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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周刊 王姿娇 通讯员 高丽丽 /文

2月 2日，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浙江
省人民政府主办，主题为“湿地修复”的第

27个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在杭
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华东周刊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我

国再新增北京延庆野鸭湖、黑龙江大兴安岭

九曲十八湾、江苏淮安白马湖等 18处国际
重要湿地，总数达 82处；面积 764.7万公
顷，居世界第四位。

活动现场发布了 2022年度中国国际重
要湿地生态状况监测成果。结果显示，国际

重要湿地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湿地总面

积比上一年有所增加，水质呈向好趋势，水

源补给状况保持稳定。生物多样性丰富度有

所提高，分布有湿地植物 2391种。湿地保护
修复成效明显，黑龙江、湖北、山东和海南等

地的退化湿地得到有效恢复。

《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松达·蒙巴在活动

中发表视频致辞，感谢中国作为《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东道国与主席国所发

挥的领导作用。她表示，中国不断完善法律

与政策框架，实施《湿地保护法》和《全国湿

地保护规划（2022—2030年）》，强化国内湿
地保护管理。期待中国作为《湿地公约》主席

国在未来三年引领全球湿地保护事业发展。

据介绍，自 1992年加入《湿地公约》以
来，我国积极应对湿地面积减少、生态功能

退化等全球性挑战，“十三五”期间，安排中

央投资 98.7亿元，实施湿地保护与恢复工
程 53个，湿地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湿、湿

地保护与恢复补助项目 2000余个，修复退
化湿地面积 46.74 万公顷，新增湿地面积
20.26万公顷。会同相关部门实施开展红树
林保护修复和互花米草防治专项行动。

去年，《湿地保护法》施行，我国湿地保

护进入法治化轨道新阶段。我国积极推进

《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成果落地，

筹建深圳“国际红树林中心”。

作为全球湿地保护修复的重要参与者、

贡献者和引领者，我国将积极履行公约义

务，继续加强湿地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实

施全国湿地保护规划和湿地保护重大工程，

把更多重要湿地纳入自然保护地管理，健全

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作为 2023年世界湿地日中国宣传活动
主场，西溪湿地是国际重要湿地，也是我国

第一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

一体的国家级湿地公园。从西溪湿地放眼浙

江，浙江省湿地面积约 124万公顷，以 10%
的省域面积为全省 26%的高等植物、近 20
万只水鸟提供了生存环境。浙江共有国际重

要湿地 2处，国家重要湿地 2处，省级重要
湿地 87处，湿地类自然保护地 79个。

活动现场还为 2022年通过试点验收的
国家湿地公园代表授牌。青少年代表宣读

《湿地保护倡议书》。来自全国相关省（区、

市）的 100余位林草主管部门负责人、部分
《湿地公约》常委会国家的驻华使节及国内

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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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周刊 王姿娇 通讯员 高丽丽 周 莹 /文

2023年 2月 2日，主题为“湿地修复”的第 27个
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在杭州西溪国家湿

地公园举行。

中国主场 且看西溪

中国湿地众多，为什么主场偏偏是西溪？

西溪，古称河渚，“曲水弯环，群山四绕，名园古

刹，前后踵接，又多芦汀沙溆”。历史上的西溪占地约

60平方公里，现实施保护的西溪湿地总面积约 11.5
平方公里。这片水木葱郁的地方，已然成为让人们看

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诗意栖息地。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级湿

地公园。每逢周末、节假日，数以万计的游客选择走进

西溪湿地，感受自然与人文和谐相处的亲密与怡然，

体验“一曲溪流一曲烟”的意趣。

原湿地公约秘书处亚太区域高级顾问雷光春在

考察西溪湿地后指出，“作为中国第一个国家湿地公

园，西溪的地位和责任已远远超出了其作为杭州市城

市湿地公园的定位，关乎中国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的大局，同时也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有益的经验。”

湿地修复 西溪先行

湿地之美，独在于水，重在生态。

“凡是土地与水相遇之处，就会有大量的生命。

湿地存在于我们这颗美丽星球的每个角落，它是地

球景观的动脉、静脉。庄严而强大的湿地，是一道道

的靓丽的风景线。”1月 26日，为迎接 2023年世界湿
地日，国际湿地公约秘书长穆桑达·蒙巴向世界发出

寄语。

穆桑达·蒙巴表示，迄今为止，世界上近 90%的湿
地已经退化或丧失。我们失去湿地的速度是森林的三

倍。如今，迫切需要提高全球对湿地的认识，以阻止和

扭转湿地的迅速丧失，并鼓励采取行动，恢复和保护

这些重要的生态系统。

湿地需要被修复。这一点，西溪湿地走在了前列。

2023年，是杭州市正式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
程的第 20个年头。通过这些年的不懈努力，悠久的西

溪湿地文化已焕发新春，湿地生态系统的多重服务功

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了杭州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

明建设的关键节点。

截至目前，西溪湿地引领了中国超过 1000处湿
地公园建设，是中国湿地保护修复工作的标杆，全球

城市湿地保护与利用的样板，多次受到中国国家领导

人和国际政要的大力赞赏。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西溪湿

地已确立并打响了“游在西溪、学在西溪、住在西

溪、创业在西溪”的品牌，创造了 POD 发展的“西溪
模式”。

所谓 POD发展的“西溪模式”，是以湿地公园为
“玉”，以湿地周边区域为“金”，通过“赋金于玉”，实现

“金玉成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形

成湿地公园“金镶玉”组团化发展方式，从而实现城市

价值的复合化和城市功能的集约化发展。

如今的西溪湿地，向世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生

态答卷”。下一步，西溪湿地将着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的西溪样板，让西溪成为讲好中国

湿地保护故事的重要窗口。

影像西溪 相见未晚

2023年世界湿地日，西溪湿地特推出了《西溪·相
见未晚》形象片，让世人以 4分钟的时间穿越四季，通
过万物的视角，与西溪湿地相见。

沧海桑田，河清海晏。影像技术的发展，让诗情画

意的西溪湿地有了更多绽放自己魅力的媒介。人们按

下快门，记录着过往走向繁盛的历程，也定格了一幕

幕历史的瞬间。

春迎百花开，夏观龙舟闹，秋遇芦苇荡，冬看瑞雪

飘。四时之景各有风情，引得无数游客来访，正应了那

句“西溪，且留下”。

西溪湿地之美，需要共同守护。西溪湿地把世界

湿地日的号召送到杭城的各个角落，邀请每位市民共

赴湿地保护之约。在文三数字生活街区、黄龙体育中

心、国大城市广场、工联大厦、来福士广场、湖滨银泰

等杭城 260余个点位的 LED大屏上，每位过往之人都
能欣赏到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的相关短视

频，一同感悟西溪魅力，守护湿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