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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保护补助项目实施见成效
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内蒙古自治区国土面积 118.3 万平

方公里，东西直线距离 2400 公里，南北

跨度 1700 公里。从暖温带至寒温带，从

大兴安岭北部的冷湿地区向西南至中亚

戈壁，几乎涵盖了除滨海类湿地以外的

所有湿地类型。根据国家第二次湿地资

源调查，全区湿地总面积601.06 万公顷，

占自治区国土面积的 5.08%，面积位居

全国第三。

长期以来，由于气候干旱，降雨量

小，补水不足，自治区大部分湿地不同

程度都存在萎缩退化现象。个别湿地受

到不同程度污染，生物多样性下降。如，

乌梁素海湿地由于生活污水、农业废水

的排放，造成富营养化非常严重，野生

动植物栖息和繁殖受到极大影响。而且，

湿地保护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设备严重

缺乏，湿地保护工作非常困难。自治区大

部分湿地因缺少保护经费无法有效保护

而面临萎缩、污染、退化和消失的危险。

虽部分湿地实施了保护工程和保护补助

项目，但因不能连续实施，还是无法得

到长期保护。部分重点湿地因投入不足

工作人员配备不足，特别是没有湿地管

护人员而无法对湿地进行有效管护。   

湿地保护工作得到了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 年颁布了《内蒙

古自治区湿地保护条例》，各级林业主

管部门逐步成立了湿地管理机构，以湿

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为保护形式的

湿地保护体系已初步建立。纳入保护体

系的湿地面积 147.6 万公顷，占全区湿

地总面积的 24.6%。部分重点湿地实施

了国家湿地保护工程和湿地保护补助项

目，湿地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2009 年

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启动湿地生态效益

补偿试点”，从 2010 年开始，国家新设

立了湿地保护的财政专项资金。财政部

从而完全变成内陆湖，并导

致湖泊盐碱化。目前达赉湖

水盐分比例为 6‰，已达到半

咸水标准。

中央财政将继续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完善政策，加大力度，

积极支持湿地保护与恢复工

作。 一是加快湿地立法，依

法保护湿地。配合国家林业

局等有关部门，尽快出台并

实施《湿地保护条例》，依法

保护湿地资源。划定湿地红

线，将湿地纳入经济社会发

展评价体系。严格限制湿地

开发利用，征占用湿地的要

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申请审

批。严厉打击非法占用或破

坏湿地行为。推动相关法律、

法规完善，明确湿地作为独

立的土地利用类型。二是促

进深化改革，理顺管理体制。

逐步提高湿地保护管理机构

隶属的行政级次，将条件成

熟的国际重要湿地和湿地类

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逐步交

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管理。

加强湿地保护小区建设，完

善我国湿地保护管理体系，

提高保护成效。三是不断完

善政策，加大支持力度。认

真总结退耕还湿、湿地生态

效益补偿试点经验，完善财

政支持政策，加大湿地保护

与 恢 复 的 投 入 力 度。同 时，

推进整合中小河流治理财政

专项资金、水污染防治专项

资金、林业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补贴等涉及湿地保护与恢

复方面的资金，切实提高资

金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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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林业局联合下发了关于湿地保护

补助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先期开展湿

地保护补助工作。自治区从 2010 年开始

实施湿地保护补助项目，截至 2014 年中

央财政共投入 13000 万元，自治区财政

共投入 1500 万元。保护湿地面积 48 万

公顷，占全区湿地总面积 8%。一是对退

化湿地进行有针对性的恢复。完成了拆

除阻水坝、小型水库 11 处，河道疏浚 60

公里，清淤 17 万立方米，湿地植被恢复

621.6 公顷，动物栖息地恢复 140.7 公顷。

二是进行了监测监控设施维护和设备购

置，累计完成了巡护道路维护 496 公里，

建设湿地保护围栏 135 公里，湿地监测

站点维修 2532 平方米，维护湿地保护宣

传牌、指示标牌、界碑界桩 783 块。三是

部分管护人员不足的重点湿地聘用了湿

地管护人员 391 人。

湿地保护补助项目的实施，使自治

区已实施项目的湿地得到了切实有效的

保护，对自治区湿地保护工作起到了前

所未有的推动作用。

（一）疏通了水系，增加了湿地水

量，湿地萎缩得以缓减，湿地功能得以

恢复。通过清除河水流入湿地河道内的

水坝、水库和泥土等障碍，沿原有河道

进行清淤，对水道拓宽或挖深，使湿地

来水保持畅通，保证湿地有基本的来水

量，缓解因干旱造成的水面萎缩趋势，

维持候鸟栖息地环境。通过疏浚湿地周

边淤塞河道，恢复湿地与周边水系联

系，促进地表水循环，改良了水质、水

体，恢复和改善了水禽栖息环境。保护

湿地上游水源地，保证进入湿地水量，

防止水位进一步下降，有效减轻湿地盐

度升高和富营养化等湿地污染问题。由

于实施了河道疏通和清淤，自治区达赉

湖、鄂尔多斯遗鸥等湿地恢复效果良

好，特别是达赉湖湿地，近几年水域面

积由原来 19 万公顷增加到 23 万公顷，

湖泊富营养化程度降低，湿地生物多样

性得到恢复。

（二）恢复湿地植被，湿地生态环

境得以改善。通过控制湿地周边植被退

化面积，防止沙化侵蚀湿地，平整人为

破坏的地形，因地制宜，采用人工种植

湿地植物等措施恢复湿地植被，减轻沙

尘对湿地的影响，遏制洪水、控制水土

流失，同时为湿地野生动物提供庇护场

所。比如，达赉湖湿地针对达赉湖南岸

和东岸部分区域植被退化，风蚀沙化现

象明显，采用网格固沙、分区封育等技

术措施稳固地表土层，改善土壤水分条

件，引入沙生植物定居，形成先锋群落，

逐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

（三）购置监测监控设备，及时掌

握湿地动态，有效保护湿地资源。以科

尔沁和鄂尔多斯遗鸥为代表的湿地通

过购置水质检测仪、植被取样和实验

器材、观鸟望远镜、照相机等湿地监测

设备，对湿地不同区域水质进行长期

全面检测，将记录和分析结果构建本底

资料，为将来的水环境综合治理打下基

础。开展湿地植物野外采样和标本制

作等工作，全面考察湿地植物种类、群

落分布和生长现状。对候鸟及珍稀物种

按照迁徙繁殖规律进行分季节观察记

录，及时把握种群动态，完善鸟类栖息

繁殖资料，制定相应保护措施，提高保

护效果。通过在湿地野生动物主要栖息

繁殖地、生态敏感脆弱区、比较容易遭

到破坏的位置设置监控点，利用图像获

取、传输和远程控制设备建立实时监控

系统，及时了解湿地变化及水鸟繁殖情

况，并对鸟类救助、人为闯入等可能的

突发事件及时做出反应，实时指挥保护

区巡护人员对湿地破坏不法行为进行

阻止，提升了湿地保护能力。监测能力

的提高和监测活动的开展可以有效地

评估湿地保护工程项目的实施效果，为

制定有效的管理计划提供可靠的基础

材料。

 （四）建设围栏进行围封，保护湿

地敏感脆弱区。通过建设围栏，科学划

定封育区域，设定限制人类活动范围，

规范旅游农牧业等行为，降低人为干扰

强度，遏止湿地周边植被退化趋势，保

护湿地野生动植物栖息和繁育地。如达

赉湖等湿地在核心区建设围栏，保护核

心区水面和草地，合理引导放牧活动，

控制周边牧民进入湿地核心区的时间和

次数，减轻了对湿地水鸟栖息和活动区

域的影响。

（五）聘用管护人员，加强湿地巡

护。自治区重点湿地面积都比较大，但

配备的正式工作人员很少，日常管护工

作量很大，单靠管护站工作人员难以完

成。为此，自治区增加临时巡护人员，

经过必要的辅导培训，对保护区内游客

活动进行管理，制止盗采滥伐行为，宣

传湿地保护知识，协调与周围农牧民关

系，减轻了管护站工作压力，扩大了湿

地巡护管理面积，提升了管护能力，保

证了例行巡护工作的顺利完成。

（六）监测监控设施维护，提高湿地

管护效率。自治区实施项目的大部分湿

地通过设施设备的维护和购置，如巡护

道路、码头、管理站点维修，监测监控

设施设备维护，极大地改善了巡护和监

测人员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调动了工作

人员的积极性，提高了应急事件的处置

能力。

（七）湿地保护项目的实施，促进

了湿地保护工作持续健康发展。项目的

实施，为不同类型的湿地保护积累了很

多可供借鉴的经验，树立了湿地生态保

护的样板，使公众了解湿地、认识湿地、

感受湿地的强大功能，增加了自觉保护

湿地的意识，湿地的对外联系“窗口”作

用得到充分发挥。随着项目的实施，带

动了湿地及周边地区交通、商业、旅游

业、林农副土特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既

增加了湿地自身的经济实力，又为当地

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拉动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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