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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林会仙喀斯特国家湿地公
园（以下简称“会仙湿地公园”）位
于临桂区会仙镇，总面积 586 . 75 公
顷，其中湿地面积 493 . 59 公顷，湿
地率 84 . 12%。该公园是国家 AAA
级景区，集“山、水、田园、林、
沼、运”等景观要素于一体，以其岩
溶湿地之典型、山水景观之秀丽、历
史文化之深蕴而著称，素有“三冬少
雪，四季常花”之美誉。其不仅在广
西是独一无二的，在全国乃至全球峰
林岩溶平原风貌中也极为罕见。这里
曾是著名电影《刘三姐》的主要取景
点之一。
　　近年来，随着会仙湿地公园生态
环境的持续提升，这里不仅野生动物
越来越多，也成为大量候鸟越冬的栖
息地。
　　 4 月 25 日，临桂区融媒体中心
记者梁永健与同事来到会仙湿地公
园，他们计划在这里进行鸟类题材的
拍摄。
　　“这几年，我们每年都要来会仙
湿地公园拍摄鸟类越冬的照片和视
频，这次准备拍白鹭孵蛋的画面。”
梁永健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当
天，我们操控无人机飞到树木上方
时，通过摄像头发现树顶上有一只黑
色的鸟，在阳光照射下，它的羽毛呈
现出多彩的金属光泽。大家都觉得这
只鸟很奇特。”
　　随后，梁永健等人将这只黑鸟的
照片发给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有关专家。专家认为，这是一只彩
鹮，它的特征比较明显，非常容易辨
认，它的嘴巴微微向下弯曲，很长，
身体有一点金属色的光泽。
　　彩鹮是朱鹮的近亲，主要栖息在
浅水湖泊、沼泽等淡水水域。在过
去，《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曾一度
宣布彩鹮在我国绝迹。随着近年我国
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强，加上环
境逐步好转，国内又逐渐有了彩鹮的
身影。 2021 版《国家重点保护野生
动物名录》中，彩鹮由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升格为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
　　“这是彩鹮首次现身桂林，极其
罕见，不仅表明了会仙湿地公园良好
的生态环境，同时也是桂林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的有力见证。其背后，是我
市多年来高度重视湿地保护和修复所
付出的重大努力。”桂林市临桂区自
然保护地管理中心办公室主任阳
曾说。
　　 2011 年，市委、市政府确立了

建设国家湿地公园的湿地保护模
式。 2012 年 2 月，广西桂林会仙
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得到
原国家林业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前身）正式批准。 2017 年 12
月，公园试点建设通过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验收，会仙湿地公园正式成
为国家湿地公园。
　　 2021 年以来，我市总投资
8957 . 88 万元实施了会仙湿地公
园生态修复工程项目，主要包括河
道清淤及淤泥处理、有害生物清
除、生态氧化塘、马面支渠引水工
程和木栈道修缮工程等内容。截至
目前，已完成水葫芦清理面积约
1650 亩，完成河道清淤约 141540
立方米，设置护岸松木桩长度
3870 米，恢复会仙湿地补水渠道
1210 米，清理有害生物（粉绿狐
尾藻） 142 亩。
　　 2022 年，临桂区以实施桂林
新区相思江防洪排涝提升工程项目
为契机，启动了会仙国家喀斯特地
貌湿地生态修复工程、会仙湿地修
复蓄水工程项目、会仙湿地湖塘及
周边村屯整治工程、会仙喀斯特国
家地貌湿地文化展示区工程等 4
个项目。目前，这些项目正在有序
推进中。
　　阳曾说，通过一系列修复项目
的实施，会仙湿地公园的河道得到
疏通，岸坡得到整治，湿地内水质
得到提升，生态环境明显改善，降
低了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对野生动物
的影响，生态系统生物物种多样性
持续增加。
　　 2023 年 2 月 2 日，会仙湿地
公园被国际湿地公约秘书处批准成
为国际重要湿地，这也是桂林第一
个国际重要湿地。
　　阳曾介绍，依托 2023 年中央
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
临桂区正持续推进广西桂林会仙喀
斯特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和科研
监测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711 万
元，主要用于建设智慧生态监测系
统、会仙湿地保护和科研监测大数
据平台。临桂区将坚持“保护优
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
复、合理利用”的原则，统筹推进
会仙湿地公园保护工作，着力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和科学修复。
　　 5 月 1 日，又有市民在临桂
区凤穴村附近湿地发现了一只
彩鹮。

□本报记者徐莹波 实习生黎小薇

　　孟夏时节，置身逍遥楼上，但见漓江如
带，峰峦叠嶂。
　　漓江、桃花江、义江、荔江……亿万年的
河道摇摆和流水冲撞，造就了桂林星罗棋布的
江河湖泊，并成就这座山水名城最初的轮廓。
　　近百年来，经历了淤积、萎缩加剧后，桂
林江河湖泊湿地又走过了保护、治理、水清岸
绿的历程。特别是近年来，桂林坚持以打造世
界级旅游城市为统揽，坚定不移把保护好漓
江、保护好桂林山水作为“国之大者”，深入
开展漓江全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实施漓江流
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全
市江河湖泊湿地得到显著恢复，生物多样性日
益丰富。
　　如今，一个个湿地已成为美丽桂林的一张
张立体名片，尽显自然之美、生态之美，展现
了一幅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画卷。

多种鸟儿栖息湿地，为山清水秀的桂林增添灵动之美

　　会仙湿地公园只是桂林加强湿地
生态保护的一个缩影。记者走进广西
荔浦荔江国家湿地公园（以下简称
“荔江湿地公园”）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现场，只见挖掘机、推土机等机械
在各工区忙个不停，工人们也在各自
岗位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荔江湿地公园以荔江主河道及其
支流三河河、满洞河、蒲芦河部分河
段为主体，东西长24.7千米，南北跨
度11.9千米，总面积699.99公顷，其
中湿地面积392.57公顷，湿地率为
55.90%。2019年12月，荔江湿地公
园通过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正式
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为了更好地保护荔江湿地公园的
生态环境，2022年以来，荔浦市实
施了生态保护修复项目。该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植被修复、河道疏浚清
淤、鸟类栖息地修复、鱼类栖息地修
复等，修复总面积336.25公顷，河道
岸堤修复长度15千米。目前，项目
进展顺利。
　　“荔江湿地公园生态环境的改
善，吸引了大量候鸟在此越冬。前段
时间，中华秋沙鸭现身该公园。”桂
林市湿地保护中心主任范丁一说，中
华秋沙鸭是距今1000多万年的古老
物种，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它对生存环境非常挑剔，有“水
中活化石、鸟中大熊猫”之称，可作
为生态环境的指示物种和生态系统健
康的重要标志，已被列入《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目
前，中华秋沙鸭的全球种群数量估计
不足2000对。在广西越冬的中华秋
沙鸭种群每年被观测到的数量仅有

25—30对。
　　广西灵川青狮潭水库自治区重要
湿地（以下简称“青狮潭水库湿
地”）位于灵川县九屋镇，是一个以
灌溉为主，结合供水、发电、防洪、
航运、养鱼、旅游等综合利用的大型
水库，总库容 6 亿立方米，居广西
第四位，是桂北最大的水库，也是漓
江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
　　近年来，灵川县全面加强青狮潭
水库及周边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青狮潭水库湿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
优发展。如今，青狮潭水库的水质长
年保持Ⅱ类水以上，一级保护区水质
更是达到Ⅰ类水标准。
　　范丁一介绍，青狮潭水库湿地已
连续8年成为中华秋沙鸭越冬地。去
年冬季，林园部门工作人员还首次观
测到东方白鹳（鹳形目鹳科鹳属的大
型涉禽，目前已处于全球濒危状态，
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该
湿地越冬。
　　“彩鹮、中华秋沙鸭、东方白鹳
等3种珍稀鸟类现身桂林，充分彰显
了我市湿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为野生
动物带来的‘福利’。湿地生态保护
修复成效逐步显现，为桂林生态环境
提供更丰富的弹性空间。”范丁一介
绍，桂林地处“湘桂走廊”，是中国
鸟类迁徙的三条重要通道之一，每年
都有大量候鸟经过。除了上述3种鸟
类外，近年来，白喉林莺、黄胸鹀、
黑耳鸢等珍稀鸟类，以及白鹭、苍
鹭、鸳鸯等多种鸟儿也相继栖息在桂
林湿地流域，它们为山清水秀的桂林
增添了更多灵动之美。

一幅幅山水相依的美丽画卷在桂林湿地不断绘就

　　相携相融，和谐共生；山水相

依，城景交融。一幅幅“到处皆诗
境，随时有物华”的画卷在桂林湿地
不断绘就。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
珍贵的自然资源。它与森林、海洋一
起，构成了全球最重要的三大生态系
统，具有不可替代的生态功能。”市
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陆丹说。
　　据市林园局的数据，截至目前，
我市有湿地面积约 6 . 54 万公顷；有
1 处国际重要湿地、 5 处国家湿地公
园、 8 处自治区重要湿地。重要湿
地和国家湿地公园数量、质量均居广
西各设区市首位。
　　在市区，湿地面积约为982.44公
顷，分为河流湿地和湖泊湿地两大
类。其中，河流湿地主要分布在漓
江、桃花江、南溪河、灵剑溪等流
域；湖泊湿地主要分布在两江四湖景
区、西山公园等各公园景区；在各个
高校、单位庭院、住宅小区还有一些
人工湿地。
　　这些湿地共同构成了“桂林之
肾”，在维持生态平衡，保持生物多
样性和珍稀物种资源以及涵养水源、
降解污染，改善局部气候条件、空气
质量，缓解洪水和干旱灾害等方面具
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陆丹说，近年来，我市将湿地保
护作为打造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的重
要内容，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湿地保
护修复，使全市湿地生态系统质量有
效改善、水质明显提升、生物多样性
持续增加。
　　据介绍，我市坚持高起点谋划，
建立健全湿地保护管理体系，成立了
广西首个且仅有的市级湿地保护中

心，协调管理5处国家湿地公园保护
中心，构建起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市
级湿地保护中心、各湿地公园保护中
心、县级林业主管部门、乡（镇）村
等湿地保护网格化管理体系；建立健
全法制体系，相继出台《桂林市会仙
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保护管理规定》
《桂林市青狮潭水库饮用水源保护管
理规定》等法规，对全市 5 处国家
湿地公园实现“一园一法”；印发湿
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明确“以
国家湿地公园为中心，打造集湿地保
护和利用于一体的生态平台，以点带
面推动我市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大
力推进国家湿地公园申报和建设， 5
个试点建设的国家湿地公园全部通过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验收。大力开展科
学保护修复，通过地形地貌修复、自然
湿地岸线维护、河湖水系连通等多种
方式，逐步恢复湿地生态系统，提升湿
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目前，全市陆
栖脊椎野生动物已增加至 638 种。
　　与此同时，我市还加大科普宣传
教育力度，督促指导全市所有国家湿
地公园修建科普馆和宣传教育长廊，
设立微信公众号，打造集科普、宣教
等于一体的展示平台。每年依托世界
湿地日、世界环境日、爱鸟周、漓江
保护日等重要时间节点，走进社区、
走进学校，深入开展现场宣教活动，
并借助各类媒体力量，展现我市湿地
秀美风光和保护成效。
　　陆丹表示，市林园部门将与各县
（市、区）密切合作，继续改善提升
全市湿地区域生态环境，为各类野生
动物提供良好的生存空间，推进湿地
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世界级旅游城市。

  栖息在临桂区凤穴村附近
湿地的黄胸鹀。 蒋爱武 摄

  青狮潭
水库湿地已连
续 8 年 成 为
中华秋沙鸭越
冬地。
 傅云 摄

  漓江河
流湿地已成为
鸟类的乐园。
图为一群白鹭
栖 息 在 湿
地中。
李腾钊 摄

  ▲桂林市区的湿地资源得到了切实保护。
图为琴潭荷塘湿地。     李腾钊 摄

彩鹮首次现身桂林

  ▲去年冬季，林园部门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东方
白鹳在青狮潭水库湿地越冬。  谢一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