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在城市里遇见“貉”

目前，本市监测记录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种，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
生动物超过   种，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种；
建有自然保护区 个，市野生动物栖息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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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科普
了解之后更好保护

“条例”第18条：根据市野生动物栖息地

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市野生动物栖息地内开展

科学考察、科普教育、自然观光等特色活动。

迄今，上海已记录到野生鸟类516种。

浦东新区曹路镇民唐路198号，金海湿地

公园，上海市第一批命名的12个野生动物栖

息地之一，也是浦东新区唯一的野生动物重

要栖息地，总占地面积约41.8公顷。

这里拥有良好生态环境，是水鸟重要的

迁徙驿站。每当冬去春来，就到了观鸟好时

节。此时，环保志愿者来了，漫步林间，时不

时举起相机记录。

野生动物保护，先要有了解，才会有行

动。地方立法倡导栖息地野生动物保护的公

众参与和志愿服务，多种形式，只要有益于保

护，就值得尝试。“条例”第18条说，根据市野

生动物栖息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市野生动

物栖息地内开展科学考察、科普教育、自然观

光等特色活动。

事实上，在栖息地，记录鸟类，也是一种

科普。关于鸟类的故事，志愿者的镜头，为爱

鸟的人们揭晓一个个有趣的答案。在金海湿

地，最常见的一种翠鸟，名叫“普通翠鸟”，小

个子，从头顶到背腹，蓝绿色，中间一条蓝带，

从腹背到尾巴，橙棕色。普通翠鸟在水边过

日子，行动敏捷，爱吃鱼。名叫“普通”，其实

不普通。周边生态环境好不好，有没有普通

翠鸟，就是风向标，因为，它对生态环境要求

比较高，就成了环境指示物种，着实不普通。

黑翅长脚鹬，自然是腿比嘴长，你看，浅

水中、沼泽上，它闲庭信步，安详又优雅，丝毫

没有好斗的模样。至于树鹨，每年4月初迁

来，10月下旬再南迁，好热闹爱扎堆，模样不

算出众，可也是栖息地里的一道风景。

“条例”第18条还说，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应当加强对有关活动的指导、监督，提升

市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服务功能，促进与周

边社区的协调发展。

实践中，这样的立法导向，也多有尝试。

今年3月3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上海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邀请市民公众，以各种

方式走进野生动物栖息地。

在崇明东滩“云观鸟”。通过直播镜头，

平时难以接触的东滩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就

在眼前——水塘中、芦苇间、滩涂上，大片大

片的鸟儿们成群结队、优哉游哉，有的即将北

飞抵达繁殖地，有的已经落户崇明东滩。

在松江林地，探访獐。在松江叶榭獐极

小种群恢复与野放项目栖息地，市绿化市容

局、市林业总站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同探访

生性胆小的上海“土著居民”——獐。人们协

助维护监测设施，检查红外相机，更换电池，

还种植了獐喜欢吃的黑麦草。截至去年底，

基地内活跃着70多头獐，已经达到最初的建

设目标。目前，全市8个獐野放点共生活着

200多头獐。

探访活动，提高了专业人员对栖息地现状

的了解，也让市民公众提升了自然保护意识，

助力上海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之城！

修复
提升生存环境质量

“条例”第14条：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

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

方案的要求，采取原生植被保护恢复、水生态

功能优化、外来入侵物种防治以及特定野生动

物引入等措施，对原生状态退化的野生动物栖

息地进行修复，提升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质量。

充满诗意的栖息地，是什么样子？华漕

吴淞江鸟类栖息地，算一个。

河道蜿蜒，乔木和灌木错落有致，木栈道

和碎石路野趣盎然；河边、树上、道旁，一只、

一对、一群，歌喉婉转，这里就是鸟的天堂，当

然，这是修复后才有的天堂。

“条例”第14条，特别规范了栖息地修

复。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

应当按照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方案的要求，

采取原生植被保护恢复、水生态功能优化、外

来入侵物种防治以及特定野生动物引入等措

施，对原生状态退化的野生动物栖息地进行

修复，提升野生动物生存环境质量。

这样的法定规范，在现实保护中，已有可

行性验证。目前，闵行区有4个野生动物重要

栖息地，包括吴泾塘湾野生动物栖息地、浦江

蛙类栖息地、华漕吴淞江鸟类栖息地和浦江

郊野公园湿地生态修护项目。

其中，华漕吴淞江鸟类栖息地位于吴淞江

边，西侧毗邻沪蓉高速，东邻纪淞路，南侧为规

划生态廊道。观测显示，吴淞江鸟类栖息地内

共记录到鸟类32种，分属6目19科，其中，上海

市级保护鸟类有7种。这里以林鸟为主，数量

最多最常见的，是上海市民最熟悉的“四大金

刚”——白头鹎、乌鸫、珠颈斑鸠、麻雀。

那么，栖息地又是如何修复？疏通原有的

河道，净化水质，调整植物构成。其中，生境设

置，颇见匠心。砂坑和雨水花园，鸟儿们喜欢，

先设置好；树上，安置数十只人工巢箱，方便鸟

儿停留筑巢。碎石路、木栈道、木栈桥，也都精

心打磨，尽可能减少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

在鸟类活动核心区域，种植珊瑚绿篱，与人类

活动区域隔离，安心栖息，不成问题。

再看，浦江郊野公园湿地生态修复项

目。这里着力改善周边河道水环境，通过湿

地构建、水系构建和生态水净化，引入鸟类，

构建栖息地，形成观赏价值显著、秋景极具特

色的森林湿地。

近年来，在申城各大野生动物栖息地，因

地制宜的生态修复，让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其中，全市森林覆盖率已从1999年的3.17%

提升到2022年的18.51%，良好的生态环境底

蕴，为野生动物繁衍生息提供了庇护环境和

保护氛围，物种和数量呈现恢复性增长。

禁猎
明确野保共同责任

“条例”第6条：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禁止违法猎捕、运输、

交易野生动物以及从事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

禁止性行为，禁止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

2020年7月8日，松江区全域禁猎。继南

汇东滩、奉贤区、崇明区、金山区、青浦区后，

这是上海第6个野生动物禁猎区。

从此，松江区全年均为禁猎期。在禁猎

期内，禁止猎捕野生动物、妨碍野生动物生息

繁衍及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活动；因科学

研究、种群调控、农业生产、疫源疫病监测或

者其他特殊情况需猎捕野生动物的，应当依

法申办批准手续。如果在禁猎区非法猎捕野

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没收猎获

物、猎捕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若构

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政府通告还特

别公布了举报电话：12345。

今天表决通过的地方立法，再次明确野

生动物保护共同责任。“条例”第6条说，保护

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禁止违法猎捕、运输、交易野生动物以及从事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性行为，禁止破坏

野生动物栖息地。任何组织和个人应当自觉

遵守国家和本市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增

强保护野生动物和维护公共卫生安全的意

识，防止野生动物源性传染病传播，抵制违法

食用野生动物，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禁猎之外，条例17条明确在市野生动物栖

息地的禁止行为还包括：禁止开挖取土、阻断

水源等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的行为；禁止破

坏、损毁有关保护、监测和科普等设施设备。

同时，“条例”第19条特别规范了“栖息地

避让”—— 机场、铁路、公路、航道、水利水电、

风电、光伏发电、围堰、围填海等建设项目的选

址选线，应当充分考虑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

护的需要，避让自然保护地以及其他野生动物

重要栖息地、市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徙洄游通

道；确实无法避让的，应当采取措施，消除或者

减少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不利影响。

立法审议中，一个共识是深入践行人民城

市理念，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本质要求，对国

家大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基本制度进行必要衔接

和细化，重点将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中的有

益经验予以提炼、固化和创新完善，形成契合上

海特色的制度规范，以法治助力生态之城建

设，以法治实现更高水平的野生动物保护！

《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上午表决通过

从“野生动物栖息地”到生态之城

上海，通江达海，地处长江入
海口，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
鸟迁徙通道的重要中转站，野生
动物特别是野生鸟类资源丰富。
今天上午，市十六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上海
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立法一大亮点：建立市
野生动物栖息地制度。上海要成
为生态之城，“野生动物栖息地”
通向的，正是——沙鸥翔集、鱼翔
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生态文
明新景观。

本报记者 姚丽萍

貉，不只在成语词典里。

在申城，松江、闵行和青浦，是貉最多

的几个区。松江区，七八十个小区、公园、

绿地，均有貉分布。

小区里，若遇见貉，不要投喂，不要驱

赶，保持安全距离！

这不只是经验，更是法定规范。《上

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   条，明确

禁止投喂野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野生

动物；居住区内发现野生动物种群数量

异常等情况，可以向区野生动物保护主

管部门报告，由后者采取必要措施予以

保护。

显然，遇见貉，随意猎杀、食用或投

喂、放生，违法而且危险。

在城市，特别是人口密集的超大型城

市，人与野生动物如何共存？上海等城市

已做出大量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

保护野生动物，无论什么样的制度设

计，都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目前，最现

实最有效的办法，是栖息地的修复和保

护，让人与野生动物在生态之城中各得其

所，美美与共——远远欣赏，互不干扰，就

很好。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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