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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12 月 11 日，立于白龟湖畔，只见湖水烟波浩渺，芦苇随风摇
曳，成群的红嘴鸥就像跳动的音符，悠然奏响欢快的旋律。

入冬以来，随着大批红嘴鸥重返鹰城，我市掀起新一轮赏鸥热
潮。这是红嘴鸥连续第7年来我市越冬，这些小精灵的到来，正是
白龟湖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最好证明。

石洲今年47岁，家住湛河区
曹镇乡五虎刘村。当天上午，记
者见到他时，他刚刚下湖捕鱼归
来。暗红色的铁皮小船上，装着
小银鱼、小黄鱼、花鲢等战利品。

“每年9月至次年2月是开
渔期。”石洲说，从9月1日开始，
他每天都会带着渔具下湖捕鱼，

“一般一天两趟。以前养鱼又累
又操心，还挣不了多少钱。现在
虽然不让养鱼了，但政府每年都

会往湖里投鱼。禁渔期我出去
打工，开渔期再回来捕鱼，一年
下来比原来养鱼时挣得还多”。

据唐俊杰介绍，在打击污染
水体等违法行为的同时，我市也
非常关注白龟湖水域的生态修
复，“让江河湖泊休养生息”。为
了保护和恢复白龟湖生物多样
性，改善生态环境，自2012年开
始，每年三四月份，我市都会举
行白龟湖增殖放流活动，仅今年

就投放鲢鱼、鳙鱼、草鱼等有益
净化水质的鱼苗700万尾。为保
证鱼苗的成活率，我市还出台规
定，每年3月1日至8月31日为白
龟湖禁渔期。

源清流洁，本盛末荣。多年
来，相关部门还在白龟湖沿岸裸
露地段植树造林，含蓄水源，保
持水土；开展污染源治理、生态
保护湿地建设等，提升流域水资
源调控能力和水体自净能力。

2011年3月，我市启动白龟湖国
家湿地公园建设。

“白龟湖水质逐渐好转，湖
美鱼丰，沿湖百姓见到了收益，
思想发生了变化，禁渔期不偷着
去捕鱼了，遇到垃圾也会顺手打
捞。”唐俊杰说，与此同时，他们
定期组织相关县（区）在水源保
护区周围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在
校大学生开展“爱湖”行动，清捡
垃圾，劝导不文明行为等。

增殖放流护生态

①执法人员用无人机巡查白龟湖水面
②渔民开船捕鱼
④市钓鱼运动协会志愿者在白龟湖畔捡拾垃圾
⑥红嘴鸥玩耍嬉戏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③红嘴鸥轻掠水面
⑤渔船与鸥鸟同框

本报记者 张鹏 摄

经过十余年生态修复，白龟
湖及周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水质得到了有效净化，各项
指标连续数年在全省城市饮用
水源地中名列前茅。

梧高凤必至，水净鸟自来。
白龟湖为鸟类繁衍生息提供了
良好的环境和丰富的食物，成为

众多鸟类栖息的乐园和迁徙中
转站，更是市民茶余饭后休闲的
首选之地。不仅越来越多的红
嘴鸥来此越冬，世界极危鸟类青
头潜鸭、中国特有鸟类中华秋沙
鸭以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东方白鹳等也频频现身。

12月初，省生态环境厅开展

2022年省级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评选活动，经全省网络投票，白
龟湖暂居全省第二，有望参与国
家生态环境部举办的全国美丽
河湖评选活动。

“不仅红嘴鸥，我还经常见
到白鹭等鸟类在湖边栖息，这说
明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了。”说起白龟湖的变化，王素菊
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鸟类既是良好生态环境的
受益者，也是城市生态质量和宜
居程度的‘晴雨表’。”唐俊杰
说，红嘴鸥驻留鹰城，是白龟湖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最有力的
证明。

碧波荡漾鸟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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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清岸绿，想不到白龟湖
变得这么美。上学时，湖边乱糟
糟的，好多小饭店临着湖开，还有
不少人在这里养鱼……”当天，正
在白龟湖畔赏鸥的市民王慧说。

上世纪90年代，建筑市场空
前繁荣，砂石需求量极大，加之

“靠水吃水”的观念根深蒂固，沿
湖居民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

向白龟湖索取资源。一时间，采
砂、挖砂、水上餐饮、网箱养鱼、
迷魂阵等违法违规行为纷纷出
现。白龟湖水源污染严重，“大
水缸”地位岌岌可危。

“那些年，除了麻雀等常见
鸟类，哪儿见过什么红嘴鸥呀！”
家住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滨湖
街道东留村附近的王素菊说。

为确保“大水缸”的水质安
全，2011年前后，市政府成立了
市白龟山水库综合整治办公室，
从环保、水利、农业、林业、交通
运输等部门及白龟山水库管理局
抽调人员组成工作专班，全面打
击和取缔白龟湖周边采砂、养鱼、
餐饮等污染水体的违法行为，不
定期开展巡查、排查。“今年以

来，我们与鲁山县、湛河区、示范
区及市农业农村局、市交通运输
局、白龟山水库管理局等进行联
合执法检查30余次，清除抬网16
个、地笼2000余米、非法捕捞渔围
网21个，取缔鱼阵17个，打击违法
电鱼10余次，放归渔获物200余公
斤……”市白龟山水库综合整治
办公室负责人唐俊杰说。

重拳出击提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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