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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李白蕾）市十
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听
取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湿地保
护与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近
期，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审议意见，
提出要在省级及以上重要湿地建
立日常保护管理机构，这项工作
有望在明年底完成。

在审议有关报告时，市人大常
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市政府及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湿地保护各项工作走在
全省乃至全国前列。但仍存在一

些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包括保
护管理机构设置不健全，省级及以
上重要湿地未全部设立日常管护
机构，还有湿地保护和利用统筹不
够等问题也需引起重视。

针对存在的问题，审议意见
提出要提升保护合力，将湿地保
护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建立省级及以上重要湿地日常保
护管理机构，通过“合署”“挂牌”
等方式，落实重要湿地管护职责。

要突出规划引领，做好《福州
市湿地保护规划（2014-2025）》终

期评估，并适时启动我市下一轮湿
地保护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明确细
化湿地名录内每块重要湿地、一般
湿地保护修复的主要目标、重点任
务，推动规划落实落细。

要统筹保护发展，彰显湿地价
值。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争取在
2026年 6月前推动红树林湿地列
入重要湿地名录。力争在今年底
前科学发放长乐海蚌资源增殖保
护区内的海蚌采捕许可证，推动合
理利用海蚌资源。要根据湿地生
态功能的重要程度，科学划分湿地

等级、及时发布湿地名录、依法分
级管控湿地，对于因重大项目规划
而暂未列入重要湿地名录的湿地，
要严格落实保护管理措施。要坚
持生态优先、因地制宜，科学合理
开发利用湿地，将湿地保护与文化
旅游、科普宣传相结合，积极探索
湿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要强化监管监测，加强基层
执法队伍建设，力争明年年底前
做好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管理处行政执法人员资格认
证考试工作，推动闽江河口湿地

自然保护区等重要湿地执法有效
衔接。同时，要持续做好山仔水
库、东张水库藻类水华防治，继续
推进磨溪等内河治理。

要注重宣传引导，用鲜活的
典型事例讲好湿地故事，创新湿
地保护法律法规普及与宣传方式
方法，提升公众法治素养和尊法
守法意识，推动湿地保护形成多
元共治的良好格局。

对于以上审议意见的研究处
理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
踪监督。

本报讯（记者 宋亦敏 通讯员
陈建云）5日，一条受伤的海豚搁
浅长乐海滩，当地海滩巡逻队员
发现后，与相关部门救援人员一
道，将海豚送往专业救护站。

最先发现搁浅海豚的，是长
乐湖南镇海滩巡逻队队员刘申
官。他告诉记者，当天 11 时 45
分，他巡逻至大鹤省级森林公园
猪脚山附近时，看到海滩上有一
大团黑色物体，走近后才看清楚
是一条海豚。起初，他以为海豚
已经死亡，并随手摸了一下。不
料，海豚立即甩动尾巴。

“我摸着它的皮肤发现很烫，
而它嘴里还发出‘吱吱’的叫声，
仿佛在求助。”刘申官说，他立即
用水桶提来海水，浇在海豚身上，
以保持其身体湿润，并呼叫当天

一同巡逻的队友谢孔枝、林金
旺。随后，三人合力将海豚抬到
附近一个积水坑里，让海豚浸泡
在海水中。

接到巡逻队员电话后，长乐
区海渔局、福建省水生野生保护
动物救护联盟——福州欧乐堡海
洋世界救护站工作人员立即赶到
现场。经救护人员辨识，这是一
条瓶鼻海豚，体长约 2.3 米，重
100 多公斤。救护人员检查发
现，海豚吻部、腹部等有明显伤
痕，并出现体温较低、喘息等多种
不适。

经过简单处理，在救护人员
指导下，海豚被众人合力抬上救
援车辆，送往福州欧乐堡海洋世
界救护站进行救治。

5日晚上 9时许，记者从福州

欧乐堡海洋世界救护站了解到，
工作人员从受伤海豚胃里掏出长
1.5 米、手指粗细的尼龙绳，以及
塑料袋、水草等异物。海豚被送

入水里后，由于体力较差，加之长
时间不进食、没活动，无法自主游
动，目前仍处于危险期，正在接受
输液治疗。

福州欧乐堡海洋世界救护站
工作人员提醒，市民遇到海洋保
护动物搁浅、受伤等情况时，应及
时联系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或报警
求助。

据了解，瓶鼻海豚是鲸目海
豚科瓶鼻海豚属哺乳动物，又称
尖嘴海豚、宽吻海豚，因长鼻子往
往会联想到长颈瓶而得名，喜欢
群居。瓶鼻海豚是最聪明的动物
之一，脑容量甚至比人类还要大，
比猴子聪明许多，猴子练习几百
次才学会的技巧，瓶鼻海豚只要
训练一二十次就能熟练运用。目
前，瓶鼻海豚已被列入《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
附录 II，在《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
列为近危物种，现为我国二级保
护动物。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李勤杰）5日晚，福州海警局执法
员成功救助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黑嘴白鹭。

当天21时许，福州海警局“湄
洲舰”执法员谢伟雄发现，停靠在
码头的舰艇右舷通道上落有一只
全身白色的鸟，应该是受伤了无
法飞行。“我走过去摸它，它不动，
也不怕我，显得十分乖巧听话，好
像是向我求助。”谢伟雄说。

之后，谢雄伟把鸟带到舱内，
并第一时间联系马尾区亭江镇自
然资源所。通过拍照辨认，这是
黑嘴白鹭，系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

鉴于这只黑嘴白鹭整体状态
不佳，目前已移交给亭江镇自然

资源所。该所工作人员说，将对
其进一步观察治疗，待其完全恢
复后放归自然。

据了解，黑嘴白鹭素有“环保

鸟”美称，主要以各种小鱼、小虾、
水生昆虫等为食，对环境和水质
都有较高要求，已被列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野生动物“落难”，人类相
助。我们欣喜地看到，搁浅的
海豚，受伤的白鹭，在市民帮助
下，都住进了救护站。这是“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注脚。

人与自然，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是“命运与共”的关系。
如果遇到珍稀动物遭险，人类
却爱答不理，随其自生自灭，那
还谈什么“命运与共”呢？动物
是生命链中的一部分，更是生
态平衡的重要因子，少了蛇和
猫头鹰，就有了老鼠的猖獗，就
有了农田的遭殃；少了鸟类，有
害昆虫就会泛滥。这就是生态
平衡，没有这些动物，仅靠人类
是无法实现这份平衡。而人类
的小小善举，给了小精灵们生

的希望，也让我们生活的星球
变得更加多姿多彩。

湿地和森林、海洋并称地
球三大生态系统，被喻为“地球
之肾”。福州拥有丰厚的湿地
家底，是全球候鸟迁徙九大路
线之一——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徙线上的中转地和补给站，
这里山美水美，得到数以万计
候鸟的青睐。号称“闽江三宝”
的中华凤头燕鸥、勺嘴鹬、黑脸
琵鹭，时常在闽江口“同框”，为
有福之州好生态“代言”。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家园，需要每个人从点滴做
起，从小事做起，共同爱护我们
生活的环境，共同守护身边的

“山水精灵”。

黑嘴白鹭“求助”福州海警相救
素有“环保鸟”美称，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海警执法员将黑嘴白鹭移交给马尾区亭江镇自然资源所海警执法员将黑嘴白鹭移交给马尾区亭江镇自然资源所。。
（（福州海警供图福州海警供图））

这是“和谐共生”的注脚
方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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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口岸端午假期
客流量预计近6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张铁国 通讯员 汪桢）记
者昨日从我省边检部门获悉，8日至10日，福
建口岸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近 6万人次，日均
出入境客流量较 5月增长约 13%、较 2023年
端午假期增长约 41%。其中，两岸“小三通”
航线出入境客流量预计超1万人次。

据预测，假期客流高峰将出现在 10日，
当日出入境客流将超 2万人次，旅客出行目
的以探亲、旅游和商务交流为主。福州长乐
国际机场假期每日出境客流高峰时段为7时
至 9时，入境客流高峰时段为 19时至 21时。
福马“小三通”航线预计 9日、10日出现客流
高峰。

福州火车站
明日迎端午客流高峰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 通讯员 韩毅）
2024年端午假日铁路运输今日启动，至11日
结束，共5天。记者昨日从福州火车站获悉，
端午假期，福州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56万人
次，日均 11.2万人次，相比 2023年增加 6.08
万人次，增幅12.18%。客流高峰日为8日，预
计发送旅客约17万人次。

据悉，端午假期，福州火车站客流主要以
短途探亲、旅游流为主，主要流向为省内厦
门、龙岩、三明、南平、福鼎等地。为此，福州
火车站将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时段和热门
方向的运力投放，计划增开往厦门、南平、福
鼎、宁德、武夷山、龙岩、上海虹桥等方向旅客
列车126列。

完善省级及以上重要湿地日常管护机制
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审议意见推动湿地保护与管理

草长莺飞，红树成林，入海口
变为湿地公园，昔日“失地”重回
湿地，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生态画卷，折射出福州推进湿
地“生态保卫战”的傲人成绩。

派江吻海，山水相依，丰富的
水资源，为有福之州带来满满的湿
地家底。近年来，福州法院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定期联合公安、林业、水利等部门，
开展湿地区域内打击破坏野生动
物资源专项行动，加大对珍稀濒危
野生动物保护力度。

从制度入手，拓宽环境修复
新思路。福州法院积极探索湿地
生态环境修复机制，出台一系列
创新举措：

2022年5月，连江法院依法审
结全国首例适用海洋碳汇修复生
态的盗采海砂案件，以碳汇认购

“小切口”，解决生态修复“大问
题”；

持续拓展海洋碳汇司法应用
新领域，在盗采海砂案件中引导
被告人自愿购买碳排放指标，抵
消海洋渔业执法船艇海上执法巡
逻产生的全部温室气体，实现海
上“零碳执法”；

丰富湿地生态修复方式，引
导被告人委托专业机构补植红树
林履行生态修复义务，在沿海滩

涂区域种植红树林 87.5 亩，构建
“红色涵养”固碳体系；

……
福州中院相关负责人说，福

州目前已逐步形成“蓝碳修护”
“零碳执法”“红色涵养”“协同共
治”的湿地生态修复模式，实现惩
罚、修复、教育“三赢”局面。

近年来，福州中院积极响应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闽东北经济
协作区协调发展战略，充分发挥
领头作用，协同推进各地湿地保
护工作。

福州法院联合三明、莆田等地
法院，签署《关于推进闽东北协同
发展区五地法院闽江、敖江流域生
态司法保护协作框架意见》，并率
先在国际重要湿地——闽江河口

湿地国家级保护区设立生态司法
保护基地，协同有关单位和部门共
同开展中华凤头燕鸥等候鸟保护、
互花米草治理、湿地自然保护区巡
护等工作，该基地也获评福建法院
生态环境司法十大体验基地。

建立司法保护协作框架。今
年5月，福州中院与市林业局签署
相关协议，就湿地生态司法保护联

席会议机制、生态修复、普法宣传、
大生态理念等达成共识。并在已
形成的湿地司法保护品牌基础上，
整合辖区法院资源，推出“七个一”
举措，倾力打造有亮点、多元素、可
宣传的湿地保护精品路线。

目前，福州全域10个省级以上
重要湿地均设立司法保护工作室、
增挂巡回法庭牌子，巡逻志愿者队
伍不断壮大，保护区域日益拓宽，湿
地司法保护屏障正逐步形成。

推动宣传教育，打造共享格
局。近年来，福州法院利用世界
湿地日、爱鸟周等节点，联合相关
部门开展生态司法保护宣传活
动，不断扩大湿地生态司法保护
普法宣传覆盖面，厚植人民群众
湿地生态司法保护理念，提升湿
地生态司法保护品牌影响力，将
湿地生态司法保护打造成全民共
建共享的功业。

下一步，福州法院将不断提
高湿地生态司法保护的认识自觉
和行动自觉，立足实际，着眼创
新，精耕细作，加大湿地生态司法
保护创建力度，深化全方位多领
域合作，让美丽湿地真正成为全
民共享的绿意空间，为美丽福建、
清新福建、生态福建建设提供更
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形成四种生态修复模式 实现“三赢”局面

福州法院持续推进湿地保护
本报记者 阮冠达

成群的水鸟在闽江河口湿地嬉戏觅食成群的水鸟在闽江河口湿地嬉戏觅食。。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林双伟摄林双伟摄

受伤海豚搁浅 众人合力施救
事发长乐海滩，海豚已被送往专业救护站

搁浅海豚被海滩巡逻队员临时安置在水坑里搁浅海豚被海滩巡逻队员临时安置在水坑里。。通讯员通讯员 陈建云摄陈建云摄

走好特色路 幸福踏歌来
（上接1版）畅销 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成了
全国首家规模化开展鲍鱼活性肽产业化基
地，成为中国鲍鱼精深加工和海洋生物制品
领军者。在吃透“一粒鲍”的同时，还以“公
司+基地+农户+科技+订单”的利益联结方
式，提供就业岗位353个，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还可以怎样把“土特产”这篇文章做实做
透，让乡愁留得住、发展看得见？不妨将目光
聚焦在以苔菉镇北纬 26°民宿为代表的环
马祖澳滨海片区民宿集群上。

“连江因海而生、向海图强，我们充分发
挥‘山海连江’的特色优势，鼓励民宿经营者
合理利用自然环境、人文景观、资源特色等，
打造民宿集群，逐步形成了环马祖澳滨海片
区、贵安温泉片区和闽江口片区等三个组团
民宿。”连江县文体旅局局长丁光棋介绍，目
前全县已有38家民宿投入运营，民宿业已成
为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苔菉镇充分利用滨海特色资源，集
中打造了北纬 26°、沐·阳光、花田厝、船长
之家等 18家民宿，这些海景民宿主打观海、
听海、亲海；贵安温泉片区以山云小筑、遇见
存后、归也蛙声里等为代表的民宿则充分利
用贵安温泉特色资源，主打温泉康养；闽江口
片区的望江园、赶海时光等民宿，以滨江风
光、滩涂赶海等为特色，从“网红”走向“长
红”，持续塑造高质量发展之路。

向美而行
从“一域美”迈向“全域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行走在连江广
袤乡村，清澈河流充满生机活力，平坦村道向
农家新居延伸，山风海韵五百里，串珠成链一
路通，大美景象令人沉醉。

漫步在黄岐镇后沙沙滩蔚蓝海岸，参会
人员被清澈的海水、柔软的沙滩与崭新的游
客服务中心、观海民宿所折服，掏出手机拍下
绝美海景，留住美好瞬间。

黄岐镇党委书记王海峰介绍，这是该镇
与县属国企文投公司合作，以高品质、高标准
的建设理念，通过海滩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和
精准招商，挖掘出蔚蓝海岸以及海边特色露
营地、海景餐厅、开放酒吧、无边泳池、军旅特
色民宿等新业态，成功招募到冲浪、沙滩摩托
车、共享电动车等项目，还提供宠物寄养服
务，将环境从“脏乱差”向“洁净美”转变，实现
了游客在度假区内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从
传统观光游向度假体验游升级。

平流尾地质公园通过生态修复，让废弃
鲍鱼养殖场摇身变为滨海文旅休闲空间，带
来环境颜值、生态价值和地区产值的多重提
升，绘就美美与共新画卷。

从“一域美”，到“全域兴”。如何充分挖
掘和利用乡村的资源禀赋、地域特色，成为参
会代表共同思考的问题。各地正努力让每一
个乡村都散发独特味道，让“留得住绿水青
山，记得住乡愁”变成现实。

永泰嵩口古镇，践行“自然衣、传统魂、现
代骨”的改造理念，通过引进台湾先进的乡建
经验“针灸模式”——尽可能留下古镇的原始
生活形态，以“针灸式改造”为古镇调养生息，
并将当地村民的感受摆在第一位，让昔日破
败古镇焕发新生，还吸引了大批城里人来这
里“寻乡愁”。

涓涓流水环绕苍翠农田，点缀其间的白
墙青瓦，别具韵味……经过系统治理后，长乐
鹤上镇新览村移步换景。面对底子不同的众
多乡村，长乐根据各村居环境基础，迭代开展
村庄清洁“六清一改”、“五个美丽”建设等行
动，让各村美在其中，美美与共。

纵观此次现场会，更像是一次互促共进
的头脑风暴，“赛马”比振兴，携手共赴可期的
乡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