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盐城：做优做美生态特色名片

严 安

2019年 7月 5日，第 43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盐城黄海湿地正式成为中国第 14座也是江苏唯一一座世界自然遗产地。申遗成功，使

得盐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禀赋受到了举世关注。作为同时具备海洋、湿地、森林三大生态系统的

沿海城市，盐城趁势加快生态特色品牌塑造，做优做美生态特色名片，进一步彰显大美盐城的生态特质和

城市魅力。

扮靓世界自然遗产名片，彰显生态盐城的自然之美。世界自然遗产是国际公认的最具含金量的生态品

牌和城市名片，是国际社会对一个地区自然资源价值的最高认可。申遗成功之后，盐城倍加珍惜世遗荣誉，

主动扛起世遗责任，主动融入全球生态系统治理，以国际标准、世界眼光、科学精神把这块“金字招牌”

保护好、打造好，使其含金量日益提高。

遗产地第一期包括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部分区域、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境、盐城

条子泥市级湿地公园、东台市条子泥湿地保护小区和东台市高泥淤泥质海滩湿地保护小区。这里是太平洋

西岸、亚洲大陆边缘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沿海滩涂湿地，主要由潮间带滩涂和其他滨海湿地组成，是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的关键枢纽，是全球数以百万计迁徙候鸟的停歇地、换羽地和越冬地。作为中国第

一块滨海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地貌过程和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原真性以及生态物种的

多样性、珍稀性，具有独特的生态价值、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当前，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遗产地的

人类干扰痕迹，使其真正成为百万只候鸟和各类动植物的自由王国。

扮靓东方湿地之都名片，彰显生态盐城的灵动之美。盐城，是一片碧水浸润的土地，拥有丰富多样的

湿地类型，被誉为“东方湿地之都，仙鹤神鹿世界”。盐城充分发挥湿地资源丰富的优势，以创建“国际

湿地城市”为抓手，进一步升级盐城“东方湿地之都”生态名片。

一是加强生态保护和湿地修复。按照《盐城市湿地保护总体规划（2019—2030）》《盐城市打好碧水

保卫战实施方案》《盐城市农村河道生态治理三年行动方案》等方案确定的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科学

实施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的综合治理，切实搞好沿海滩涂、河流、湖荡等重要水体的污染防治和生态

修复工作，从根本上改善湿地生态环境。二是在城乡规划建设上充分融入湿地元素。以打造具有鲜明盐阜

特色的“水城绿都”和秀美田园水乡为目标，在城乡规划、社区布局、建筑设计、景点营造和乡村建设等

方面，合理融入丰富多样的湿地元素，多方位地呈现“河海安澜、碧水畅流、岸绿景美、水韵盐阜、湿地

之都”的美好神韵。三是结合不同湿地类型重点打造一批精品景观。借鉴杭州的“西溪模式”，以保护为

目的，突出生态、人文、休闲等功能的开发，将大洋湾和大纵湖这两个距离市中心最近的国家级湿地公园

打造成盐城市民的“生态会客厅”。在流经市区的串场河、蟒蛇河、新洋港等主要河流沿岸地带，精心打

造一批特色鲜明、风光旖旎的城市内河风光带。在里下河水网地带，以大纵湖、九龙口两个国家级湿地公

园为主要依托，通过建设一批特色化的湿地保护小区、湿地公园和乡村旅游景点，将马家荡、沙村荡、兰

亭荡等 11个形态各异的湖泊湖荡串联成具有浓郁苏北水乡特色的生态水廊和旅游观光带，充分展现盐阜大

地田园水乡的灵动之美。

扮靓国家森林城市名片，彰显生态盐城的清新之美。2019 年 11 月，盐城被全国绿化委员会、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联合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这是盐城继成功申遗之后获得的又一张重量级生态名片。近

年来，盐城以沿海百万亩生态防护林工程建设和国家森林城市创建为抓手，大力推进植树造林工作，造林

面积连续多年全省第一。盐城不仅在千里海疆建成了百万亩生态防护林，打造出我国东部沿海最大的平原

国家森林公园，还建设了一批各具特色的森林小镇、森林村庄。今年 3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了国家

森林康养基地（第一批）名单，东台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成功入列。截至目前，盐城全市建成市级森林

小镇 27个、森林村庄 317个，建成林业专业村 88个。其中，已有 35个村跻身国家森林乡村，总数位居全

省前列。

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功之后，盐城不仅要在增绿、护绿上下功夫，进一步提升绿化覆盖率，更要注重

森林城市建设的品质提升和特色打造，更高质量地将绿意盎然、清新怡人的盐阜大地打造成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人居典范。同时，将生态建设与产业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在科学规划、精心设计的基础上，把森林

小镇、森林村庄和森林公园建设成高品质、有吸引力的特色旅游景点和生态康养基地。

扮靓特色田园乡村名片，彰显生态盐城的宜居之美。在黄海湿地申遗成功之后，盐城市委、市政府迅

速召开了全市旅游发展大会，提出要用好世界自然遗产“金字招牌”，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推

动盐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由于严格的保护要求，主要发挥品牌带

动作用，而根本动力和主战场在广大乡村。因为乡村是各种生态要素和旅游资源的主要集聚地，乡村面貌

直接影响着一个地域的生态特质和旅游魅力。

从 2017年 6月起，我省启动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在江苏的率先实践和有效抓手。几

年来，盐城作为江苏第一农业大市，以生态优、村庄美、产业特、农民富、集体强、乡风好为目标，突出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综合治理，大力推进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打造了一批各具特色的省、市、县级特色田

园乡村和美丽宜居村庄样本。2019年，盐城有 3个村被正式命名为江苏省首批特色田园乡村，东台成功入

选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县。未来，盐城紧紧把握乡村振兴战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以及黄海湿

地成功申遗等带来的机遇，充分发挥盐城农耕、生态、文化等资源优势，立足乡村实际，进一步优化产业、

田园、村落等空间格局，培育特色产业、特色生态、特色文化，塑造田园风光、田园建筑、田园生活，建

设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村，呈现既有现代美感、又有历史文化底蕴，还具有鲜明盐阜地域风格的

特色田园乡村现实模样，把盐阜乡村大地打造成人人向往的秀美画廊和宜居胜地。

扮靓盐阜生态文化名片，彰显生态盐城的人文之美。悠久的发展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种文化的

汇聚交融，造就了底蕴深厚、特色鲜明的盐阜生态文化。它们以遗址古迹、诗词歌赋、民俗风情、农谚民

谣、人文故事等多种形式世代流传、不断丰富、充实着盐阜地域文化的多彩宝库。深入挖掘、提炼盐城海

盐文化、农耕文化、湿地文化等多种生态文化形态中能够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盐阜人民才能智慧、精

神风貌的优秀文化元素，并使之与现代生态文明理念有机融合在一起，丰富、提升其精神内涵，为盐城推

进绿色发展、实现绿色跨越注入清新而强大的精神力量。通过内容、形式、传播途径等多方面的创新，将

盐城生态文化以丰厚的人文底蕴、清新的时代气息和独特的艺术美感，鲜活、丰满、新颖地呈现于大众面

前，使其以别样的魅力为大美盐城增光添彩。特别是在世遗品牌的塑造、推广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盐城民

间艺术和戏剧创作的优势，用传统文化、现代理念、世界语言讲好“盐城故事”。同时，重视非遗文化的

文脉传承和产业创新，使东台发绣、大丰麦秆画、射阳农民画、阜宁牛歌等一批非遗文化项目与世遗品牌

一起走向世界。不断放大戏剧创作的“盐城现象”，精心打造更多像《鹤魂》《一个真实的故事》等展现

和弘扬盐城世遗生态文化的优秀艺术作品，让更多公众感受盐城生态文化之美，有效扩大世遗品牌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