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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藍色的天空，清澈的湖水，黃色的蘆葦，黃河對
岸是金色沙漠，遠方是黛青色的山巒。很難想像在黃

河之畔，曾經一片荒涼的鹽鹼地，如今變成生機勃勃的濕地公園。日前，
「2024年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來到烏海市龍游灣國家濕地
公園，聽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管理員白俊英講述這片土地的變遷。

大公報實習記者 劉秋樺烏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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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游灣國家濕地公
園是黃河上游和西北乾

旱區稀有的濕地資源，也是中西部鳥類
等濕地生物的重要生存繁衍場所，對維
持生物多樣性有着重要意義。如今，龍
游灣生態館迎來了首批參觀者，未來還
將聯合開展更多研學活動，讓生態保護
理念深入人心。

在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岸邊，便是
龍游灣生態館。一下車，香港傳媒學子
們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帶着對自然的
好奇與探索，走進了生態館。館內陳列
的動植物標本讓同學們大開眼
界。大家認真聆聽講

解員的講解，記錄下每一個感興趣的細節，
對大自然的神奇嘖嘖稱奇。在遊覽過程中，

學生們最感興趣的是體驗DIY手工製作紀念
品，利用生態館採購的天然植物葉子等材

料，製作出了獨一無二的手工作品。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周汀柔表示，

「之前只是在課本上學習到生態保護的
知識，通過今天的親身體驗，我深切感
受到了大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可貴。」
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嚴鈺儀則表示，龍
游灣國家濕地公園在生態保護方面取得
的成果，令自己更加明白保護生態環境
的重要性。

大公報實習記者 李棟興

親身體驗

生態保護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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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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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 港生探索沙漠綠地
研究生物多樣性 學習生態保護知識

白俊英在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工作了十
年，這裏早已成為她深愛的一片土地。 「小
時候，這裏只是一片低窪的鹽鹼地，被稱為
『水泡子』 。」 白俊英回憶道。後來，隨着
國家、當地政府和民間對濕地的重視，經過
多年的努力，這片土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
化。如今，綠意盎然的植被覆蓋了整個濕
地，水鳥翱翔於湖面之上，形成一幅美麗的
生態畫卷。

動植物種類越來越豐富
白俊英表示， 「我們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來治理和保護這片濕地。例如，禁止人們進
入保育區，以保護鳥類和其他野生動物的棲
息地。」 此外，濕地公園的工作人員還定期
巡查濕地，確保環境衞生，並勸阻捕獵、釣
魚等行為。

在白俊英和她的團隊的努力下，濕地的
生態環境得到顯著改善。鳥類數量逐年增
加，包括白鷺、灰鶴、蓑羽鶴等珍稀鳥類，
甚至在冬天能看到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白尾海
鵰的身影。

除了日常監管工作外，白俊英還積極參

與濕地的科研合作。她會與科研人員一起觀
察和記錄各種鳥類的遷徙情況，為科學研究
提供寶貴的數據。同時，他們還會在春秋季
節為過往的候鳥提供食物和庇護所，幫助牠
們能夠順利遷徙。白俊英表示， 「我們的工
作雖然辛苦，但看到濕地變得越來越美麗，
動植物種類越來越豐富，就覺得一切都是值
得的。」 為此，她建立了一個冊子，記錄下
日常工作中發現的各種動植物，以便更好地
了解和管理這片濕地。

居民休閒放鬆好去處
居住在附近的人也常來濕地

公園散步，享受大自然的寧靜與
美好。市民林小姐表示， 「過
去，這裏是一片荒蕪的土地，現
在變成了我們休閒的好去處。每
天在這裏散步，感覺身心都得到
了放鬆。」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的成功
轉型不僅為當地居民提供了一個
休閒娛樂好去處，也為保護生物
多樣性作出了積極貢獻。在這片

寧靜的濕地中，清新的空氣間瀰漫着泥土的
芳香，開闊的水域上漂浮着豐富的水生植
物，形成天然的生態過濾器，提升了水質，
也為水生動物提供了豐富的食物來源和理想
的棲息環境。岸邊的植被帶裏，蘆葦輕輕搖
曳，吸引着各種鳥類在此棲息和繁衍。

白俊英告訴記者，未來她和團隊將繼續
致力於濕地的保護和建設，推動生態治理持
續向前發展。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位於內蒙古自治區
烏海市海勃灣區，東臨桌子山，西靠黃河。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總面積890公頃，其中濕地面積635.8公
頃，濕地率71%，有河流濕地、沼澤濕地和人工濕地三大類。
這裏的濕地被形象地稱為 「地球之腎」 ，尤其在西北乾旱區是
極為稀有的資源。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內共有野生維管植物47科112屬157
種。公園內主要分布魚類、鳥類、兩棲類、爬行類、哺乳類5大
動物類型總種數152種。其中鳥類有16目38科108種，包括國
家一級保護鳥類黑鸛、白尾海雕、大鴇3種，國家二級保護鳥類
18種，白琵鷺、大天鵝、小天鵝、灰鶴、長耳鴞、紅隼等。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不僅是一個欣賞
自然美景的好去處，也是進行生態保護和

生物多樣性研究的重要場所。遊客可以在此觀察到多種野生維
管植物和動物，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生機勃勃的生態系統。

公園內生長着多種植物，如蘆葦、四合木、睡蓮、眼子
菜、萍蓬草、再力花等。這些植物不僅為濕地提供了良好的生
態功能，如淨化水質、防止侵蝕，還為各種動物提供了食物和
棲息地。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是許多候鳥遷徙的重要中轉站，包括
一些珍稀鳥類如遺鷗和黑鸛等。這些鳥類在這裏停留和覓食，
為觀鳥愛好者提供了絕佳的觀察機會。 「除了鳥類，這裏還是
其他多種動物的家園，包括魚類、兩棲類和小型哺乳動物等，
牠們在這個生態系統中各佔一席之地，保持着生態平衡。」 白
俊英說。 大公報實習記者 劉秋樺

候鳥遷徙的重要中轉站
生態平衡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
話你知

訪吉奧尼酒莊 品葡萄酒醇香
佳釀輕啟，細細涓流入杯

中；緩緩搖曳，沁人心脾的酒
香交織於酒釀與高腳杯的碰撞，喚醒學子們味蕾的
期待。抿一小口嘗嘗，果味的鮮香在舌間流動；細
細回味，餘味悠長。日前，參加 「范長江行動」 的
香港傳媒學子抵達烏海市吉奧尼酒莊，採訪酒莊營

銷策劃部工作人員尚丹丹，了解吉奧尼酒莊的葡萄
種植過程和葡萄酒的釀造過程。

烏海有着獨特的地理環境，其晝夜溫差大，日
照充足，有利於儲存葡萄的糖分，從而釀出香氣四
溢的葡萄酒。據了解，吉奧尼酒莊建於2008年，依
偎在黃河中段、沙漠邊際、烏海湖邊，地處黃河沖
積扇一級台地，土質以沙壤土為主，形成了得天獨
厚的3S（海岸、陽光、沙灘）葡萄種植區，現已建
成農業部葡萄標準示範園1000畝，年產優質酒莊酒
300噸。

帶動周邊農民就業
因為烏海市冬天氣溫寒冷，每年秋收後的葡萄

藤需要在寒冬之前埋入土裏，開春後將葡萄藤重新
挖出，再次進行呵護與種植。當葡萄藤逐漸開花
時，接下來重要的一步就是坐果，即對葡萄花進行
授粉。過一段時間，葡萄逐漸結果，轉色，最後成
熟，秋收。

而葡萄釀酒的過程中，發酵尤為重要，酒莊設

置了科學的工序確保葡萄酒的品質。尚丹丹表示，
「釀造過程中主要發揮作用的是酵母菌，它在無氧
條件下將葡萄糖轉化成了酒精與二氧化碳，所以我
們釀酒的重中之重就是為酵母菌提供良好的發酵環
境。酒莊會將剛採摘的新鮮普通葡萄立刻裝入桶
中，加入大量酵母菌並嚴格控制其溫度和濕度，以
確保酵母菌可以正常發酵。」

除了釀酒，酒莊內種植的葡萄亦會直接銷售，
很多遊客會在參觀酒莊的時候直接購買一箱葡萄。
此外，吉奧尼酒莊還設計出一系列帶有烏海市標誌
的獨特文創產品，例如酒杯、玩偶和鑰匙扣，為酒
莊提供除酒類銷售以外一條全新的收入途徑，打造
酒莊文化和旅遊相結合的產業體系。

如今，吉奧尼酒莊已成為烏海的網紅打卡地之
一，而酒莊亦為當地的鄉村發展貢獻力量。尚丹丹
表示， 「吉奧尼酒莊自2008年成立以來，堅持優先
僱用當地員工。目前，酒莊已帶動周邊烏蘭淖爾鎮
農民就業近80戶，增加農民的收入方式，有效解決
了當地農戶無法出門打工賺錢的燃眉之急，幫助當

地農民走上致富路，助力當地鄉村振興。」
此外，對於沒有種植經驗的員工，酒莊則開展

技術培訓，確保對葡萄種植、釀造的各個環節進行
嚴格把關，通過實行定級、定標、定量、定責的分
級、分區、分片的田間管理制度，將酒莊內的葡萄
畝產量控制在400公斤以內，從而保證葡萄的品質。

大公報實習記者
喬一翱、邱燦、方婷、呂亦宬、關凱正

文旅融合

▲龍游灣國家濕地公園綠意盎然。 大公報實習記者關凱正攝

◀學子們在觀賞
動物標本。
大公報實習記者

邱子斌攝

▲濕地裏的荷花。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學子們參訪吉奧尼酒莊。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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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莊景色。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棟興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