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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候鸟的生命驿站
此次主题活动为何选择在盐城举办？

盐城是长三角地区为数不多拥有世界自然

遗产的城市，是经济发达人口稠密地区保
护自然生态的创新典范，好生态是盐城最

硬也是最耀眼的一张底牌。2019年 7月 5

日，黄海湿地作为中国唯一的滨海湿地，成

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麋鹿、丹顶鹤、勺嘴

鹬作为盐城的“湿地吉祥三宝”，闻名世界。
作为东半球第一块潮间带世界自然遗

产，盐城黄海湿地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这里植被覆盖率近 90%，600 多种植物密

布沟、港、河、池塘、沼泽、湖泊。每年，几百
万只候鸟将这里作为生命的驿站，上百万

只鸟在这里越冬，这片秘境之地，有着不可
替代的生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黄海湿地

不仅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生态保护
屏障，更是美丽江苏的典型风貌。

全球生态的治理力量
这些年，盐城积极做好做足“生态+”大

文章，积极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更大力度参

与推进二期申遗工作，倡导并构建环黄海
生态经济圈，推动黄（渤）海湿地国际会议

升格为国际论坛，以“生态朋友圈”广泛凝

聚保护湿地的全球共识。同时依托丹顶鹤
和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海森林公园、

荷兰花海等一批湿地生态景区，全力打造集
世遗保护、研学科普、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

体的世界级生态旅游目的地，让更多的人
来发现和领略这片东方湿地的独特魅力。

“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利用，盐城以

此为新起点，严格履行《世界遗产公约》，更
大力度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加快创建国

际湿地城市。”盐城市委书记戴源在致辞中
表示，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我们将用实际

行动、发展成效，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我们期待通过这次活动，以黄海湿地为

切入点，探索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发展路
径，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推动黄

海湿地成为‘共建共享、永续利用’的和谐
遗产地，为建设‘美丽中国’和全球生态治

理贡献更多的‘盐城力量’。”

生态价值的经济效应
在主题报告环节，盐城市市长曹路宝

讲述盐城在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

遗产保护管理实践。他表示，世界自然遗产
的科学有效保护，关键在于人与自然的和

谐共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不仅有着重要

的生态价值，还有着特殊的经济价值和综

合效应。曹路宝坦言，当年面对保护与开发
的两难之困，盐城也曾经历过经济利益与

生态效益的艰难取舍。为了更好地保护这
片湿地，盐城作出重要决策，放弃已经依法

得到批准的条子泥、高泥和东沙区域百万
亩滩涂围垦计划，将这些区域严格保护起

来，为此付出的前期投入和将来的潜在经

济价值不可估量。“盐城黄海湿地是非常重
要的生态空间，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划出

的我国 16个重点地区中，盐城就有 2个，
占总面积的 42%，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

们提出黄海湿地申报自然遗产的重要决
策，就是希望更深入与沿线国家和城市一

道，共同扛起保护湿地的使命担当。”
当天，盐城发布《世界自然遗产可持续

发展盐城倡议》。倡议提出，今后将建立互动
机制，积极创新管理模式，加强与相关机构、

组织和部门合作，将世界遗产的价值、理念、
精神及品牌力量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中，让

遗产地在保护工作中得到可持续发展。
此次主题活动是我国所有世界自然遗

产地、自然文化双遗产地，以及自然遗产提
名地代表数量最多的一次全家福。现场，世

界自然遗产图片展，人们被来自全国 14处
世界自然遗产、4处自然文化双遗产的“美

色”吸引驻足，叹为观止。其间，盐城市湿地
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管理中心与中国林科

院等多家高校科研院所围绕盐城黄海湿地
可持续发展签订了合作协议，黄（渤）海候

鸟栖息地二期申遗工作会议、世界自然遗
产地可持续发展会议等专题会议在黄海湿

地研究院同步开展。本报记者 唐闻宜

龙舟竞渡过端午

    鼓声传来，船桨落处激起串串水花。近日，

第五届江南·民当端午民俗文化旅游节在南浔
区和孚镇民当村举行。当天，五颜六色的龙舟

逐浪竞渡，百余名选手在挥桨竞技的同时一览
江南美丽乡村，感受人文魅力。

和孚镇位于湖州市东郊，境内水系发达，
河港纵横，小桥流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近

年来，和孚镇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深入拓展挖
掘乡村传统民俗文化，已举办过数年的端午

节庆活动，多年积累的良好人气，使得这座美
丽乡村成为了周边人们感受端午传统民俗的

首选地。 沈勇强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唐闻宜）随

着一阵鸣笛声，一列运载着 100

个标准箱嵊州绿茶的中欧（?新
欧）班列“春力号———嵊州茶叶

专列”近日从义乌启程出发，驶
往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首

都塔什干，标志着长三角首趟茶
叶专列成功开行。该趟茶叶专列

系为嵊州当地浙江春力茶叶有

限公司定制的专列，载有嵊州绿
茶 1100吨，总价值 560万美元。

嵊州历来盛产绿茶，是名

副其实的茶叶之乡。作为嵊州
茶叶出口的主要生力军之一，

春力茶业一直致力于向世界推
介低农残、口感佳的嵊州好绿

茶，经过多年打拼已经在中亚、
欧盟、北非等地区占据了有利

的市场地位，形成了较强的品
牌影响力。

但去年以来，受全球新冠
疫情影响，嵊州绿茶“走出去”

的步伐受到了影响。如今，“义
新欧”中欧班列为浙江春力茶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春军带来
了新的启发和希望。“中欧班列

运时短、成本低、运能大、零接
触、经济环保、安全高效，能有

效帮助我们的茶叶走出去。”黄春军说。

“中欧（?新欧）班列是亚欧大陆互联互

通的重要桥梁。”嵊州市副市长史向俊表示，

“春力号———嵊州茶叶专列”是中欧(?新欧)

班列开行以来的首列茶叶专列，专列的开通

将进一步帮助浙江茶企拓展海外市场，为浙
江农副产品出口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据了解，“义新欧”中欧班列是浙江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目前义乌

平台已开通运营线路 14条，辐射欧亚大陆

49个国家和地区，到达境外站点 101个，实
现丝路沿线主要贸易国家与地区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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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杭州。这两座有着相似历史背

景和同样发展前景的城市，正携手同行，
演绎一出精彩的“双城记”。近日，2021南

京·宁杭生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杭州）推
介会举行，16个项目现场签约，涉及数字

经济、智能制造、总部经济等项目，展现了
宁杭经济合作的最新成果。

会上，《宁杭生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

实施方案》发布。根据规划，溧水将加快构
建“一核、一带、一域”的试验区空间格局，

打造宁杭生态经济带上发展最活跃的全域
示范区。其中，“一核”，即溧水生态智慧未

来城，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布局科技服务、
总部经济两大环节的“1+2”产业体系，规划

建设溧水中央活力创新区、南京南部未来

产业先导区以及宁杭经济带成果转化新支
点；“一带”，即串联溧水空港新城、溧水生

态智慧未来城、南京国家农高区的产业创

新带，将依托空港和高铁两大“TOD”核心载

体，发挥核心交通枢纽的辐射效应，打造带
状创新廊道；“一域”，即溧水全域作为宁杭

生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探索宁杭及沿线
城市合作新举措和新路径。

宁杭生态经济带贯穿江苏西南部和浙
江西北部，连接南京与杭州两大核心城市，

长约 270公里，是长三角沪宁杭“金三角”

的重要一翼、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绿色生态，是宁杭生态经济带最为显

著的一大标识。数据显示，宁杭生态经济带
森林覆盖率高达 37.6%，堪称长三角地区重

要的生态屏障。被称为“两山理论”发源地
的浙江安吉，正是位于宁杭生态经济带上。

“宁杭生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建设将
带来区域发展机遇。”杭州城市学研究中

心主任江山舞说，溧水位于南京、杭州和
合肥三大都市圈的交叉带，试验区的建

设，不仅是推动溧水高质量发展的新机

遇，还将促进南京“十四五”构建新发展格
局，带动宁杭沿线城市联动协同发展。

南京溧水与杭州相距仅 200多公里，
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渊源深厚。近两

年来，溧水区主要领导多次带队到杭州洽
谈对接，牵手“浙江第一区”———余杭区，

建设宁杭生态经济带合作试验区，发挥余
杭数字经济和溧水制造业优势，实现发展

共享、优势互补。

“宁杭生态经济带是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的重要内容，溧水正全力推进宁杭合作
试验区，启动了生态智慧未来城 5平方公

里核心区建设。”会上，溧水区委副书记、区

长张蕴表示，“溧水期盼与杭州打破有形
的地理边界、构建无形的发展格局，共同

畅想‘宁杭合作共谋未来’的美好愿景。”
本报记者 唐闻宜 通讯员 李立

南京杭州携手上演“双城记”
溧水打造宁杭生态经济带合作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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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城黄海湿地

江苏盐城“生态+?保护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滩涂延绵，苇丛茂密，盐蒿茫茫，珍禽

和麋鹿自在地栖息、生活……盐城，这个让
人打开心扉的地方，拥有太平洋西岸和亚

洲大陆边缘面积最大、生态保护最好的海
岸型湿地。6月 12日，全国第五个“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在江苏盐城举行，来
自世界遗产专家学者相聚黄海之滨，共谋

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让让让世世世界界界自自自然然然遗遗遗产产产“““活活活起起起来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