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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修县吴城

镇的一家民宿内，员

工 正 在 打 扫 卫 生 。

王蕴蓉摄

▼余干县瑞洪镇老

院子农庄的员工正在制

作肉丸。 王蕴蓉摄

鄱阳湖畔，候鸟和蓼子花海相映成趣。 通讯员 傅建斌摄

鄱 阳 湖 观 鸟 者

架起“长枪短炮”。

通讯员 傅建斌摄

推出 8条“观鸟+旅游”精品线
路，全省观鸟经济现状如何？

鄱阳湖是国际重要湿地和亚洲最大的候

鸟越冬地，丰水期面积可达 4125 平方公里，跨

南昌、九江、上饶 3 个设区市，沿湖涉及 12 个县

（市、区）、98 个乡镇。这里高峰期越冬候鸟种

类 超 过 300 种 、数 量 突 破 80 万 只 ，包 括 全 球

98%以上的白鹤、95%以上的东方白鹳、70%以

上的白枕鹤等珍稀候鸟。

2023 年 10 月，为方便群众观鸟，我省打造

了一批景观化观鸟平台，策划环鄱阳湖 8 条

“观鸟+旅游”精品线路，推出 20 处观鸟点，其

中九江 10 处、南昌 5 处、上饶 5 处。人们若想

近距离观看白鹤，可选择南昌高新区白鹤小镇

或者余干县康山垦殖场插旗洲分场；观看东方

白鹳，可到江西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观看青头潜鸭，可到九江市柴桑区东湖；

观看候鸟云集、万鸟齐飞的场景，可到江西都

昌候鸟省级自然保护区。

在余干县康山垦殖场党委书记余恒盛看

来，基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爱鸟、护

鸟的行为，候鸟才越来越多，在此前提下，政府

因势利导，以观鸟经济发展推动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让生态优势变为发展优势。

2020 年 7 月，鄱阳湖流域发生超历史大洪

水并持续在高水位运行，越冬白鹤采食区域面

积和食物总量急剧减少。一大批白鹤飞到插

旗洲觅食，余干县委、县政府马上启动保护措

施。“由政府出资补贴预留稻田不收割的农民，

为候鸟留足‘口粮’，并安排人员 24 小时守护

候鸟栖息地，已连续三年如此。这里生态环境

好、群众爱鸟护鸟意识强、政府保护措施有力，

所以我们发展观鸟经济有底气。”余恒盛说，

2023 年，余干县还投入 390 万元对插旗洲分场

观鸟点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并出台观鸟停车优

惠等一系列措施吸引游客。

“观鸟点改造后，来这里的游客增加了很

多。今年元旦假期，我们饭店高峰期一天营业

收入达 2 万元。我准备再开一家新饭店。”插

旗洲分场的观鸟火爆景象令附近一家饭店的

老板刘飞龙信心满满。

鄱阳湖畔永修县吴城镇的农家乐也因观

鸟而生意红火。在镇上经营农家乐的黄秋英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她家周末一天要接待 40
多桌，收入有上万元。

从 2019 年起，吴城镇抢抓我省举办鄱阳

湖国际观鸟季（周）活动的机遇，大力发展观鸟

经济。2023 年，全镇接待国内外游客 119 万人

次，周末单日最高峰有 1.5 万人、3000 多辆小

轿车涌入小镇；10 家民宿的周末入住率均超

80%，32家农家乐周末平均每家接待超 30桌客

人，全镇观鸟产业年收入突破 1亿元。

离余干不远的南昌高新区白鹤小镇，是全

球瞩目的白鹤观赏地，观鸟、采摘、研学、摄影

等活动持续火热。2023 年 11 月至今，小镇接

待游客 32 万人次，其中千鹤文化村白鹤共生

馆开展研学活动 50余场。

1 月 17 日，在位于鄱阳县的江西

鄱阳湖湿地公园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部总

监徐俊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3 年，景区接待

游客突破 20 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可以带动

周 边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等 二 次 消 费 5000 万 元

以上。

综观观鸟经济发展快的地方，“醒”得早、

政府因势利导、引入专业机构运营、延长观鸟

经济产业链等是重要原因。

鄱阳县 2008 年就引入旅游开发公司负责

规划、开发、运营，历经 10 余年耕耘，围绕候鸟

元素，已形成水、草、花、鸟、鱼五大 IP（即标

志），由此带动全县 5 大景区、29 个乡村旅游景

点串珠成链。2023 年，这 5 个景区接待游客总

人数突破 2000万人次，较 2022年增长 31%。

永修县出台了“引客入永”奖励政策，对自

驾游车队、大型旅游大巴团队来吴城镇给予奖

励。吴城镇发展观鸟经济更是不遗余力：与

26 家旅行社签订合作协议；累计投入资金超

18 亿元，改造道路、美化环境、提升旅游接待

能力，2023 年还新建了吴城航天科技馆、吴城

历史文化博物馆；坚持每年举办观鸟大赛，“以

赛引客”；推出吴城美食网上地图，要求农家乐

明码标价；等等。

围绕白鹤等元素，南昌高新区鲤鱼洲管理

处全力推进白鹤小镇建设，改造连接南昌城区

的交通“动脉”鲤鱼洲大道，组建南昌高新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集科普、研学、民

宿等配套功能于一体的千鹤文化村，打造白鹤

共生馆等网红打卡地，紧紧抓住南昌高新区内

有 5.1 万家经营主体的优势，推动团建游、亲子

游、采摘游融合发展。

同享“一湖”资源，观鸟经济为
何有喜有忧？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观鸟经济的发展

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与吴城隔河（即修河）相望的庐山市沙湖

山 小 镇 ，同 享“ 一 湖 ”资 源 ，却 显 得 有 些“ 落

寞”——2023 年由村属企业开办、镇上唯一的

一家民宿，12 个床位基本空置，全年入住率不

到 10%；唯一的一家餐馆仅能勉强维持；数十

米长的中心街完全闲置，没有商业业态。

余干县康山乡虽离插旗洲观鸟点不远，也

背靠康山大堤，还有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忠义

文化园以及江豚湾“加持”，但观鸟经济效益转

化不明显，乡里的两个宾馆有时候好几个月才

能订出一间房。

在南昌市新建区南矶乡，分管湿地候鸟保

护工作的副乡长李振林告诉记者，周末天气晴

好时，周边 10 余家农家乐生意还可以。但游

客往往是吃了饭就走，没有更多的活动和消

费，且淡旺季明显，候鸟来了农家乐就“热”，候

鸟走了农家乐就“冷”。

为什么同享湖、鸟资源，观鸟经济的发展

却有这样的差异？多名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这既有地方财力不足，以及为保

护耕地、湿地无法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的客观原

因，也有未进行整体设计、包装、推广和市场开

拓，以及进一步做实观鸟经济内涵和外

延的主观原因。

“跟吴城比，我们‘醒’得

较晚，这些年旅游基础设施

建 设 没 跟 上 ，游 客 来 了 食

宿都不方便。”在沙湖山

小镇做了 6 年“鸟导”的

左青莲说，其实每年全

国各地来找她当向导拍

鸟、观鸟的人不少，都只

能 将 就 着 吃 住 在 她 家

里 。 家 里 接 待 能 力 有

限，她也从不敢接旅游

团队。

沙 湖 山 鄱 阳 湖 湿

地生态保护区管理处

主 任 付 斌 则 认

为 ，沙 湖 山 小

镇 总 面 积

260 亩 ，面

积 较 小 ，

四周难以扩

展 ，加之已投

入 近 4 亿 元 进

行 圩 堤 加 固 、环

境 整 治 ，没 有 更 多

资 金 投 入 到 招 商 方

面，目前虽已腾出 125
亩 连 片 建 设 用 地 ，但 招

商一直不成功，没有经营

主体进来，观鸟经济发展不

起来。

余干县康山乡党委书记张国平分析，群众

思想观念还有待转变，不少人认为观鸟时间

为每年 11 月到次年 3 月，5 个月的“热闹”难

以支撑全年生意，因此群众更愿意外出

务工。

“也有旅行社将忠义文化园、插

旗洲、康山大堤、江豚湾串成一日游

景点，但吸引的大多是周边游客，

当天来回，对当地经济难以形成

更大的拉动效应。”忠义文化

园景区运营负责人朱晓丹说。

如何立足于候鸟可
观，推动经济效益可观？

作为全国唯一兼具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试

点的省份，江西肩负着打造国家生态文明

建设高地和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

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如何坚定不移保护好、利用好绿水青山，

加快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如何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将鄱阳

湖放在长江大格局中统筹考量，把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比如，举全省之力打造全球瞩

目的‘鄱阳湖国际观鸟季’平台，通过发展观鸟

经济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断激发‘两山’

转化新动能，实现为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提供

‘通过高水平保护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

例和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两山’转化经验，

等等，这些都值得我们系统研究和持续推进。”

省林业局湿地和草地管理处处长俞长好说。

“近年来，人们对生态环境日益关注，以观

鸟、拍鸟等自然体验活动为主的观鸟旅游，在

世界范围内已成为流行的休闲活动。”南昌大

学旅游学院副院长杨征说，观鸟经济兼具生

态、经济、社会效益，不仅可让更多人加入爱鸟

护鸟行列，还可带动消费、促进就业。2024 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路线

图”，其中就提到“实施乡村文旅深度融合工

程，推进乡村旅游集聚区（村）建设，培育生态

旅游、森林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推进乡村

民宿规范发展、提升品质”。鄱阳湖沿湖地区

大力发展观鸟经济，既是特色产业，又是绿色

产业，可以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推手”，

让群众在家门口就有钱赚，不断提升获得感、

幸福感。

不仅如此，我省已精心举办三次鄱阳湖国

际观鸟季（周）活动，全景式呈现了鄱阳湖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邀请 3000 多位国

际国内重要嘉宾出席活动，让全世界的目光聚

焦鄱阳湖，进一步提升了鄱阳湖国际生态品

牌、国际旅游品牌影响力。“有条件的地方应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因地制宜将候鸟‘衔’来的

生态流量积极变现。”杨征表示。

来自湖南张家界的游客李刚拍摄鸟类 30
余年，去过云南、河南、福建等地。他认为，候

鸟只是媒介，如何实现观鸟人流量落地，江西

应把旅游资源整合好，通过多点发力，进一步

延伸观鸟产业链，实现全年都有观鸟游客。

“要留住游客，得做足吃住行游购娱等二

次消费的文章。”鄱阳县文广新旅局党组书记、

局长舒凯东说，游客来了要让他有消费的地

方，景区之间要形成联合营销。比如两日游产

品，游客来了可以先去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观

鸟，再去饶州古镇看古建筑，之后去文和友美

食综合体品尝美食，有产品有服务，才能产生

价值，游客才觉得玩得尽兴、钱花得值。

余干县瑞洪镇分管旅游的副镇长赵世佳

表示，对于那些非专业的观鸟者，如何吸引他

们再次前来，也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瑞洪镇

发挥距离南昌近且紧靠旅游公路的地理位置

优势，大力对接南昌，努力在观鸟游上“嫁接”

都市周末休闲游——引导南昌等周边城市居

民到瑞洪过周末。

“要深耕和打磨旅游产品，观鸟旅游产品

要适销对路。同时，要避免同质化竞争。”走

遍了鄱阳湖周边县（市、区）的徐俊告诉记者，

他 发 现 不 少 地 方 的 观 鸟 旅 游 产 品 不 尽 如 人

意 ，且 服 务 和 配 套 也 跟 不 上 ，无 法 承 载 更 多

游客。

“鄱阳湖沿湖各地应围绕当地代表性鸟

种，在品牌上进一步延伸，形成当地观鸟经济

的‘灵魂’或 IP，让人记得住、传得开。另外，观

鸟文创产品的设计和开发也很重要。”鄱阳县

林业局党组成员彭雅贵说，到苏州，游客可以

带走丝绸；到景德镇，游客可以带走陶瓷。那

么，到观鸟点观鸟，能带走什么有意思的文创

产品或伴手礼？这值得我们深思。

“作为湖泊资源大省，我省水系发达、河湖

众多，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特别是观鸟

旅游资源。”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负责人表示，

立足于生态保护，我省将深度融合生态旅游、

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业态，推出更多滨湖和

观鸟旅游精品线路，加强全省生态旅游资源的

宣传推介，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空间，助力

绿水青山加速向金山银山转化。

世界的鄱湖，候鸟的天堂。

1 月 31 日，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

鸟季活动落下帷幕。举办第三届鄱

阳湖国际观鸟季活动，是我省贯彻落

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此次将“观

鸟周”升级为“观鸟季”，就是希望以

候鸟为媒介，诚邀爱鸟人士、广大游

客走进大美江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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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记者从省林业局获悉：据

不完全统计，第三届鄱阳湖国际观鸟

季活动相关资讯浏览总量超 6 亿次，

带动超 200 万人次来鄱阳湖观鸟，旅

游综合收入超 5亿元。

这是自 2019 年以来，我省第三次

举 办 鄱 阳 湖 国 际 观 鸟 季（周）活 动 。

近年来，我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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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 前 ，全 省 观 鸟 经 济 发 展 得 如

何？在呵护好鄱阳湖“一湖清水”、维

护好鄱阳湖越冬候鸟种群生态安全

的 前 提 下 ，我 们 还 需 在 哪 些 方 面 发

力，不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

山 ，进 一 步 提 升 群 众 获 得 感 、幸 福

感？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近日奔赴全

省多个观鸟点进行了深入采访——

一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