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性肺炎的流行，再一次提高了公众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度，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

关于保护野生动物均有重要批示，以此为契机，我局特别编纂本画册，以提高人们对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的认识。

最新修订的《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每年 4 月 5 日至 11 日为

山西省爱鸟周。今年第 39 届的宣传主题是：爱鸟新时代，共建好生态。鸟类是环境优劣的裁判员，生态平衡

的预言家，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人心，我市坚持“生态立市，稳煤促新”的发展战略，朔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划定三条红线、生态复垦复绿、植树造林绿化、保护生

物多样性，整体推进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前 言



第一部分
桑干河畔的巨变

　　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作家丁玲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描写了一个发生在雁北地区，党领导广大农民发

动土改运动翻身做主人的故事，桑干河由此进入了全国人民的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朔州市右玉县干部群众坚持

不懈植树造林、久久为功改善生态，林木绿化率由新中国成立初的 0.26% 增加到现在的 5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

33 个百分点，把昔日的不毛之地变成塞上绿洲，孕育了宝贵的右玉精神。80 年代，朔州人民大力弘扬开放精神，

引进第一个中外大型合作项目——平朔安太堡露天矿，成为改革开放的第一块试验田。如今我市以爱国卫生运动为

牵引，深入推进清河行动三年创优，将清河行动、爱国卫生运动、污染防治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生态修

复造田，强力节水灌溉，集中整治环境，健全完善机制，弘扬桑源文化，全力打造百公里桑干河——永定河生态经

济带。













　　鸟类在维持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市现有鸟类 160 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鸟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鸟类、省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 30多种，有黑鹳、金雕、大鸨、遗欧、灰鹤、大天鹅、白鹭、

鸿雁、红脚隼、秃鹫、雀鹰、苍鹰、白尾鹞、鵟、鸢、长耳鸮、秋沙鸭、赤麻鸭等，还有一些世界濒危鸟类如疣鼻天鹅、

苍鹭、白琵鹭、鹈鹕、长腿鹬、白嘴鹬、凤头䴙䴘、麦鸡、戴胜鸟等。

　　每年全世界都有数以亿计的候鸟，在相隔成千上万公里的繁殖地和越冬地之间，往返迁徙。这是世界上最震撼

壮观的自然景象之一，是世界上最美的迁徙：候鸟们不畏任何艰难，不远万里地飞向某个目的地越冬，再返回最初

的家园。我市作为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中部路线和全球八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 - 澳大利迁徙线通道的

中转站，每年春季 3 月到 4 月，秋季 10 月中旬到 11 月，大量候鸟按相对固定的鸟道和时间，因朔州环境优美慕名

而来。它们飞翔在朔州桑干河沿线的太平窑水库、恢河南河湾、神头湿地公园、东榆林水库、平鲁大梁水库、怀仁

口泉河湿地公园、山阴湿地公园、应县镇子梁湿地公园、右玉苍头河湿地公园及海子湾水库等自然保护地的水面，

觅食“加油”或繁衍生息，场面蔚为壮观，给朔州人民的生活增添了情趣，给大自然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纯朴善良

的朔州人出于对大自然的热爱，纷纷投食护鸟，给予了友好的人文关怀，使这里的候鸟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它

们悠闲嘻戏、自由觅食、回旋吟唱、一会沉入水底，一会又浮出水面，光彩夺目，十分惊艳。“露营赏星辰，观鸟

长知识”，在朔州湿地欣赏候鸟就是一种享受，它胜过豪华的烛光夜餐，胜过一切奢侈礼品。与周围环境相映成趣，

为大美的塞北带来了灵气和人气，一幅人类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画面展现在世人面前。新华社及央视媒体多次专题报道，

成为朔州一张靓丽的自然风光名片，通过媒体的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朔州、关心朔州、投资朔州。

第二部分
桑干河畔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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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禽择水而栖，尤其是大天鹅及有些鸟类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水质、周边环境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近年来，

朔州市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坚

持“生态立市、稳煤促新”战略和塞上绿洲、美丽朔州目标，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朔州的

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美好。

　　鸟对生态环境变化能够做出敏感反应，很多林鸟都是依树而居，鸟多则虫少，虫少则树茂，树茂则水秀，水秀则粮丰，

粮丰则人寿。我市地处山西省北部，居内外长城之间，毛乌素沙漠前沿，历史上十年九旱，靠天吃饭，自然环境恶劣，

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如今，这里是全国三北防护林建设和京津风沙源治理区，是山西省晋西北防风固沙生态林建设区。

从 2000 年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全市坚持每年新造林 30万亩以上，目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19.75%，

预计到2025年实现全域绿化。此外还开展了大规模复垦工程，综合治理采煤沉陷区、露天开采区、山体裸露区等。目前，

全市现有 2个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 48.35 万亩；2个国家级湿地公园，面积 2.1万亩；3个省级湿地公园，面积 5.55

万亩；2个省级以上森林公园，面积 6.93 万亩；4个城郊森林公园，面积 1.06 万亩。各类保护地在做好日常巡查和定

期检查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水质修复、湿地恢复和栖息地保护，守护候鸟平安迁徙。

第三部分
桑干河生态多样性源于良好的生态系统















　　“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山峦层林尽染，平原蓝绿交融，城乡鸟语花香。”我们将牢记习

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始终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系统治理，推动自然资源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

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清新、生物多样的美丽朔州。

第四部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