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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美景一年胜一年

湿地美，美在天生丽质，
也离不开后天的养护。我省
各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把
湿地保护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大力推进生态修复、退塘还林
还湿等工作。

2013年以来，海口大力
开展东寨港红树林湿地生态
修复和红树林造林工作，清退
养殖塘5776亩，修复红树林
4523亩，新增红树林4731亩
（退塘还林3260亩，滩涂造林
1471亩），累计投入总计3.99
亿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东寨
港红树林面积逐年扩大，从
2013年的23670亩扩大到现
在的26565亩，增加了11%；
生物多样性明显增多，物种丰
富度明显增强，生物生态链明
显稳固，鸟类记录从180种增
加到219种，尤其是黑脸琵鹭
等珍稀濒危鸟类，时隔多年再
现。而鱼类记录，也从129种
增加到165种。

身为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李海雄也见证了四必湾之变
——自2018年以来，东方完
成保护区内退塘还林850亩；
在保护区（核心区及缓冲区）
种植白骨壤、黄槿、椰子、木麻
黄等树种约358亩。同年，停
运保护区内十多座风力发电
机，避免发电机旋转对鸟儿飞
行造成影响。

文昌会文湿地同时拥有
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多
种生态类型，被称为“教科书
式的热带海岸”，曾被中国科
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等单位评为中国“2016年十
块最值得关注的滨海湿地”之
一。为了保护它，当地政府一
方面退塘还湿，另一方面也把
违规的养殖户搬进楼房，集中
开展养殖，集中治理尾水。

“候鸟是湿地生态质量的
‘监测员’。去年冬天，光是来
到东寨港（三江湾）修复区的
候鸟数量就比往年多出2到3
倍，可见湿地的生态环境一年
比一年好。”冯尔辉说。

“稀客”“贵客”变“常客”

如果想要亲眼一睹珍稀鸟类的风
姿，海南岛的湿地就是一个上佳选择。

湿地与鸟类的生存息息相关，评价
一处湿地，也许动物比人类更有发言
权。候鸟迁徙的过程，也是“用脚投票”
的过程。近年来，我省持续开展生态保
护工作，湿地生物多样性持续增加，也迎
来了越来越多的“稀客”“贵客”，其中不
乏勺嘴鹬、黑脸琵鹭等濒危珍稀鸟类。

时而展翅高飞，时而低空盘旋。此
前，一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鹳现身
昌江打根塘湿地——海尾国家湿地公园
的一个外挂湿地。海尾国家湿地公园水
草丰茂，是省内罕见的保护较好的滨海内
陆淡水沼泽湿地，因此颇受鸟儿青睐。

昌江海尾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薛美丽介绍，黑鹳在海南第一次
被记录是在1899年，100年后的1999
年，有了第二次发现黑鹳的记录。此次
在昌江首次记录到黑鹳，也是海南第三
次记录到黑鹳。

此外，东方四必湾湿地也有黑脸琵
鹭到访。黑脸琵鹭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动物，有着“鸟中大熊猫”之称。它们的
长嘴扁平如汤匙状，与中国乐器中的琵
琶极为相似，因而得名“黑脸琵鹭”。

2006年5月，经省政府批准，东方黑
脸琵鹭省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
区）正式成立，总面积1429公顷，四必湾
湿地就在其中。近年来，保护区内每年
监测到的黑脸琵鹭的数量呈现上升趋
势：2018年 36只、2019年 46只、2020
年54只、2021年52只、2022年88只。

对于黑脸琵鹭的忠实粉丝而言，四
必湾绝对是一个必须打卡点。

四必湾保护区管护站站长李海雄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除了黑脸琵鹭，近年来
四必湾湿地还监测到了白琵鹭、鹗、红隼
等国家二级保护物种。

在来东寨港过冬的候鸟中，曾发现
过黑脸琵鹭、军舰鸟、岩鹭等多种珍稀物
种的身影，其中军舰鸟和岩鹭是2021年
首次在东寨港中观测到的物种。

东寨港红树林湿地公园。
海南日报记者 封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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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中俯瞰海南
岛，绿色是最先撞进
眼帘的颜色。湿地、
树林、草地……连片
成势的绿，浓淡相宜，
生机勃勃。而介于陆
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
态系统之间的湿地，
是其中最独特的那一
抹。

于宝岛而言，湿
地既是珍贵的生态资
源，也是独具特色的
旅游资源。

海南环岛旅游公
路大方展示最美的海
南岛，沿线串起了海
南东寨港红树林、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东
方市四必湾湿地、新
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
园等一系列广为人知
的湿地美景。

湿地奇葩红树林

五月的海南，依然姹紫嫣红。
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

下简称东寨港）里，一眼望不到头的绿意
从近岸向海里蔓延。大风起，这片绿迎
头随着风的方向肆意奔腾。微风时，海
水轻轻摇荡，红树林又安静地接受大海
一遍遍地滋养，时不时用漂浮在水中的
枝叶缠绵回应一番。

浅滩上，成群的招潮蟹在松软的滩涂
里爬进爬出，忙忙碌碌。偶有小拇指大的
小鱼小虾匆匆游过，搅动一圈涟漪。而空
中，成千上万只候鸟绕着东寨港盘旋，继
而又停在水面歇脚，或在滩涂上觅食。

“东寨港是我国建立的第一个以红
树林为主的湿地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也是
迄今为止我国红树林中连片面积最大、树
种最多、林分保育最好、生物多样性最丰
富的自然保护区。”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工程师冯尔辉说，每
年都有数不胜数的游客为此而来。

与东寨港南北相望的是三亚河国家
湿地公园。这片湿地面积广阔，生态资
源丰富。沿着三亚河河岸漫步，可以看
到身姿挺拔的红树林深深扎根于河岸的
滩涂之上，水鸟穿梭其中，时隐时现，在
钢筋水泥、车水马龙的城市中，确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作为湿地中的一朵奇葩，红树林之
美，美在万物生发、动静结合。冬日里来
看，颇能体味。因为冬天的红树林会迎
来一群北方客人。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是
全球候鸟主要迁徙路线之一，海南刚好位
于这条路线上，且海南岛有红树林、河流
和滩涂等多种不同的鸟类生存生境，为鸟
类迁徙、觅食、繁殖创造了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重要的水鸟迁徙及越冬栖息地。

五月的海南，美得绚烂。“花开红树
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的景象一如三
月，在海南的各处红树林里频繁上演。

位于琼海市的沙美红树林湿地公园，
背依金牛岭，远望龙滚河、万泉河和九曲
江。漫步在公园栈桥上，鹭鸟齐飞、鱼翔
浅底，睡莲含羞半放，最是心旷神怡。

东方四必湾红树林。 资料图

黑脸琵鹭栖息在昌江海
尾国家湿地公园。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