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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画中游 鸟鸣城中央 绿美广州为高质量发展打造“绿色引擎”

去年10月，成批的鸟儿频频到访广州。珠江公园大草

坪上空出现“蛇雕”，“凌波仙子”水雉起舞麓湖，黑冠鹃隼、

林雕等猛禽飞越白云山……不会撒谎、“用脚投票”的小动

物们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世人：这个地方很舒服、空气新鲜、

花草可口、鱼虾肥美，人也好相处。它们的到来，也为广州

生物多样性书写了新篇章。

而在广州城央的生态绿洲上，还有一个生物资源丰富的

“生命岛”——广州动物园。在这里，生活着约400种近5000

头（只）动物。“动物园是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迁地保护的重要

场所，在濒危物种保种繁育、野化训练等的科学研究和传递

物种知识、保护理念的科普教育方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发挥

重要作用。”广州动物园科普教育部部长黄志宏博士说。

近两年，广州动物园成功繁育马来熊、金丝猴、海南坡

鹿等野生动物千余只，完成白冠长尾雉等濒危鸟类的人工

育雏，建立白鹇等鸟类“精子银行”；参与实施广州构建生物

多样性森林城市计划，开展白鹇等动物野化放归研究，促进

野外资源恢复；充实濒危野生动物“种质资源库”，为濒危种

群复壮提供技术保障；参与野生动物救护保育，探索濒危物

种野外重引入。

为了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广州加强生态保护监管，持

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截至目前，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地89

个，面积约10.8万公顷，其中自然保护区6个、风景名胜区4

个、森林公园58个、湿地公园20个、地质公园1个，为重要

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自然景观和生物多样性提供了系

统性保护，提升了生态产品供给能力，维护生态安全。同

时，广州认真做好生物多样性就地和迁地保护、野生动物收

容救护和野外放归放养、乡土植物的培育和研究等工作，有

效地丰富了城市生物多样性。

目前，广州已完成两次综合性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本

底调查，是全国唯一完成两次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本底调

查的城市。据悉，第二次调查共记录到陆生野生脊椎动物

为457种。其中，新增一种中国新纪录——卡氏伏翼；一种

广东省新纪录——黑头鹀；广州市新纪录共54种。调查记

录到广州市维管植物231科1366属3516种，种类较第一次

调查明显增多。其中117种植物在广州市有新分布，消失

近60年的飞瀑草在从化地区重新被发现。

江边的碧道，家门口的公园，可以搭帐篷的草坪，是白

领润润使用频率最高的绿色产品。润润今年30岁，在天河

上班、黄埔居住，她还有一个3岁女儿。今年2月，润润家附

近开放了一个口袋公园——黄埔区夏港街普晖社区口袋公

园，一下子便成为她遛娃的最佳去处。

据悉，公园以“邻里大客厅-家外有家，共创美好”为主

题，建设面积约5000平方米，园内设有林荫广场乒乓球场

地、健身场地、儿童游乐场等，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的游

客需求。

“超级超级幸福。其实我也在别的城市待过，但像广州

这样开门见绿，推窗见景的地方很少。你走几步，就是想要

到达的‘远方’。”润润说。

小切口，大民生。林业园林部门推出系列绿色惠民举

措，让所有居民共享“绿美”成果。据悉，2022年广州建成

使用白云山南门岗和集散广场，完成立体绿化4.8万平方

米、绿化美化乡村46条，新建口袋公园52个，新增绿道32

公里，新增公园绿地缓跑径22公里，开放公园绿地草坪帐

篷区域24个。今年，广州每个区建设口袋公园3-5个。

生态之变，发展之变，离不开治理之变。广听民意，广

纳民计，群策群力，是广州园林部门管理的底色。林业园林

工作与市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城市绿化美化水平高低直

接影响群众的生活体验和幸福指数。从2011年聘请第一

届林业园林服务质量义务社会监督员至今，每两年一届。

如何增强公众参与度，广泛听取市民群众意见建议？

2021年10月16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研究修订了《广州

市林业和园林服务质量义务社会监督员管理办法》，聚焦两

大亮点：一是放宽专家学者年龄限制，便于吸收高素质专家

学者加入监督员队伍；二是增加林业园林重大项目听取监

督员意见内容，进一步发挥监督员桥梁纽带作用。

当年12月22日，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召开市林业园林

服务质量义务社会监督员座谈会暨第六届监督员聘请大

会，180人被聘为第六届义务监督员。这其中有多名热心

关注、主动参与广州市林业园林工作的“两代表一委员”、知

名媒体人和网络大V等知名人士，也有律师、教师、公务员、

企业员工、专家学者、退休群众，他们的共同点就是热爱广

州这座城市，热爱广州的花草树木，他们都希望能为广州的

“城变城美”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局长蔡胜主动与参会的义务监督

员代表互加微信“好友”，他表示，监督员们如有意见建议，

可随时“微”他，同时希望监督员们充分发挥纽带和监督作

用，帮助市、区林园部门主动发现问题，有的放矢加以改进，

不断提升行业建设管理和服务水平。

监督员通过“林业园林监督员”微信群积极参与建言献

策，截至2022年9月，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收到监督员建

议、意见、反映问题共67件，均积极响应，迅速处理。“林业

园林监督员”微信群的建立，构筑了双方良性互动的平台，

促进了林业园林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工作作风的转变，使林

业和园林工作更加符合民意、贴近民心。

原市政协委员韩志鹏当了四届林业园林义务社会监督

员。“我最大的感受是，近来广州的绿化工作开展得生机勃勃，

一些新举措很得人心，比如开放草坪给市民搭帐篷等，我参与

过，很开心，很健康，我们城市的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韩志

鹏透露，他曾发现白云山深山里有人乱搭乱建。“我把这个情

况发到群里去后，很快就得到回应。白云山管理局并非简单

地一拆了事，而是耐心细致了解了市民诉求，之后组织了整

改，将该区域改造成供游客休憩的地方，很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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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监督员群里随时“微”局长

■■南沙湿地为滨海类候鸟开辟了多片水禽觅食浅滩南沙湿地为滨海类候鸟开辟了多片水禽觅食浅滩。。

■闹市中的小鸟天堂——流花湖公园鹭岛。

■云溪白胸翡翠。

■义务监督员工作联络站挂牌。

■城市净化器——海珠湿地是广州市民宝贵的生态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