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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是广东省第三十二届
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惠州市林
业局积极开展宣传月活动，走进
校园、走进动植物园、走进乡村，
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和宣传工作，
加强市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
目前，正值冬候鸟迁徙前往南方
过冬之期，惠州构建绿美生态建
设新格局、推进落实各项绿美工
作也进入关键时刻。

惠州市风光旖旎，山川秀
美，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美
的自然环境，集山、湖、江、海、
林、泉、瀑于一体，坐拥“半城山
色半城湖”的美丽胜景，素有“粤
东重镇”“岭南名郡”之誉。据
《惠州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报
告》（2019 年-2022 年）统计，惠
州市共有鸟类333种，隶属于19
目 71 科，约占广东省鸟类总数
552 种的 60.22%。就鸟类的保
护级别而言，调查记录惠州有国
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8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6种。就鸟
类居留情况而言，把鸟类分为留
鸟、候鸟和旅鸟；而针对鸟类在
越冬、繁殖季节迁徙与否，又把
候鸟分为夏候鸟和冬候鸟。其
中，候鸟数141种，约占42.34%，
冬 候 鸟 物 种 数 占 比 约 达
31.53%，可见惠州是重要的候鸟
繁殖地和越冬地。

鹭鸟，又称鹭鸶，是鸟纲鹳
形目鹭科大、中型涉禽动物，在
中国分布以江南为主，江北次
之，东北、西北及西藏地区分布
较少，南北纬 60 度的所有陆地
均有分布。鹭鸟在惠州属优势
种留鸟，其中大白鹭、白鹭、夜鹭
等广泛分布于湿地环境，除了惠
东红树林湿地外，惠城区内西湖
观鸟点也能观察到大量白鹭、苍
鹭和夜鹭出没。惠州市丰富的
生境类型容纳了中国现存的全
部六大鸟类生态类型，这与惠州
市以山地森林生态系统为主有
关，还有90%以上的水鸟种类集
中分布于各大型湖泊水库、河流
（如白盆珠水库、潼湖湿地、显岗
水库、东江水系）和沿海区域（如
惠东红树林湿地、盐洲岛），分布
情况相对集中，具有较高选择
性。城市中央有这么多鸟类在

此繁殖，这在全国寥寥无几。半
城山色半城湖的惠州，市园林事
务中心、西湖景区管理中心对湖
中的鸟岛倍加爱护。市人大在
2020年 3月 1日立法进行保护，
市民游客更是自觉关爱，使得鸟
类数量逐年增加，迁徙的候鸟到
西湖停留过冬的品种年年增加。

惠东、博罗、龙门三县是各
居留型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是保
障惠州市鸟类物种多样性的大
本营。从生境组成来看，无论是
惠东县具有的大型水库、沼泽
地、红树林湿地、河口滩涂以及
较高比例的质量较好的林地，博
罗县山地森林生态系统和农田
生态系统，还是惠城区丰富的水
资源，都能够形成较好的栖息环
境，招引一定数量候鸟栖息，形
成适宜鸟类生存繁殖的天然廊
道。“针对野生动物保护，我们主
要采取‘就地保护’和‘迁地保

护’措施，通过网格化管理，将保
护地管理具体行动下沉到各乡
镇，一方面尽心保护，另一方面
改善环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保护惠州市内物种多样性。”惠
州市林业局野生动物植物保护
科李翊说道。

多年来，惠州市林业部门牢
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深入贯彻落实
全国人大禁食决定以及《野生动
物保护法》，加大生物多样性保
护力度：着力加强生态环境修
复；建立健全自然保护地就地保
护体系；建立以惠州植物园为引
领的迁地保护体系以及多措并
举开展科普宣教活动。充分利
用“世界野生动植物日”“爱鸟
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保护
野生动物宣传月”等时机，通过
线上、线下等多种形式开展陆生
野生动植物科普宣传教育，提高

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近年来，惠州对标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聚焦生态建设，积
极有序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
在惠州落地见效、开花结果，全
市增绿、护绿、兴绿成效良好。
为构建绿美惠州生态建设新格
局，推动惠州高质量发展，惠州
围绕“6+3+1”（“6”指“六大行
动”，即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
乡一体绿美提升 、绿美保护地
提升、绿美通道品质提升、古树
名木保护提升 、全民爱绿植绿
护绿；“3”指“三项工作”，即林
业产业创新发展 、绿美惠州文
化 价 值 、森 林 资 源 保 护 管 理 ；

“1”指“一个亮点”，即“裸露地
及矿山复绿”）重点任务积极落
实、扎实推进各项具体工作。
通过建设更绿更美惠州，推进落
实生态建设，把更多动植物留在
惠州。

孟冬之季北雁南飞
绿美惠州与“鹭”同行 文/羊城晚报记者 潘小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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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夜鹭夫妇
立枝头

图②黑水鸡与
小白鹭一同觅食

图③爱美的大
白鹭在梳理自己的
羽毛

图④大白鹭脖
颈细长

苍鹭捕食，叼回一条小鱼

各种鹭鸟在树上筑巢孵化小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