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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旅融合IP。瀛东度假村的桨板运动，西沙明珠湖景区的龙舟赛、

路亚钓项目……在崇明，体旅融合可以有很多种新尝试。

作为“上海最后的留白地”，如今横沙岛也有了自己的特

色“体育 + 旅游”项目——越野卡丁车。上海有许许多多赛车、

卡丁车运动爱好者，也有一些卡丁车娱乐场地。但市区的场地

受限于面积，爱好者们难免想要挑战更多新赛道。2022 年，出

生成长于横沙岛的张帆决定从上海回乡创业。考虑到横沙的优

质生态，非常适合推广年轻人喜爱的户外运动，最终他决定引

进卡丁车，并打造了上海稀缺的越野卡丁车场地。

在横沙越野卡丁车基地不远处，有村里最大的柑橘采摘园。

随着基地逐渐在上海积累良好口碑，张帆一直在思考：如何挖掘

产业联动资源，尝试和周边民宿、蔬果合作社、特色餐饮合作，

通过“抱团取暖”，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为此，他和柑橘采摘

园合作，“来玩卡丁车，免费畅吃横沙岛橘子！”柑橘采摘园负

责人也表示，自从双方合作后，采摘园的销量增长明显。

崇明区体育局局长姚李超在今年环崇明岛国际自盟女子公

路世界巡回赛开赛之际表示：“崇明的田、林、水、湖、湿地、

公园、廊道等自然资源，都是户外运动的理想场所，打造户外

运动的天堂，崇明大有可为，也正大有作为。”

与绿共生

在常住人口 2487.45 万的上海，有 519 种鸟类。根据上海

林业部门介绍，这些野鸟中，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有

27 种，列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有 92 种。

上海的鸟类，可以被视为野生动物多样性中一张非常具

有代表性的“名片”。考虑到上海的面积大约只占全国面积的

0.06%，如此规模的种类与珍稀度更是难得。复旦大学生物多样

性科学研究所所长马志军此前告诉本刊，上海鸟类种类丰富，

主要和上海独有的自然环境与地理位置有关。

每年 3 月下旬，在澳大利亚等地越冬的大滨鹬，开始了漫

长北飞。这些能够“环球飞行”的鸟类，中途在中国沿海滩涂

停歇补充能量，之后继续赶路，最终到达西伯利亚冻原地带的

繁殖地。包括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在内的上海诸多沿海滩涂，

都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中间节点，是鸟儿们

重要的“中转站”。

根据近些年的监测数据，每年在崇明东滩过境、停留的鸟

类总量达百万只次。从 2002 年开始，持有崇明东滩“身份”的

候鸟不断在全球各地被观测到。

2024 年 7 月，在第 46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

会会议上，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作为中国黄 ( 渤 ) 海候鸟

栖息地（第二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一最新成就，让世人看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更多可

能性。在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为来来往往的候鸟打造一个理想

驿站，并非易事。20 世纪 90 年代，崇明东滩曾面临生态危机，

除了围垦等人类干扰，还有外来植物互花米草的强势入侵。随

着一系列生态修复项目实施、长江大保护举措落地，东滩的候

鸟数量连年攀升。

崇明是诸多候鸟的“国际中转站”，也是长江门户生态屏

障。长江在此汇入东海，也孕育了包括长江江豚在内的诸多珍

稀水生动物。长江江豚，我国现存唯一淡水豚类，也是地球上

最为古老的物种之一。因其嘴巴微微上扬，像是一直在微笑，

故被称为“微笑天使”。虽长得喜庆，但江豚的命运却岌岌可危，

数量极少，堪称“水中大熊猫”。

随着“长江十年禁渔”等长江大保护战略的深入实施，长

江江豚的生存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由于饵料资源增加、人类干

扰减少，长江入海口的东风西沙水域及青草沙水域已成较为成

熟的江豚栖息地。仅 2022 年，上海市水生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

中心监测团队就在上述两块水域累计监测到长江江豚 15 头次。

无论是候鸟还是江豚，崇明都以自身努力，摸索出与其和

谐共生的绿色生态之路。这是一条生态、生产、生活融合发展

的新路，更是世界级生态岛围绕“人民城市理念”而进行深度

实践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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