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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旖旎。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 李涛 张唯 王洋 马赛尔 摄）

黄昏时分的沙湖，水鸟翩翩伴游船而行。
本报记者 马楠 摄银河湾湿地公园的滩涂上，大白鹭亭亭玉立。 本报记者 王猛 摄

平罗县黄河湿地保护林场资源管护队队长吕军
平（右）和队员在保护区巡逻。

星海湖上兴起水上运动。

石嘴山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

石嘴山市保护修复湿地生态，实现水城相融。

近日，记者一行来到平罗县天河湾国家湿地公
园。垂柳、红柳、沙枣树等本地树种连成深浅不一绿
色的海，草木间点缀着野花。大片水系顺着林带而
行，荷花摇曳水上。

目前，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湿地率达 41.1%。湿
地内沟渠、湖泊、河流均与黄河相连，丰富的水资源条
件和丰茂的植被群落，十分适宜野生鱼类和水鸟栖
息。平罗县是我国西部、东亚和澳大利亚鸟类迁徙路
线上的重要栖息地之一，每年有数万只鸟类被吸引至
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栖息。

近年来，平罗县持续加大湿地保护与修复力度，
深入推进黄河滩区治理，对天河湾区域内湿地系统采
取“人工干预，自然恢复”方式，先后组织实施湿地保
护与修复、森林抚育、退化林分改造等重点工程项目，
并开展了“保护母亲河”等一系列专项行动，进一步提
高园区基础设施和资源保护能力。

“经过这几年的黄河滩区治理，这里生态越来越
好。”平罗县黄河湿地保护林场资源管护队队长吕军
平说，目前，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大约有 135种鸟类、
25种鱼类和57种植物。

说话间，一侧的林带里呼啦飞起一群鸟儿。“这是
苍鹭，那是白鹭。”吕军平介绍，很多候鸟在每年 1到 4
月从南方飞到这里，待到10月再往南方迁徙。

今年 6月至 9月下旬，天河湾国家湿地公园每周
二、四、六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我们随后会进一步完
善林区外围的相关设施，为游客观景创造更好的条
件。”吕军平说。

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石嘴山市的另一片“城市
之肺”。

临近当天下午 6时，沿着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环湖
路行至世纪大道，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南域，沙滩上
已有不少孩子嬉戏的身影，很多市民选择来这里过
周末。

近年来，石嘴山市大力实施补水水质提升、内循

环和南域湿地生态修复“三大工程”，除在星海湖北域
建设潜流湿地外，又将星海湖的东域和南域分别改造
为表流湿地和自然湿地，采取中水补湖、污水净化、水
资源综合利用、功能区整治、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综合
措施，将中水和湿地出水作为补水水源，通过潜流湿
地和表流湿地净化处理达到地表水Ⅳ类水质，再经由
管线引至南域，过中域回到北域，最终实现水体循
环。随着重塑湿地、恢复植被、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功
能强化，星海湖的防洪调蓄和生态安全功能也进一步
提升。

如今的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通过在东域自然湿
地和南域沙洲湿地创建鸟类栖息地，由原来单一的湖
泊生态系统逐步调整为包括湖泊、沼泽、滩涂、草甸等
在内的丰富多样的健康生态系统，不仅调节了区域小
气候，改善了水环境质量，也提高了湿地生态系统稳
定性。

“现在星海湖环境更好了，健身跑道、器械等公共
设施的完善，让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来这里晨练或散
步。”石嘴山市矿业集团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星海湖国家湿地公园相关负责人马杰说，湿地环境保
护修复各项措施的落地，让城市环境越来越好，也让
市民共享生态文明成果。

每一片湿地都是城市中重要的“绿肺”。近年来，
石嘴山市通过实施湿地保护修复工程，开展重要湿地
保护能力提升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湿地
生态环境，湿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逐步改善，湿
地保有量总体稳定。

根据最新国土“三调”全口径湿地统计结果，石嘴
山市湿地面积为 60.42万亩，保护率 35.9%，居全区第
一，高于全区平均湿地保护率 6.2个百分点。该市先
后建立 7个湿地型自然保护地，初步形成以湿地自然
保护区、湿地公园为主，各级重要湿地、一般湿地为补
充的湿地多级保护体系。截至目前，该市湿地共有野
生鸟类269种、鱼类25种、湿地植物665种。

石嘴山市持续改善湿地生态环境，湿地保护率达35.9%——

湿地润城 诗意栖居
本报记者 李 涛 张 唯 王 洋 马赛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