

东营通过国家
节水型城市复查验收

□记 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玲 何登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7月5日，记者从东营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东营市调整了社会保险缴
费基数上下限及缴费标准，2019年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个人缴费基数上限为16345元，下限为3270
元。

据介绍，根据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
规定，在确定2019年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
保险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时，以2018年度全省全
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65383元为依
据。自2019年1月1日起，东营市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由2018年度
每月最高上限17326元降低为16345元，每月最低
下限由3466元降低为3270元，实现2019年度社会
保险缴费基数上下限“双降”。

社保缴费基数
上下限“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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