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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5 日，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

地（第一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

首个湿地类世界自然遗产、全球第二个海洋湿地

遗产、 长三角城市群中唯一一处世界自然遗产，

让盐城的绿色 “家底” 变成了世界的生态 “焦

点”。

黄海湿地申遗成功，为盐城的旅游产业输出

了一块国际认可的“金字招牌”。 成功申遗后，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盐城旅游的国际关注度上升了

38%。站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度，围绕“遗产+”

新经济， 盐城市将制定遗产地生态旅游规划，以

建设引领性、标志性、功能性强的旅游项目为关

键，高标准推进黄海湿地生态旅游业发展。

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调研员、申遗办主

任吴其江介绍，将重点改造提升丹顶鹤湿地生态

旅游区、中华麋鹿园，新建盐城野生动物园、袁家

尖度假岛，加快改造提升新洋港老街、黄沙港渔

港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弶港世遗小镇，完善提升

野鹿荡特色生态旅游，科学实施蹲门退养区生态

修复，统筹景点之间的空间连接，新建宁靖盐高

速东延至 G228的高速公路，扎实做好老海堤（射

阳县至东台市）的景观提升及新洋港岸线两侧的

环境整理等工作。

蜿蜒绵亘的美丽乡村旅游公路，串联起大纵

湖、射阳湖与片片湖荡，在森林中驶过，在湖荡中

穿行，自驾游成为一种乐趣与享受。申遗成功后，

盐城着力打造美丽乡村旅游公路，把全市 100多

处各类景点串起来，让游客打开车窗即看景。

“打造旅游公路，旨在串起分散的景点，同时

吸引更多旅游资源、旅游产业到路的两侧，湿地、

海堤、乡村甚至天然芦苇荡都将成为风景。”盐城

市公路管理处副主任唐海峰说。 围绕打造融“生

态、景观、休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旅游千里

景观廊道目标，该市规划到 2021年，建设 7条旅

游公路主题线及旅游公路支线， 总里程 1436公

里，实现美丽乡村旅游公路成网成环、景点之间

便捷联通，建立配套服务驿站 36个。

筑生态屏障 绘大美盐城

全力打造长三角“生态 +文化”旅游品牌

蓝天碧海， 百河环绕，

鹿鸣鹤舞， 林海绵延……在盐城
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内， 盐蒿草为无
边的滩涂铺上红毯，丹顶鹤在此觅食、嬉戏，

自由追逐，湿地的壮美让人惊叹。 据保护区工
作人员巡护发现，截至 12月 9日，今冬已记录到
丹顶鹤集群数量为 124只。

黄海湿地，鹤鸣鹿舞。 盐城拥有江苏最长海岸线，

有海洋、湿地、森林三大生态系统，东部是黄海湿地，西部
是湖荡湿地，有长三角最大的绿肺、最好的空气、最多的
珍稀鸟类，建有珍禽、麋鹿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立足长三角中心区城市的定位，发挥独特的
生态优势，以建设一号海堤公路、乡村旅游公
路、“里下河明珠”九龙口和发放旅游年卡等
为抓手，盐城积极做好“生态+旅游”文章，

加强康养服务设施建设， 建设长三
角最独特的生态旅游康养

基地。

目前，盐城正以创建国际湿地城市为新

起点，持续优化湿地生态环境，将城市发展

和湿地保护有机融合。 依托九龙口国家湿地

公园，盐城将建设淮剧艺术小镇，同时再现

获文化大奖的淮剧《小镇》，进行沉浸式旅游

景区的建设，用传统艺术赋予其更多文化内

涵，打造精神家园，让九龙口这一“里下河的

明珠”绽放出更多璀璨的艺术之光。

冬日的东台黄海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层

林尽染，如诗如画，每到周末，就会迎来大批

上海等长三角都市的游客， 人们徜徉其中、

放飞心灵。 54年的孕育，这片林从无到有，在

盐碱地上奇迹般生长，林中绿树、阳光、溪流

激发出的负离子，让这座“伴海森林”散发着

独特魅力， 每年吸引上百万游客慕名到此

“森呼吸”“享静谧”。

昔日盐碱荒滩，今日林海绿洲。 从名不

见经传的盐碱地到全国沿海最大的平原人

工林，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代代东台“林工”

投身黄海之滨，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沿海绿色

奇迹。 2015年 12月 29日，江苏黄海海滨森

林公园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级森林公

园， 现在规模达到 6.8 万亩森林，652 种植

物，342 种野生鸟类，30 余种兽类，创造了巨

大的生态价值。

黄海国家森林公园，是盐碱荒滩造林壮

举，是市委市政府“生态立市”战略的生动见

证。 近年来，盐城举全市之力，实施沿海百万

亩生态防护林工程，并于今年 11 月 15 日获

得了“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2017年以来，该

市新造成片林面积 44 万亩， 改造提升现有

林 53 万亩， 建成大面积成片林 229 块 1.68

万亩，造林总量全省第一，圆满完成沿海百

万亩生态防护林工程主体建设任务，城市生

态品牌得到进一步彰显。

以“森林资源总量增加、质量提升”为目

标，明年盐城计划新造成片林 8.8万亩，改造

提升现有成片林 9.5万亩， 新增城镇绿地面

积 1375 公顷， 重点突破沿海生态防护林和

平原林场建设， 加大城乡绿化建设力度，着

力提升绿化建设水平，推进“国家森林城市”

建设再上新台阶，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良好生态支撑。

荷兰花海、 黄海国家森林公园、 大洋

湾、大纵湖等景区吸引上海、杭州等长三角

游客纷至沓来。 目前，针对长三角地区的城

市，盐城推出了旅游年卡，周边兄弟城市的

市民可以与盐城市民一样办理， 包含了盐

城市内 21 处主要旅游景点，正所谓“一卡

在手、畅游盐城”。

今年以来， 盐城打造长三角一体化生

态文化融合发展品牌亮点纷呈。8 月 21 日，

东台市在上海举行世界遗产地———东台黄

海湿地旅游康养产业推介会，128.9 万亩的

条子泥海边湿地是世界上最佳的候鸟栖息

地， 每年有 400 多种、800 多万只候鸟在这

里栖息翱翔。 “海韵湿地、梦幻森林”，令与

会嘉宾客商心驰神往， 赞叹不已。 9 月 14

日，上海国际旅游节的花车大巡游，荷兰花

海代表“北上海”再次惊艳全城。 盐城与上

海地缘相近、经济相融、人文相亲，既有深

厚的历史渊源，又有紧密的现实联系，盐城

有“上海”、上海有“盐城”。

加快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盐城市将进

一步整合资源、放大品牌，激发活力、开放

合作，到 2021 年底，该市旅游高质量发展

格局基本形成。 大丰区、东台市、盐都区力

争创成国家或省全域旅游示范区，亭湖区、

建湖县、阜宁县、射阳县争取列入国家或省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滨海县、响水县

基本达到省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要

求， 努力将盐城建设成为国家生态湿地特

色旅游目的地和长三角生态旅游康养基

地。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盐城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

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千百年来，向海

而生的黄海滩涂像一本打开的生态保护历

史书， 记载着一代代盐城人为保护好生态

而不懈奋斗的坚守故事。 将来，随着沿海环

境持续美化，乡村旅游公路布局完善，盐城

全市域旅游推广深入， 盐城的自然生态美

景必将成为黄海海滨的“海洋之心”， 成为

长三角一颗绚丽灿烂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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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剧《鹤魂》

多彩湿地条子泥

黄海国家森林公园

芦荡迷宫

嬉戏的麋鹿

荷兰花海

盐蒿火红，给大美滩涂铺上了红色地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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