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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喬輝報
道：1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
保障糧食安全是頭等大事。會議
通過《方案》，實施新一輪千億
斤糧食產能提升行動。農業農村
部消息顯示，全國上下搶抓農
時，冬小麥春季田間管理全面展
開。春播也由南向北陸續展開，
糧食主產區的春耕春管進展順
利。

今年，全國冬小麥面積保持
穩定。目前，北方冬小麥大部已
返青，長江中下游的冬小麥拔節

起身，西南地區正在抽穗。據農
業農村部農情調度，3月上旬，已
返青小麥一二類苗達88.2%，比
去年同期高0.7個百分點，比近五
年平均高1.8個百分點。

全國早稻已育秧21%，已栽
插2.4%。其中，海南育秧近六
成、栽插近七成；雲南育秧近九
成、廣東過六成、廣西福建育秧
近半，零星栽插；江西、湖南零
星育秧，預計3月20日之後，開始
大面積集中育秧。

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廳農情調

度表明，全區農業呈現總播、糧
播、油料播種面積 「三增」 態
勢。總播面積超1.3億畝，糧播意
向超過1.1億畝，均較上年略有增
加。

內蒙古自治區農牧廳有關負
責人表示，今年，內蒙古春耕備
耕堅持綠色發展引領，堅持化肥
農藥減量增效，力爭主要作物測
土配方施肥技術覆蓋率穩定在
90%以上、病蟲害綠色防控、統
防統治面積分別達到5700萬畝以
上。

內地供水 新增2個南水北調中線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水利

部規劃計劃司司長張祥偉在14日舉行的國新辦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近年來，水利部以聯網、
補網、強鏈為重點，加快國家水網建設。 「這
兩年，我國持續推動大型引調水、水庫和灌區
工程建設，將新增供水能力190.7億立方米，
這相當於當前南水北調中線供水能力的2倍。
同時，將新增改善灌溉面積2681萬畝，相當於
兩個多都江堰灌區。」 他提到，今年1月通水
的珠江三角洲水資源配置工程（即 「西水東
調」 工程），有力保障粵港澳大灣區3200萬人
口的供水安全，並為香港提供應急備用水源。

據悉， 「西水東調」 工程全長113.2公

里，總投資354億元人民幣，設計年供水量
17.08億立方米。工程於2019年5月全面開
工，歷經4年多建設，較原計劃提前半年建成
通水，實現了從珠三角西部向東部地區引水。
該工程將輸水管道布設在地下40米至60米處，
穿越多處高鐵、地鐵、高速公路、江河湖海
等，與傳統明渠輸水方式相比較，節約近2萬
畝土地，為粵港澳大灣區未來發展預留寶貴土
地及淺層地下空間。

張祥偉還提到，2022年以來，黑龍江林
海、重慶向陽、雲南桃源、湖北姚家平、安徽
鳳凰山等20項大型水庫開工，將在國家、區
域、省級水網中起重要的調蓄作用。

中國是世界上鳥類多樣性最為豐富的國家之一，在總
共1445種鳥類中，過半的804種鳥類都具有遷徙習

性。這些有遷徙習性的鳥類每年秋冬之交都會飛往溫暖
的南方過冬，來年春暖花開時節再飛回北方繁殖，故而
有 「候鳥」 之名。值此驚蟄、春分之際，各地候鳥又迎
來一場自南至北的大遷徙，遷徙沿線每一片濕地、灘塗
都擠滿了停歇休息的鳥群。有北京的動物保育人員表
示，今年經過當地的鳥群非常健康，證明牠們在遷徙途
中的伙食不錯。這折射出近年各地改善生態環境的切實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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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開遷徙季
億萬候鳥歸北方

內蒙古春耕總播面積1.3億畝超去年

生態環境日益好 丹頂鶴首來訪
候鳥歸來春意濃，隨

着氣溫回升，大批北歸候
鳥嗅着春的氣息來到內蒙古境內覓食休
憩，構成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動人圖
景。內蒙古自治區也正式進入候鳥遷徙高
峰期。

在鄂爾多斯市杭錦淖爾自然保護區，
成群結隊的野鴨、大天鵝、小天鵝、蒼鷺
聚集在一起覓食，悠閒自得；烏海市成百
上千的紅嘴鷗再度光臨烏海湖，碧波蕩漾
的湖面上，牠們逐水嬉戲、展翅翱翔；烏
蘭浩特市洮兒河國家濕地公園通過近幾年
的保護與恢復，灘塗漫布、水草叢生，已
然成為鳥兒們棲息的天堂；呼和浩特市和
林格爾縣巧什營鎮的濕地也迎來了一群特
殊的客人——赤麻鴨，牠們時而振翅高

飛，時而追逐嬉戲，發出歡快的鳴叫聲；
在呼和浩特市托克托縣黃河濕地，成群的
白天鵝在水面上翩翩起舞，而兀立岸邊
的，是一隻國家一級保護動物丹頂鶴……

據托克托縣鳥類攝影愛好者張建平介
紹： 「在托克托縣野外記錄到丹頂鶴還是
首次。」 近年來，托克托縣日益向好的生
態環境和豐富的濕地資源，前來棲息、覓
食的候鳥種類和數量逐年增多，已成為候
鳥遷徙通道上的重要驛站。

濕地上，藍天下，萬鳥翔集，演奏起
春天交響樂。今年，內蒙古突出抓好 「一
湖兩海」 、察汗淖爾、西遼河等重點河湖
濕地綜合治理，加快規劃工程項目建設，
切實守護好內蒙古這片碧綠、這方蔚藍、
這份純淨。 大公報記者喬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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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北的 「候鳥機場」 官
廳水庫，目前一天有約1.8萬

隻候鳥從南方遠道而來，這也意味着今春的
候鳥遷徙高峰已經到來。牠們在庫區歇腳、
覓食、洗澡，再擇機離京，去往北方的繁殖
地。

「現在場面非常震撼，鳥兒翻飛，有上
中下三層，我們甚至有點擔心牠們會撞
車——不過事實證明，我們多慮了。」 黑豹
野生動物保護站站長李理笑着說，目前，庫
區的大天鵝有400多隻，小天鵝也有將近50
隻，牠們不斷合群，然後一起覓食、飲水。
「我們注意到，大天鵝、小天鵝很高傲，不
怎麼搭理雁鴨類。雁鴨類看到天鵝走過來，
也要攢一下身體，躲避一下。」

今春候鳥遷徙季與往年不同的是，雁鴨
類候鳥的數量特別多。其中，數量最多的是
豆雁、鴻雁，綠頭鴨的數量也在1萬隻左
右。數量龐大的綠頭鴨種群中，還夾雜着赤
麻鴨、針尾鴨、斑嘴鴨、普通秋沙鴨，以及
白秋沙鴨、花臉鴨、紅頭潛鴨、赤嘴潛鴨
等。這些雁鴨類候鳥在水面上密密麻麻鋪了
一層，給巡護隊員的監測工作增加了不少難
度，他們不得不馬不停蹄地加快清點速度。
「我們觀察到，今年的鳥群非常健康，體
態、毛色都很好。這證明牠們在遷徙途中的
伙食不錯。」 李理說。

驚蟄過後，天氣愈加暖和，官廳庫區的
冰層加速消融，很多區域的水位也開始上漲
了。李理說，不少巡護路被淹沒，他們的巡
護車幾乎每天都會陷入灘塗。 「不過這對於
鳥兒來說，倒是一個好消息。灘塗多了，牠
們也能更好地休整。」 北京日報

鶴鸛聚首珠江口 粵港共度觀鳥季

北京

●內地現有以鳥類為主要保
護對象的自然保護區378個，其中

國家級自然保護區87處，總面
積達13.5萬公頃。

●截至2021年底，內地有114
家單位參與鳥類環誌活動，累計環誌鳥

類845種400餘萬隻，確認了內
地重要候鳥棲息地1000多處。

●截至2021年，國家林草
局對70餘種珍稀瀕危鳥類開展了專

項調查，對20餘種珍稀鳥類實
施了系統保護措施。

●內地已建立742處國家
級野生動物疫源疫病監測站，通過疫
源疫病監測體系，成功控制了多起野

鳥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數讀內地候鳥
保護成效

資料來源：
國家林業和草原局

作為全球重要的候鳥
遷徙和越冬歇息地，珠江口

濕地每年有超10萬隻候鳥飛抵。而廣東現
記錄野生鳥類584種，其中遷徙鳥類超412
種，是當之無愧的 「鳥的天堂」 ，目前粵
港地區亦迎來了觀鳥季。

作為國家一級保護野生動物，東方白
鸛近期成群集聚在陽江江城區平岡鎮海灘
邊。陽江市鳥類攝影愛好者陳傑說，他在
陽江拍鳥近十年，這是首次拍到東方白
鸛。其實，廣東記錄到東方白鸛的地區和
數量越來越多。如廣東海豐濕地今年2月迎
來209隻；與香港毗鄰的深圳福田紅樹林自
然保護區曾記錄到27隻；廣州南沙濕地、
東莞虎門都曾觀測到40多隻 「同框」 。就
在上月，東方白鸛、白鶴、彩鸛等3種珍稀
候鳥在汕尾集體亮相，其中白鶴是首次現

身當地。
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都會有大批候鳥

飛至粵港澳地區過冬，上演一幕幕人鳥和
諧共生的美妙場景。而廣東自然生態系統
多樣，被列入《全國鳥類遷徙通道保護行
動方案（2021-2035年）》的重要候鳥遷
徙通道共計59個，涵蓋了黑臉琵鷺、中華
鳳頭燕鷗、白琵鷺、白額雁、小天鵝等一
系列珍稀候鳥。目前廣東正進一步加強候
鳥及其遷徙通道保護，建設 「珠三角水鳥
生態廊道」 。而據《廣東省候鳥及遷徙通
道保護行動計劃（2023-2035年）》還規
劃了廣東省候鳥遷徙區、功能區和保護優
先區，包括海洋與海岸帶候鳥、粵北南嶺
山地候鳥、粵西雲霧山候鳥、粵東羅浮山
─大桂山─蓮花山候鳥等4大保護優先區。

大公報記者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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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鳥遷徙季又至，
灰鶴群、赤麻鴨群和
天鵝群飛過北京北方
的官廳水庫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