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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省将“观鸟周”升级为“观鸟季”，就是

希望以候鸟为媒介，诚邀大家走进大美江西，来

一场“心随候鸟飞，情醉鄱阳湖”的观光之旅、生

态之旅、合作之旅。

我省坚持迎客入赣，打造了一批景观化观鸟

平台，策划了环鄱阳湖“观鸟+旅游”精品路线，为

广大游客共赏候鸟翔集创造更好条件，也希望国

内外更多有识之士关注江西、支持江西、携手江

西，共同呵护鄱阳湖“一湖清水”，共同呵护鄱阳

湖越冬候鸟种群的生态安全，共同创造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丽世界。

12 月 2 日，鄱阳湖生态旅游（观鸟旅游）线路

产品对接会暨“鄱湖观鸟·嘉游赣”生态旅游推广

季启动仪式在吴城镇举行。启动仪式上，推出了

江西“鄱湖观鸟”生态旅游精品线路；南昌市、九

江市、上饶市等围绕本地生态旅游资源、观鸟资

源、线路产品作了重点推介。同时，发布了“鄱湖

观鸟·嘉游赣”生态旅游推广季期间针对省内外

旅行社及游客的优惠政策。启动仪式之后，南

昌、九江、上饶三地观鸟景区景点与省内外的重

点旅行社及企业代表进行了洽谈对接。

活动期间，省文化和旅游厅还组织了省内外

40 余家重点旅行社代表，赴鄱阳县鄱阳湖湿地公

园，余干县康山大堤、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永

修吴城候鸟小镇等观鸟点开展了考察踩线，实地

体验我省高品质观鸟旅游产品。

作为本届观鸟季的“东道主”，连日来，吴城

镇也提前迎来观鸟小高峰，万鸟翔集、游人如织，

引爆“候鸟王国”的生态流量。近日，笔者在吴城

镇朱市湖观鸟点看到，成群的冬候鸟在湖泊洲滩

上沐浴着冬日暖阳，栖息、觅食，吸引了不少游客

慕 名 而 来 ，更 有 摄 影 爱 好 者 早 早 架 起“ 长 枪 短

炮”，随时用镜头留下鄱湖精灵的美丽倩影。

近年来，永修县依托资源禀赋，用心做好“观

鸟经济”文章，在千年古镇吴城镇，建造了常湖

池、朱市湖、狮子山下等一个个别具特色的观鸟

点，还立足“候鸟王国”，打造了观鸟长廊、鸟类监

测研究站、四季花海、天文科普馆等功能驿站和

旅游景点。连年举办观鸟赛事，以“鸟”之名，为

吴城搭建起连接世界的桥梁。

“近几年，永修吴城候鸟小镇景区观鸟游的热

度逐年上升。今年，每个观鸟点最大瞬时游客接

待量达 300 人次。自入冬以来，游客接待总量达 5
万人次，景区周边研学活动每日接待量近 5000 人

次。”永修吴城候鸟小镇景区运营部负责人王菊根

说，游客们来得更多、待得更久，小镇上的民宿旅

社、农特产馆的生意也随之红火了起来。

感受“鹤舞鄱湖”之美，南昌高新区白鹤小镇

正吸引着各地游客慕名“打卡”，观鸟、采摘、研学、

摄影等生态体验游持续火热。今年 11月进入观鸟

季以来，该小镇已接待游客超 10万人次，让大家感

受别样的“鹤舞鄱湖”生态之美。

从昔日一片寻常藕田，到如今全球瞩目的白

鹤栖息地，鲤鱼洲湿地生态保护让这里成为候鸟

的乐园和观鸟的胜地。目前，依托鲤鱼洲全域打

造的南昌高新区白鹤小镇项目，以五星白鹤保护

小区为中心，发散出了科普研学、人文体验、休闲

农业、旅居生活等多重配套功能，已成为冬季研

学游的热门目的地。

不久前，2023 年江西省“百湿千校万人”湿地

自然教育系列活动之湿地的生物多样性自然教育

活动在南昌高新区白鹤小镇举办。来自南昌和常

熟两地的中小学生走进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

千鹤文化村，通过户外观鸟、自然游戏、科普课堂

等自然探索活动，感受南昌国际湿地城市的魅力。

开展一场候鸟观测、上一堂农学体验课、当

一回新村民……进入观鸟季以来，南昌高新区白

鹤小镇已接待游客超 8 万人次，其中千鹤文化村

白鹤共生馆开展候鸟研学活动 50 余场。为给游

客带来更好的体验，观鸟季期间，南昌高新区启

用了程家池、红井村、灭螺队等 3 个停车场，并提

供双休日免费交通换乘服务。

得益于不断攀升的客流量，鲤鱼洲积极开展

农业采摘、露营基地、特色民宿、整村提升等设施

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经济，带动当地群众增

收，村民们的“旅游饭”越吃越香。近年来，鲤鱼洲

新增农家乐 12 家。利用九团团部、五分场二十一

大队、红井村等地乡村闲置资产打造的白鹤小镇

宿集，自投入运营以来迅速成为“网红”精品民宿。

目前，鄱阳湖候鸟数量达 70 万只，种类有 58
种。为了方便群众观鸟，今年我省特意推出了观

鸟路线图，规划了 8 条观鸟路线、20 个观鸟点。其

中，上饶市共有 5 个观鸟点，分别为鄱阳县白沙

洲、香油洲、鸦鹊湖，余干县康山大堤、插旗洲。

为方便游客全方位体验观鸟生态游，结合观鸟点

及周边景区、景点，上饶市开辟了两条鄱阳湖观

鸟生态旅游精品线路。这两条线路以湖泊、河

流、草洲、泥滩、岛屿等湿地自然景观为主，荟萃

了水、鸟、草、鱼等自然精华，可以说拥有“最多姿

的水”“最高贵的鸟”“最惊艳的草”“最鲜美的鱼”

和“最厚重的文化”。

余干县插旗洲是规划的观鸟点之一。它位

于鄱阳湖东南岸，有大量的珍稀候鸟分布，白鹤、

灰鹤、东方白鹳，还有很多雁鸭类种群，是观看鹤

类的一个绝佳点位。我省对规划的每个观鸟点，

都建了相应设施，如观鸟长廊、观鸟台、观鸟亭

等，方便观鸟。长廊进行了伪装，既能避免惊吓

到鸟类，又能让游客近距离观看到湖区的各种鸟

类。长廊内，拍鸟爱好者正架着设备，目不转睛，

生怕错过这些湖区精灵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省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如

果想观看白鹤，建议选择南昌五星白鹤小区或者

插旗洲，南昌五星白鹤小区可以最近距离拍摄到

白鹤。如果想观看东方白鹳，建议到南矶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因为那里是东方白鹳比较集中

分布的区域。如果想观看青头潜鸭可以到九江

市 柴 桑 区 的 东 湖 ，东 湖 最 多 有 青 头 潜 鸭 600 余

只。如果想看到候鸟云集、万鸟齐飞的场景，建

议到九江市的都昌候鸟保护区，那里的鸟都是属

于成大群分布的，非常壮观。

候鸟是大自然的精灵。保护好候鸟、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共同的目标。我省将始

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纵深推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加大候鸟

保护力度，深化与国内外沟通交流，齐心协力推

进绿色发展，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书写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新篇章。

心随候鸟飞心随候鸟飞 情醉鄱阳湖情醉鄱阳湖
——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掠影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掠影

世界的鄱湖，候鸟的天堂。

冬日的鄱阳湖畔，与翩翩起舞的候鸟来一场美丽的邂逅。12 月 10 日，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在“中

国候鸟小镇”永修县吴城镇开幕。700 多位国际嘉宾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以候鸟为媒、鄱湖为景，加强合作交

流，共同谱写“同在蓝天下，人鸟共家园”的美好篇章。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全国首

批国际重要湿地，也是亚洲最大的候鸟

栖息地，被誉为“珍禽世界”“候鸟天堂”

“白鹤王国”。据统计，每年到鄱阳湖越

冬的候鸟多达 60 万至 80 万只，全世界

90%左右的白鹤、80%以上的东方白鹳、

70%以上的白枕鹤都会不远万里飞至鄱

阳湖越冬栖息。

此 次 观 鸟 季 活 动 由 江 西 省 人 民 政

府、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主办，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为进一步

突出地方特色、生态保护、生态旅游、国

际交流、专业研讨、全民参与等元素，共

设置了 13项活动，可谓异彩纷呈——

鄱阳湖生态摄影展上，一幅幅精美

的摄影作品，充分展示了鄱阳湖“候鸟天

堂”的生态美景，定格了万羽翔集、精灵

嬉戏的精彩瞬间。

“中国候鸟小镇”吴城镇举行了救护

候鸟放飞活动，放飞候鸟 19 种 60 只，其

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 3 种 10 只，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5 种 16 只，均由省

内外各野生动物保护救护机构提供，主

要是救护的鸟类，在经救治、饲养达到放

归野外的标准后，统一进行放飞。

应对气候变化与企业家社会责任沙

龙在南昌举行，主题为“打造绿色鄱阳

湖 助推零碳长江”。中国工程院院士刘

世荣作主旨演讲，与会嘉宾就应对气候

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全球候鸟迁徙

以及长江生态保护与修复热点问题、企

业家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研讨交流，为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建言献策，共同绘就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画卷。

2023 年度中国鹤类研究与保护研讨

会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鹤类联合保

护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在吴城镇召开。

鹤联会秘书长钱法文向大会作 2023 年

全国鹤类同步调查分析报告，全国鸟类

环志中心助理研究员王毅花作 2023 年

度 鹤 联 会 工 作 报 告 和 2024 年 工 作 计

划。国际鹤类基金会 George Archibald
就“全球鹤类保护研究新进展”、江西省

野生动植物保护中心副主任王向峰就

“鄱阳湖鹤类监测保护情况介绍”分别向

大会作报告。会议对积极参与鹤类研究

保护 30 年的鹤类专家学者、基层保护工

作者颁发了荣誉证书。

白鹤因深受江西人民喜爱被确定为

“省鸟”。第四届白鹤论坛在南昌市举

办，主题为“生态中国，江西先行，鄱湖白

鹤，谱写新章”。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围绕白鹤生存环境与保护、鄱阳湖

水利枢纽工程等议题展开讨论，探讨鄱

阳湖异常水文节律下，如何开展白鹤及

越冬候鸟保护工作，并对未来鄱阳湖越

冬白鹤生存环境进行展望。

生态价值转换机制研讨会在南昌市

召开，围绕“促进林业生态价值转换，服

务乡村振兴发展”的主题，旨在共同研究

探索实现生态价值转换的有效途径。中

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围绕“两山”转化、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守攻围绕湿地生态产

品价值评价理论与实现模式作了主旨报

告。重庆市梁平区、杭州西溪国家湿地

公园管理局，以及瑞金市、武宁县、永修

县相关负责人分别分享了梁平小微湿地

保护修复与合理利用探索实践、西溪国

家湿地公园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及“湿

地生态+”产业模式的探索等五个案例。

备受瞩目的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

赛，以 232 种有效鸟种、1 种江西省新鸟

种、4种环鄱阳湖区新鸟种记录的好成绩

圆满结束。活动吸引 53 支队伍参加比

赛和观摩，其中，美国、俄罗斯、英国等 7
国 12 支队伍，上海市、福建省、广东省等

33 支 队 伍 参 加 比 赛 ，8 支 队 伍 参 加 观

摩 。 经 过 56 小 时 比 拼 ，参 赛 队 成 绩 突

出，成果丰硕，相较去年举办的永修国际

观鸟大会多记录到 13 种鸟种，在我国东

部地区举办的各类观鸟赛事中，成绩非

常亮眼，足以反映鄱阳湖地区丰富的生

物多样性。

继中俄蒙白鹤保护与实践国际交流

活动后，12 月 11 日，中俄蒙及国际鹤类

基金会代表再次齐聚鄱阳湖保护区，在

保护区大汊湖保护站就鄱阳湖湿地与候

鸟保护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国际鹤类

基金会创始人乔治·阿其博、蒙古国环境

旅游部特殊保护区政策协调司司长蒙和

扎雅、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冰岩

带生物问题研究所所长奥赫洛普科夫·

伊诺肯提·米哈伊洛维奇等观鸟季嘉宾

参与此次交流。

13项活动异彩纷呈

候鸟钟情鄱阳湖，反映的是鄱阳湖的良好生

态环境，更是我省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

观鸟季活动期间，各位嘉宾尽情领略“鄱湖波

光、候鸟翱翔”的生态美景，相互交流着观鸟、护鸟

的体会——

中国绿化基金会主席陈述贤表示，鸟类是人

类共同的朋友，湿地是候鸟赖以生存的重要自然

环境之一。中国绿化基金会将与江西省开展务实

合作，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挖掘潜在公益资源，广

泛动员国内外绿化公益力量，积极参与江西省鄱

阳湖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阿拉善 SEE 生态协会监事长刘明达称，鸟类

的总量和品类的增加，很大程度反映这一区域的

环境有了很好的改善。整个鄱阳湖区域生物多样

性的丰富，也证明了这里的环境适应气候变化的

能力也在增强。

“1985 年，我来到这里，现在每次回到这里，

我总是很激动。”乔治·阿其博称，通过观鸟季活

动，让全世界的人们看到这里生态保护的成果，这

也是全球相关行业人员相互学习交流的一个重要

平台。

赞比亚驻华大使伊文·齐乌卢是第一次来到

鄱阳湖，在南昌五星白鹤保护小区，当看到白鹤在

离自己不足百米的位置翩翩起舞，他不禁发出感

叹：“可以这么近距离地观看候鸟，真的很惊讶，太

壮观了。我想这就是候鸟保护、也是鄱阳湖生态

保护成果的最好体现。”

俄罗斯克塔雷克国家公园管理局局长斯克里

普尼克·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说：“这是我第一

次来江西，这里环境非常优美，对候鸟保护得也很

好，这和当地的有效措施密不可分，我们的年轻一代

将在合作项目框架内进行协作，共同学习进步。”

蒙古国野生动物研究保护中心主任尼木白尔

表示：“我们有机会通过本次合作，向江西学习更

多与候鸟保护有关的经验。江西对整个湿地保护

区的建设，可谓是日新月异。这些好的经验，我们

可以借鉴学习，我们也愿意积极加入到鄱阳湖对

候鸟保护的倡议中来，与江西携手共同绘就‘同在

蓝天下，人鸟共家园’的美好画卷。”

充分交流爱鸟护鸟体会

鹤舞鄱湖迎客来

（本版图片由江西省林业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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