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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拥有
丰富的湿地资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明

确，湿地是指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
然或者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
地带、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六
米的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
人工的水域和滩涂除外。国家对湿地
实行分级管理及名录制度。

我市拥有丰富的湿地资源，湿地
类型较多，沿海有沙石海滩、潮间泥质
滩涂、红树林、岩石海岸、河口水域，内
陆有水库、河流和人工水渠等类型。
我市还有杏林湾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园博苑）、五缘湾湿地公园等一批湿
地公园。

一栈绿茵绕
水清林茂鱼鸟欢
翔安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在空中

无人机的镜头下，宛如一块镶嵌在海中
的翡翠。蓝天白云映衬下，红树林郁郁
葱葱美如画，不时可见白鹭飞过。

刚刚过去的端午假期，许多市民
游客到这里观鸟、看海、赏林、拍照。
游人如织的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成
为我市一处新的网红打卡点。

这是我市首个以红树林为主题的
生态公园，也是福建省最大的人工重
构红树林生态湿地公园，很难想象，这
片“海上森林”，曾是杂乱的淤泥滩地。

上个月，市人大常委会组织执法
检查组视察《湿地保护法》贯彻实施情
况，特意来到这里，实地察看下潭尾滨
海湿地保护、红树林湿地修复情况。

2016年我市开展“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将下潭尾片区规划为滨海湿地
生态公园，通过多年不断的人工增殖
放流鱼类、贝类、虾蟹类和其他海洋潮
间带生物，下潭尾滨海湿地公园构建
起良性的生态系统，连片红树林成为
蓝色海湾上的城市“绿肺”。

执法检查组成员纷纷为这一幅
“一栈绿茵绕，水清林茂鱼鸟欢”的美
丽画卷点赞，在这个公园里，市民还能
步入海上栈道充分亲近红树林。经过
修复与开发，这个公园已建成集科普、
环保、旅游、休闲、观赏于一体的红树
林滨海湿地生态公园，执法检查组在
充分肯定下潭尾生态修复成效的同
时，建议进一步完善周边停车、公共交
通、商业服务等配套，努力实现生态效
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相统一。

近年来，我市遵循“保护优先、严
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和合理利
用”的原则，开展湿地动态监测、名录
编制、用途管制、保护修复等工作，湿
地保护修复成果颇丰。下潭尾滨海湿
地生态公园入选全国海岸带生态和防
灾协同增效典型案例，筼筜湖修复实
践成为厦门生态文明建设样板，我市
湿地保护率连续4年保持61.27%，超
额完成省下达的任务指标。

本报记者 詹文 通讯员 郑勇彬
湿地是重要的生态系统，发挥着

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改善环境、维护
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与人类发展
息息相关，被誉为“地球之肾”。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工
作，把湿地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内容，作出一系列强化保护修复、
加强制度建设的决策部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以下简称《湿地保护法》）去年正式实
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保护湿地的法
律。市人大常委会把《湿地保护法》执
法检查作为今年监督工作重点，在开
展为期两个月的执法检查后，于近日
召开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
议，对执法检查报告进行了审议，督促
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法院、检察院等司
法机关依法履职尽责，加强湿地保护
与修复，探索实践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湿地保护“厦门经验”，深化国家生
态文明试验区建设，更高水平建设高
颜值生态花园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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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分级分类开展
湿地修复。实施《杏林湾
湿 地 生 态 修 复 专 项 方
案》，打造湿地水陆交错
带湿生植物群落，进一步
提升杏林湾省级重要湿
地生态环境质量。

推进滨海湿地生态修
复，海沧鳌冠片区滨海生
态修复沙滩长度 1488
米。实施红树林保护修
复，下潭尾、集美大桥以东
集美侧海岸带、杏林大桥
—新阳大桥段岸线等区域
通过保护修复和生态综合
整治，累计种植红树林
153.2公顷。加强河湖湿
地综合治理，完成全市9
条主要溪河的79个安全

生态水系建设，结合打造
83个景观示范点。

筑牢湿地生态安全屏
障。2022年部署开展互
花米草攻坚行动，开展五
缘湾湿地公园入侵生物调
查和除治，重点清捞、化学
防治福寿螺，打好防范外
来物种入侵“保卫战”，维
护湿地生态环境安全。

此外，我市充分发挥
湿地生态价值，在下潭尾
红树林修复保护、马銮湾
湿地公园建设、过芸溪生
态修复等工程中，合理利
用湿地资源，融合生态保
护与旅游发展，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宜居家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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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审议认为，近年来，在市
委的正确领导下，市政府
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
持续开展湿地保护、修复、
利用等工作，《湿地保护
法》实施以来更是对照法
律规定开展大量工作，取
得阶段性的明显成效，成
绩可圈可点，湿地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

我市着力构建湿地保
护工作体系，推进湿地保
护布局谋划，加强湿地管
控，逐步完善湿地资源管
理，推进湿地保护形成共
治格局。

编制发布《厦门市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
远景目标纲要》《厦门市国
土空间生态修复专项规划
(2021-2035年)》等，将开

展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工作纳入发展规划，着
力构建“一屏一湾十廊”

“打造蓝色海湾城市”的湿
地保护空间格局，推进实
施19个湿地生态修复项
目，生成10个湿地生态修
复储备项目。

2020年、2021年，我
市先后编制并发布两批湿
地名录共34处，其中省级
重要湿地1处，为杏林湾
湿地公园，市级一般湿地
33处，均严格落实重点湿
地和一般湿地保护管控责
任。

此外，我市不断加强
日常监督检查，建立健全

“林长+检察长”“林长+法
院院长”“河长+检察长”

“河长+法院院长”等联动
机制，形成湿地保护行政
执法与司法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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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翱翔杏林湾。（资料图/本报记者 王火炎 航拍器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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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市人大常委会
组成人员建议，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全面落实法
律规定的执法责任，加强队伍建设，加大巡查
力度，对占用、开垦、填埋、破坏湿地等各类违
法行为进行坚决打击，做到发生一起就坚决处
理一起，让法律制度的牙齿“咬合”起来。

进一步加强对民间放生、赶海等活动的
规范和引导，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和破坏生态平
衡。不断完善湿地保护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
衔接机制，加强沟通联系，加大信息共享和业
务交流，综合采取检查、约谈、行政处罚、公益
诉讼、民事赔偿、刑事处罚等多种方式，共同加
大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始终
保持打击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法律宣传解读工作，
凝聚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保护湿地的共
识。按照《湿地保护法》的规定，建立完善湿
地保护专家咨询机制，发挥农林渔水、生态
环境、野生动植物等领域专家学者的作用，
为我市湿地保护决策提供意见建议。

如何更好地贯彻实施《湿地保护法》，市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建立健全协调工
作机制，抓紧开展保护规划编制，强化湿地
保护修复与利用。

湿地保护涵盖了水环境保护、海洋环境
保护、农业农村管理、河湖管理等方方面面，
涉及多个部门、各个层级，必须各级各部门
齐心协力、齐抓共管，才能确保法律规定落
地见效。市、区政府要梳理和完善湿地保护
相关文件及制度，厘清部门职责边界，健全
和完善部门协作、调度通报、信息共享等工
作机制，定期研究并解决湿地保护工作中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形成各司其职、一体推进、
合力保护湿地的工作格局。

进一步摸清家底，了解我市湿地的类
型、分布、面积、生物多样性，坚持保护优先、
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复、合理利用的
原则，结合我市近海与滨海湿地、河流湿地、
人工湿地等资源特点，明晰湿地保护的目标
任务、总体布局、保护修复重点和保障措施。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做到保护与发展并重，积极树立先
进典型，围绕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
等各项工作，探索实践一批可复制、可推广
的湿地保护“厦门经验”。

运用科技手段，加强湿地的动态监测，
强化生物多样性的摸底、监测、保护，采取措
施预防和控制人为活动对湿地的不利影
响。湿地利用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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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修复方面，
坚持自然恢复为主、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
结合，加快实施退化湿地修复，改善湿地生
态功能，使厦门的海岸线、海岛、河流等自然
湿地都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和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