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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2 日是第 54 个世
界地球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珍
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地
球是我们人类的共同家园，保护
山水林田湖草资源、保护我们赖
以生存的地球，是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的职责所在，也与每个人息
息相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一方山水养育一方人。在镇
江市委、市政府和省自然资源厅
的坚强领导和关心指导下，镇江
市自然资源系统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围绕“山水花园名城、创新创
业福地”的城市定位，始终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推进
发展，努力推动“镇江很有前途”
跑进可观可感的生动现实。

下面，就让我们从保护江豚
这个小切口，来共同领略全市自
然资源人珍爱地球、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实践。

长江江豚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
界极度濒危物种，为长江中仅存的哺乳
动物, 被人们誉为“微笑天使”。为有
效保护好长江江豚，镇江市成立了江苏
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
总面积 57.3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积
33.1平方公里、陆域面积 24.2平方公
里，是江苏省最早建立的水生生物自然
保护区，也是镇江市面积最大、生物多
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地。

近年来，全市不断加大保护力度，
市人大常委会出台《关于加强长江江豚
保护的决定》，制定《加强镇江长江豚类
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工作的意见》等，

成立全国首个地方性江豚保护联盟。
长江镇江段现有江豚 35头左右，2022
年以来，多次拍到江豚戏水高清影像。

作为山水花园名城，镇江山体资
源十分丰富。近 3年来，全市大力推
进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重点实施
了沪宁城际铁路宝华段可视范围中国
水泥厂青龙山矿区外围废弃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工程、北山水库水源地保护
区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长江沿线 10公
里范围内废弃露天矿山生态修复工程
等项目，累计修复废弃露天矿山 159
处，修复治理面积 14.38平方公里，其
中，镇江市圌山生态修复、句容市北山

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矿山生态修复两个
典型案例，荣获全省首届“最美生态修
复案例”称号。

镇江素有“城市山林”称号，有山
必有林。近年来，全市科学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推进林长制，建立四
级林长体系，出台林长制市级会议等
五项制度，仅 2022年就完成造林绿化
1.45万亩、完成长江沿岸森林质量提
升 7170亩，全市 383株古树名木保护
率 100%，全市林木覆盖率达 25.59%，
创建省级绿美村庄 21个，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林业局）荣获“全国绿化先
进集体”称号。同时，围绕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编制《镇江市山体保护
总体规划（2022-2035）》，印发《关于建
立健全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方案》，
2022年全市修复湿地 1411亩，全市自
然湿地保护率提升至65.1%。

让我们携起手来，以实际行动，从
自己做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
自然，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珍惜资源，保护地球，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让我们镇
江的山更青、水更净、天更蓝，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赤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范明范明 摄摄

市领导视察森林防灭火工作市领导视察森林防灭火工作

镇江示范工程三期新区段施工后镇江示范工程三期新区段施工后

镇江市长江江豚保护主题月镇江市长江江豚保护主题月

镇江自然资源镇江自然资源““家底家底””知多少知多少
一、全市土地资源
根据2021年国土变更调查数据

显示，全市土地总面积 3840平方公
里。截至 2021年末（最新数据），全
市土地具体分类为：农用地373.06万
亩，占土地总面积64.8％，其中，耕地
159.72 万亩，园地 14.11 万亩，林地
119.68 万亩，其他农用地 79.55 万
亩。建设用地150.31万亩，占土地总
面积 26.1％，其中，城镇村及工矿用
地 125.64万亩，交通运输用地 18.49
万亩，水工建筑用地6.18万亩。未利
用 地 52.68 万 亩 ，占 土 地 总 面 积
9.1％，其中，河流、湖泊水面40.52万
亩，内陆滩涂 3.32 万亩，其他草地
8.73万亩，其他土地0.11万亩。

二、全市矿产资源
全市矿产资源较为丰富，已发

现矿种44种，其中，查明资源储量的
矿产 27种，查明矿产地 97处，已开
发利用的有25种。全市已发现矿床
（点）231 处，其中，大、中型矿床 10
处；金属矿 47处，非金属矿 161处，
能源及水气 23 处。金属矿有：铁、

铜、钼、钨等；非金属矿有：石灰岩、
白云岩、硅石、岩盐、膨润土、珍珠
岩、建筑石料等。

目前全市共有在册矿山企业14
家，其中，露天开采矿山4家，地下开
采矿山10家；固体矿产企业9家、地
热矿泉水企业 5家。开发利用矿种
有 9种，主要有水泥用灰岩、溶剂用
灰岩、铜、铁、岩盐、膨润土、地热、矿
泉水、石灰岩等。截至2022年底，从
业人员约 2400 人，年产矿石量约
1455万吨，工业总产值约 8.6亿元，
年利润总额约1.4亿元。

三、全市地质环境
全市山地丘陵面积占土地总面

积的 51.1％，是江南地区一座天然
的山水城市，也是全省地质灾害的
多发区、易发区。全市共有山体235
座，总面积约 400平方公里，其中市
区有26座山体。全市最高峰为大华
山，海拔 437米，市区最高峰为十里
长山，海拔349米。山体多由垂直节
理发育的下蜀土覆盖，在降雨和地
表水的渗透诱发下，极易形成滑坡、

崩塌、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2022
年度我市共排查出地质灾害隐患点
163处，威胁人数 1800余人，威胁财
产约2.3亿元。其中，重要隐患点45
处，一般隐患点118处。

为切实加强山体保护和管理，维
护和改善生态地质环境，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先后制定《镇江市山
体保护条例》，规范山体保护与利
用；编制《镇江市主城区及周边山体
保护利用导则》，规范山体整治与管
控；编制《镇江市主城区“一山一景”
规划实施方案》，以“山体靓起来 文
化显出来 市民走进来”为目标，打
造城市山体公园。

四、全市森林资源
近年来，全市立足实际，深挖造林

潜力，高质量推进造林绿化工作，每年
全市造林面积均在1万亩以上。截至
2022年末，全市森林覆盖面积934.86
平方公里，林木覆盖率25.59%。共有
省级以上森林公园5个，其中国家级2
个（南山、宝华山），省级3个（东进、老
鸦岗、黄岗寺）。全市现有5家国有林
场，分别是：丹阳市林场、句容市林场、
句容市东进林场、句容市磨盘山林场、
丹徒区长山林场。2022年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林业局）荣获“全国绿化
先进集体”称号。

五、全市野生动植物
根据调查监测和历史资料记录，

全市境内天然分布有兽类、鸟类、爬
行类、两栖类陆生野生动物共计319
种，其中，兽类 7目 12科 24种，鸟类
15目55科262种，爬行类3目5科23
种，两栖类1目4科10种。属国家一
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的有东方白鹳、
白鹤、白枕鹤、青头潜鸭、中华秋沙鸭
5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陆生野生动物

的有貉、猕猴、河麂、水雉、震旦鸦雀、
画眉、小天鹅、鸳鸯、凤头鹰、红隼、棉
凫、白胸翡翠等59种。

全市共有木本植物 83科 251属
585个种（含变型、变种），分布有宝
华玉兰、大叶榉树、秤锤树、独花兰、
虾脊兰、金兰、明党参、浙贝母、野大
豆、莼菜等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
及宝华鹅耳枥、青檀、流苏树、野生
早樱、糯米椴、短穗竹、南京椴、琅琊
榆、山拐枣等珍稀野生植物。

六、全市湿地资源
根据《湿地保护法》，全市共有

内陆滩涂、河流水面、湖泊水面、水
库水面、坑塘水面（不含养殖水面）、
沟渠 6种湿地类型，截至 2022年底，
全市自然湿地保护率 65.1%。已认
定省级重要湿地名录面积 21832.87
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5.67%。

七、全市自然保护地
全市现有自然保护地13处，包括

自然保护区 2处、森林公园 5处、湿
地公园 1处、地质公园 1处、风景名
胜区 4 处。全市自然保护地面积
16557.63 公顷（不含重叠面积），占
本市陆域国土面积的 4.31％；含重
叠部分面积 19059.80 公顷，占本市
陆域国土面积 4.96％。2003年建立
江苏镇江长江豚类省级自然保护
区，是全省最早建立的水生生物自
然保护区，也是我市面积最大、生物
多样性最丰富的自然保护地。

自然资源是人类的宝贵财富，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无
论是什么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我
们全力守护好，利用好，加倍珍惜爱
护，合理高效利用，才能真正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

（傅琰 方良龙）

地球日的由来地球日的由来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地球日”活动，是1970年4月

22日，由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个刚满25岁的学生丹
尼斯·海斯在校园发起和组织的。他在今天被誉为“地球

日之父”。
“地球日”诞生后20年中，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1990年的“地球日”活动组织者们决定，要使 1990
年的“地球日”成为第一个国际性的“地球日”，以促使全球亿万民
众都来积极地参与环境保护。组织者致函中国、美国、英国三国
领导人和联合国秘书长，呼吁以1990年4月22日为目标日期，举
行高级会晤，为缔结多边条约奠定基础。呼吁全世界愿意致力环
境保护、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在本国举办“地球日”20周年庆祝
活动。

庆祝“地球日”20周年活动的呼吁，得到了五大洲各国和各种
团体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1990年4月22日这一天，全世界有
100多个国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参加人数达
几亿人。从那时起，“地球日”才具有国际性，成为“世界地球日”。

““青年友谊林青年友谊林””植树活动植树活动

市领导参加全民义务植树市领导参加全民义务植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