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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长江 再续千年的辉煌

桨声帆影

上
海

生命
长江 记录飞翔的轨迹

万羽来栖

碧水
长江 营造更优质基底

守护清净

诗意
长江 献给大自然的歌

鸟类天堂

崇 明 的 生 态 故 事 ，要 从 东 滩 讲
起。眼下，秋意渐浓，2024 年秋季候鸟
的“先头部队”已陆续抵达崇明东滩。
每年，有 300 种候鸟在这里栖息或过
境，其中包括 22 种全球受胁物种、19
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 59 种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

涉禽环志工作是保护区标志性工

作之一。这项工作自2002年起，便在每
年春秋两次候鸟迁飞季持续开展。截
至目前，崇明东滩历年合计环志鸻鹬类
水鸟约 60种，总数超过 5万只。在这过
程中，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环志鸟
被回收，而从东滩放飞的环志鸟类，也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国被观
测到。

前不久，保护区收获了秋季环志以
来的首只翘嘴鹬，经查询历史数据，这
只鸟为 2021年 9月 23日环志，至今已 3
岁。有一只红腹滨鹬 2006 年经停东滩
并被环志，2024年再次在中国北方被记

录；而保护区自实施环志以来，最长寿
的候鸟已有19岁。

东滩湿地旺盛的生命力，来自细心
的呵护。“崇明东滩地理位置十分关键，
这些年湿地、候鸟的保护有目共睹。”东
滩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高级工程师吴
巍说，他在保护区工作已 16年，见证了
保护区为保护鸟类栖息地所付出的巨
大努力。

2023年，崇明东滩占全球种群数量
1%以上的水鸟物种数达到 12种。有关
这“1%”的故事成为申遗时，各国专家深
入了解崇明东滩的重要切入点。

地形营造、外来物种治理、土著植
物恢复、净滩、科研监测……多年来，东
滩保护区开展一系列工作，守护碧水蓝
天，营造适合鸟类等生物栖息繁衍的优
质湿地基底。

2003年起，外来入侵物种互花米草
在东滩滩涂快速蔓延，对本土植被、底
栖动物及鸟类的正常生长、栖息构成严

重威胁。针对这一严峻挑战，东滩保护
区开展了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互花
米草生态控制与生态修复优化工程，同
时不断恢复长江口原生植被和底栖生
物群落。

莽莽滩涂，潮退潮来间，会带来漂
浮垃圾。为保护湿地水质，东滩保护区
整合资源，汇聚公益组织、志愿服务、社
会大众等合力，实施“净滩”工程，还滩
涂一片“清净”。

为打击损害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
物的行为，东滩保护区及相关公益组
织、志愿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仅 2023

年，保护区就开展陆域巡护 2400 次，巡
护人员达到 12000 人次、巡护总里程近
22万公里……

生态保护是一场“接力跑”，需要社
会各界的关注与投入。为此，东滩保护
区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加入，为东滩在国
内国际范围赢得更广泛关注。

“以申遗成功为契机，我们将不断
拓展东滩湿地世界自然遗产的人文内
涵和社会影响力。”东滩保护区管理事
务中心主任钮栋梁表示，“在社会力量
的广泛参与和助力下，东滩将着力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样板。”

海风吹拂下，海滩的芦苇轻轻摇
曳；云卷云舒间，阳光洒下写意的笔
触。啼鸣声清越，鸟儿们翩跹而起，海
浪般舞动……东滩的一切，如诗如画。
对拥有这些美好的崇明来说，保护环
境、保护鸟类，何尝不是一首献给大自
然的诗歌？

“我最早来拍摄的时候，不少水鸟

都在保护区外的鱼塘活动，随着保护
区对入侵物种的有效遏制，越来越多
的鸟类回到了保护区。”知名生态摄影
师张斌说，他自 2003 年就常来东滩拍
摄，20 余年间为无数飞翔的生灵留下
了美丽影像，对于东滩生态环境的变
化，他最有发言权。

家住陈家镇的李忠退休后迷上了
拍鸟，最爱去东滩，“每年总要跑上 100
多趟”。去年 12月，他还参与救助了一
只“挂网”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琵
鹭。“经过培训，我学会了观察记录水
鸟的种类、数量，并同保护区工作人员

分享。”李忠说，“希望以我们鸟类爱好
者的力量，为打造鸟类天堂作出更多
贡献。”

“我的岛，是一粒沙子，后来成了长
江入海口，意味深长的叹息，凝固着沧
海桑田的时刻。它曾经漂流，但不会沉
没。因为在创造的岁月，那是1000多年
的风吹浪打啊！”此句摘自著名崇明籍
诗人徐刚的作品《我的岛》，字里行间，
蕴含着对大自然造物神奇的赞叹。

是的，崇明岛成陆 1400 多年，崇明
人始终守护着这方热土，续写着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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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7 月 26 日，在

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 46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上海

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

此，上海实现了世界自然

遗产“零的突破”。这是

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

东滩保护区、崇明东滩）

的巨大跨越，也是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在国际舞台

的又一次闪耀。

崇明东滩地处长江

口与东海形成的“T”字形

核心部位，是候鸟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飞区的

中间节点，地理位置和生

态功能具有突出重要性，

被 世 界 自 然 基 金 会

（WWF）列为具有国际重

要意义的生态敏感区。

从长三角最先看到

日出的东滩开始，在崇明

这片生态绿洲上，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故事，

正在不断上演、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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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
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让人们记得住历史、记得住乡愁，坚
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崇明三面环江，
一面临海，是世界上
最大的河口冲积岛、
长江入海口的最大沙
洲。崇明沙船，是过
去 崇 明 广 泛 用 于 交
通、渔业等方面的水
上运载工具。其因崇
明沙而得名，因崇明
人而扬名。

崇明沙船船身扁浅，船底宽平，多
桅多帆，不易翻沉，在沙洲之间行驶如
履平地。古时，崇明沙船将南方粮食、
棉布、茶叶、瓷器等货物北运，将北方豆
麦、油饼、杂粮、桃枣南运。

近千年来，崇明沙船在其漫长的
“历史航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记
载，沙船航运业在南宋后期已相当发
达，清道光之后，汇聚上海的沙船多时
可达5000余艘，其中崇明沙船便占据了

“半壁江山”，对上海港埠的开发和城市
经济的发展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促
进作用。因此，崇明沙船名声很响，在
中国家喻户晓，在全球独领风骚。

不止于此。崇明沙船也曾在出海
征战、远洋探险等领域立下功绩。明永
乐年间，郑和率领宝船队七下西洋，到
过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外航海史
上的壮举。相传，在郑和宝船队中就有
沙船，还有不少崇明籍水手。

崇明沙船在中国海运史上曾有突
出贡献，直到19世纪末西方轮船大量出
现之前，沙船仍是长江口到北方航线上
的主要船只。

随着时代发展，崇明沙船早已退出
江湖，完成历史使命，进入最后停泊的

“港湾”——博物馆。崇明则继承和发
扬了先辈的智慧和志气——大型 LNG
运输船、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船、极地科
考船等大国重器，都从崇明长兴岛走向
世界。长兴岛成为我国规模最大、设施
最先进、最具国际竞争力的造船基地，
目标直指“十四五”末建成千亿级海装
产业岛。

崇明沿江一景。 吴 雄 摄

崇明沙船

崇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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