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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厂房位于渤海新区黄骅市科创产业园
内规划路十一以东，中兴大街以西，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便利。
【面积详情】房源一：已经建成占地面积10000平方
米，厂房5000平方米，分为两跨，跨度为8米，高度为
12米，可安天车。配有3层办公楼共1000平方米。

【配套设施】水电齐全，厂区配有350千瓦独立变压
器，餐厅、办公室、住宿……一应俱全。
【土地性质】正规园区，工业用地，可环评，可办照。
【适合行业】机械加工、设备组装等。
【租金价格】租金面议，欢迎有意者前来洽谈。
联系电话：010-82893226 1333108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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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6 日，在印度新德
里举行的第 46 届联合国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遗 产 委 员 会
会议上，“河北沧州南大港
候 鸟 栖 息 地 ”参 与 的 中 国
黄（渤）海 候 鸟 栖 息 地（第
二期）顺利通过评审，被正
式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
沧 州 南 大 港 候 鸟 栖 息 地 也
成 为 我 省 第 一 处 世 界 自 然
遗产。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19 年，中国黄（渤）海
候鸟栖息地（第一期）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此次扩展
的这 5 处提名地包括上海崇
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
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
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
江口。

自 2020 年 中 国 黄（渤）
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申
遗 工 作 正 式 启 动 以 来 ，河
北 省 高 度 重 视 ，建 立 了 联
席 会 议 制 度 ，制 订 了 工 作
方案，确定提名地边界，编
制 申 报 文 本 ，争 取 资 金 支
持 …… 南 大 港 候 鸟 栖 息 地
先 后 开 展 了 保 护 工 程 科 研
监 测 一 体 化 平 台 建 设 、南
大 港 湿 地 北 部 养 殖 池 塘 生
态 修 复 项 目 、国 家 重 要 湿
地 保 护 与 恢 复 项 目 、海 洋
生 态 保 护 修 复 项 目 等 ，湿
地 生 态 系 统 不 断 改 善 。同
时，依托“世界文化自然遗
产日”“世界湿地日”“爱鸟
周”等广泛开展宣传活动，
介 绍 湿 地 保 护 经 验 做 法 ，
传播爱鸟护鸟理念。

7 月 26 日，在印度新德
里举行的第 46 届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遗 产 委 员 会
会议上，中国黄（渤）海候鸟
栖息地（第二期）顺利通过
评审，被正式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沧州南大港候鸟
栖 息 地 也 成 为 我 省 第 一 处
世界自然遗产。

我省世界自然遗产的
“第一张名片”

“河北沧州南大港候鸟
栖 息 地 列 入《世 界 遗 产 名

录》，不仅是中国滨海湿地保
护的重要里程碑，也将为东
亚—澳大利西亚迁徙路线上
的候鸟提供更加稳定和安全
的栖息环境，将河北的滨海
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推向世
界舞台。作为我省世界自然
遗产的‘第一张名片’，既充
分体现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的丰硕成果，也必将带动
地方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
展。”省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
护地管理处处长张建国说。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位于
渤海湾西部，总面积达7500公
顷，属于典型的滨海湿地类型
自然保护地，拥有环渤海生态
区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典型沼
泽湿地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
生态和科研价值。保护区现有
鸟类 271 种，其中国家 I 级重
点保护动物16种，国家 II级重
点保护动物52种。

据了解，南大港候鸟栖息
地地理位置十分特殊，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
线上的重要停歇地、中转站
以及众多珍稀水鸟的栖息繁
殖地。每年 2月下旬至 4月上
旬，以及 10月上旬至 12月中
旬，大批候鸟在此停歇，补充
食物和能量，以完成长距离
的迁徙。据统计，每年经由保
护区的旅鸟种类就达 152种，
在迁徙季节，每隔 5 天至 10
天就会更替一批不同的种类
及群体。

“黑科技”让湿地
实现“闻声辨鸟”

南大港候鸟栖息地生物
资源极为丰富。这里形成了以

芦苇、碱蓬等水生和沼生植被
为主的天然湿地，为水鸟的栖
息和繁殖创造了更为广阔的
空间。以黑鹳和白鹤等为代表
的数十种珍稀水鸟在湿地翩
翩起舞，生态修复的成效正逐
步显现。2023 年 5 月，南大港
湿地生态修复案例成功入选
国家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
案例。

近日，南大港候鸟栖息地
内，水面平静如镜，鸟鸣声随
风传递。面对数量繁多的鸟
类，管理部门运用科研监测一
体化平台进行监测和保护。通
过AI影像与声纹监测系统，这
里实现了“闻声辨鸟”，守护着
生物多样性。

确保鸟类栖息环境
处于最佳保护状态

AI 影像与声纹监测系统
的应用，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监
控，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数
据准确性。系统还能通过对大
量数据的学习和积累，不断提
升识别精度和新增物种覆盖
范围，对新发现或罕见鸟类的
记录具有重大意义。

基 于 AI 影 像 与 声 纹 监
测系统，南大港候鸟栖息地
管 理 部 门 能 够 更 高 效 准 确
地 追 踪 鸟 类 物 种 多 样 性 和
动态变化，对珍稀濒危鸟类
的 出 现 及 活 动 规 律 作 出 更
精细的评估。同时，南大港
候 鸟 栖 息 地 将 借 助 科 技 手
段，科学规划保护措施，适
时调整管理策略，确保鸟类
栖 息 环 境 处 于 最 佳 保 护 状
态，进一步推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在南大港湿地栖息的灰雁在南大港湿地栖息的灰雁。。 刘全胜刘全胜 摄摄

迁徙至南大港湿地的迁徙至南大港湿地的白枕鹤白枕鹤。。 刘洪睿刘洪睿 摄摄

在第4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

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这是我省第一处世界自然遗产

本报记者张倩本报通讯员张景兴

南大港湿地景色南大港湿地景色。。刘洪睿刘洪睿 摄摄 南大港湿地的南大港湿地的““芦海迷宫芦海迷宫”。”。刘洪睿刘洪睿摄摄 ““水上芭蕾水上芭蕾”。”。纪哲纪哲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