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夏日黄三角，晨光熹微，被称为“鸟中绅士”的黑嘴鸥
宝宝破壳而出。从羽毛濡湿地破壳，到摇摇摆摆地走来走
去，只需要一个小时，30天之后便可在空中翱翔；
  在胶州湾大沽河口东岸，胶州湾重点保护鸟类养护观测
站刚刚揭牌不久，“神话之鸟”中华凤头燕鸥的夏秋夜栖地正
在加紧建设。不久以后，成群的中华凤头燕鸥就能在这歇脚；
  刚进3月，济南锦绣川水库就出现了中华秋沙鸭的身
影，这已经是中华秋沙鸭连续第五年到访锦绣川水库。除了
中华秋沙鸭，还有20多种鸟类在这里“落脚”……
  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2023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
济南举办，主题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可以说，它们是美丽山东最
好也最真实的“推荐官”。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山东的蓝天更多了，水质更优了，生态更美了。东方
白鹳、青头潜鸭、黄胸鹀等一些珍稀鸟类在山东的湖泊、湿
地等频频“亮相”。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山东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近年
来，山东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抓环保、促发展，深入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
绿、增长，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加快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2年生态环境质量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优，生物多
样性得到显著恢复和提升，471种鸟儿在山东栖居，占全国鸟
类总数的30%以上；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总体满意度连续
两年超过93%。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取得丰硕成果。”省
生态环境厅厅长侯翠荣说。
  观全省，主要环境指标持续大幅改善。黄河流域、南四
湖流域、小清河干流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例实现100%，一泓

清水为野生动植物创造美好家园。
  最近，一段“人在画中游”的视频走红网络。湖水清澈
见底，湖底的水草摇曳生姿，船行于湖面宛如“空游无所
依”。视频拍的正是南四湖。2001年，国家确定南水北调东
线工程通过南四湖时，湖区水质全面呈劣Ⅴ类，被国内专家
学者称为“天下治污第一难”。
  山东采用“治用保”流域治污体系治理南四湖，退渔还
湖、退池还湖、退耕还湿。最终，南四湖实现了从“酱油
湖”向“生态湖”的转变。去年，全省国控地表水考核断面
优良水体比例达到83.0%，首次突破80%，南四湖、东平湖流
域国控断面首次全部消除四类水体。水雉、白枕鹤、东方白
鹳等珍稀鸟类重现南四湖，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
雀和全球极危物种青头潜鸭在南四湖大量繁衍生息。
  望沿海，生态承载能力显著提升。528处自然保护地涵盖
重要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明
显提升。
  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候鸟生命
线之一，烟台长岛的各个岛屿正处于这条交通线上。得天独
厚的区位，造就了这个候鸟迁徙的“加油站”。5月初，长
岛结束了今年春季的鸟类环志工作。从1984年开展鸟类环志
工作至今，30余万只候鸟在这里领取了环志身份证，留下弥
足珍贵的迁徙信息。
  近年来，山东大力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建设，保护生物多样性。目前，全省共有
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528处，85%以上的国家重
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得到有效保护。
  看内陆，推动绿色低碳发展质效
明显。深入实施“四减四增”三年
行动，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
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
持续改善。
  2022年底，

“无钢”济钢重返中国企业500强，产值超过关停前水平。这
一消息，让众多“向绿而行”的企业受到鼓舞。没有钢了，
济钢新的竞争力反而出现了，在卫星服务、航空遥感等领域
推出了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
  山东接续两轮推进“四减四增”三年行动，2022年全省
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提升。PM2.5平均浓度为36微克/立方
米，近三年年均改善率超过10%，优良天数比例达到73.2%，
再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人民群众蓝天幸福感、获得
感进一步增强。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美丽山东让不少珍稀鸟类
“稀客”变“常客”，甚至安下家来。
  如今在山东，人鸟共绘四时美景：春天青头潜鸭在东平湖
等你相会，夏日有中华凤头燕鸥在胶州湾向你发出邀约，秋季
黄河入海口飞过漫天的鸟浪，冬季正是到荣成看天鹅的大好
时节。与自然为邻，与鸟儿为伴，齐鲁大地上，每个人都是自
然的守护者，共同点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未来。
  （□记者 李明 张晓
帆 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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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

的极危物种。

  【自述】我是勺嘴鹬，属鹬科勺嘴鹬属鸟类，

小型涉禽，体长14-16厘米，体型比麻雀略大，嘴基

平扁，前端扩大呈铲形，觅食时，喜欢用嘴在水中

或烂泥中像扫帚一样左右扫动。

  【物种与山东】2021年8月，东营新汇海滩首次

发现勺嘴鹬。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鸟

类，由建区之初的187种增至现在的373种，成为东

方白鹳全球重要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

地、白鹤全球第二大越冬地。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

的易危物种。

  【自述】我是黑嘴鸥，是一种中型水鸟，体长

31-39 厘米。被称为“鸟中绅士”，头戴“黑帽”，

墨色的嘴巴，浑身玉羽银翎。多在海边碱蓬盐滩的

地面筑巢，喜欢出现在河口及潮间带地区。

  【物种与山东】黑嘴鸥在我国东部沿海有几处

繁殖地，黄河三角洲是其中之一。东营市被中国野

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中国黑嘴鸥之乡”称号。

  【自述】我是震旦鸦雀，属于莺科鸦雀属的一种

鸟类，样子长得有点像麻雀，不过嘴比较粗，像鹦鹉，

尾巴比较长，脸比较白。常成对或集小群活动于沿海

和湖泊周边的芦苇湿地中，喧闹活泼而不惧人。

  【物种与山东】最近几年，淄博市马踏湖发现震

旦鸦雀。马踏湖是小清河中游唯一的自然湖泊，大部

分位于桓台县。桓台县先后投入3亿元规划建设功能

互补的6大湿地，改善入湖河流的水质状况。马踏湖被

生态环境部评选为全国首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第

一名。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

的近危物种，被称为“鸟中大熊猫”。

  【自述】我是中华秋沙鸭，是鸭科秋沙鸭属的

鸟类。嘴形侧扁，前端尖出，与鸭科其他种类具有

平扁的喙形不同。嘴和腿脚红色。喜欢在多溪流的

林间树洞中繁殖，越冬于河流、湖泊和水库中。

  【物种与山东】 2019 年起，每年3 月，中华秋

沙鸭都会飞到济南锦绣川水库，停留20天左右。近

年来，除了中华秋沙鸭以外，白鹭、凤头、绿头鸭

等鸟类陆续在锦绣川水库“落脚”。

  中国特有稀有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

物，IUCN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物种。

  【自述】我是青头潜鸭，是雁形目鸭科潜鸭属的鸟

类。体圆，头大，雄鸟头和颈黑色，并具绿色光泽，雌鸟

体羽纯褐色。繁殖于多芦苇的湖泊和沼泽水域，非繁殖期

栖息于水塘、湖泊和水库以及水流较缓的河流水域，多以

水生植物为食。

  【物种与山东】近几年，青头潜鸭开始在泰安东平湖过

冬。2022年3月，东平湖记录到了1500多只青头潜鸭；当年7月，

首次监测到青头潜鸭在东平湖成功自然繁殖。为保护这一珍

稀物种，东平湖建立了青头潜鸭养护观测站，围绕“查”“护”

“管”“育”四个方面开展野生动物保护。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的极危

物种，全球不到5000只。

  【自述】我是黄胸鹀，别名禾花雀，属小型鸣

禽，喜食植物种子等，长有一副圆锥形的喙，浅眉

纹，翅膀上有一窄的白色横斑和一宽的白色翅斑，

胸腹鲜黄的颜色最为抢眼。

  【物种与山东】 2022 年初，潍坊安丘市大汶河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首次发现黄胸鹀。大汶河湿地气

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河床中有很多岛屿。为守

好这片湿地，安丘市把闸坝、湾塘、水体、堤岸、

滩涂、湿地、生物等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各种

野生鸟类提供栖息地。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

的极危物种。

  【自述】我是中华凤头燕鸥，一种中型水鸟，体

长38-42 厘米。额、头顶和冠羽黑色，上体淡灰色，翅

灰色。主要栖息于海岸岛屿，喜欢于海水深度浅且离

岸近的区域活动。

  【物种与山东】目前，胶州湾已成为中华凤头

燕鸥迁徙前重要的聚集地、换羽地、训练和喂养

地。胶州湾湿地浅海水域广阔，淤泥滩涂肥沃，每

年都会吸引大群的水鸟栖息活动。今年5 月，胶州

湾重点保护鸟类养护观测站揭牌成立，重点研究保

护中华凤头燕鸥、小青脚鹬等珍稀鸟类。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

的极危物种。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IUCN红色名录中

的濒危物种，被誉为“鸟中国宝”。

  【自述】我是东方白鹳，与白鹳羽色类似，但

个体显著较大。虹膜褐色，眼周及喉部裸皮红色，喙

黑色，脚红色。喜欢栖息于开阔的沼泽、湖泊和潮湿草

地。主要觅食鱼类、蛙类、爬行类动物和昆虫。

  【物种与山东】黄河三角洲是全球最大的东方

白鹳繁殖基地，已累计繁育2200 多只。近年来，位

于烟台龙口的黄水河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也发

现东方白鹳。

  （资料来源：大众日报、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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