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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12月1日正式实施

“盐碱地守护者”柽柳在我省入法保护了

　　12月13日，记者从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寿光
盐碱地造林试验站获悉，在今年12月1日正式实施
的《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中，柽柳开始入法保护
了。潍坊滨海区按照新的规定，加大对辖区“南红
北柳”生态工程滨海示范基地的管理力度，持续推
进柽柳林湿地生态修复，营造具有北方特色的柽柳
林湿地生态。
　　据介绍，《山东省湿地保护条例》中第二十九
条、第四十三条分别对柽柳林资源保护、监测、修
复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其中，第二十九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
域湿地范围内的柽柳林资源进行监测，建立柽柳林
资源数据档案，并将柽柳林资源保护纳入湿地保护
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柽柳林保护的宣
传教育和巡查管护，及时发现和制止破坏柽柳林的
行为。”第四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加强对湿地范围内退化柽柳林的修
复，支持耐盐碱柽柳良种培育，科学论证、合理确
定湿地范围内适宜柽柳种植的区域。选用柽柳树种
进行湿地修复的，应当优先选用乡土柽柳树种。因
治理、修复湿地生态系统等需要引入外来柽柳树种
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柽柳在我国辽宁、河北、河南、山东、江苏、
安徽均有野生分布。柽柳适应性强，比较耐旱、耐
寒、耐水湿、耐盐碱，在盐碱地治理过程中被广泛
应用为“先锋树种”。柽柳在山东主要集中在渤海
湾沿岸，对于保护滨海湿地、黄金海岸等有着突出
作用。近年来，为促进沿海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
我市积极响应国家“双碳”战略，聚力建设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
环发展、低碳发展，通过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
加强海洋珍稀物种保护，在新能源产业打造、盐碱
地生态绿化、产业绿色转型等方面创新实践、率先
突破，绿色动能加速释放、绿色优势更加凸显。
　　“十三五”期间，国家实施“南红北柳”湿地
修复工程，通过湿地植被的修复，筑牢海岸带绿色
生态屏障。其中，“北柳”指在北方以种植柽柳、
芦苇、碱蓬为主，海草、湿生草甸等为辅，有效恢
复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经过努力，我市建成“南红

北柳”生态工程滨海示范基地，在淤泥质海岸推广
种植柽柳林，发展本土木本优良树种，在保护滨海
湿地的同时，打造独特的北方滨海景观。为确保柽
柳健康成长，我市开展柽柳林专项生态监测、实施
生态工程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摸清柽柳群落的整
体现状，分析群落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采取多种方
式实施天然柽柳林保护。目前，滨海区坝内建起的
国家“南红北柳”生态工程滨海示范基地，长7000
米、宽300米，土壤盐渍化程度由原来的7‰降到
3‰，不仅优化了土壤结构，还提升了生态系统的
生物多样性，在防潮坝上筑起一道绿色屏障，成为
盐碱地生态治理的成功典范。
　　据介绍，滨海示范基地种植的不是普通的柽
柳，是我省林科院自主研究的“鲁柽1号”。“鲁
柽1号”是乔木化的柽柳树种，具有高耐盐性、耐
贫瘠、耐旱等特性，而且高大、美观，生态价值、
经济效益高，在内蒙古阿拉善、宁夏平武地区等地
也有栽培。记者了解到，柽柳具有强大的泌盐能
力，它通过泌盐腺把吸收的盐分通过叶片排出体
外。而枝叶落叶后，即转化为有机质，从而改善土
质。种植柽柳一至两年后，盐碱地上可种植其他树
种。而“鲁柽1号”可在含盐量12‰的土壤中生
长。在重盐碱地上，种植柽柳三年，土壤含盐量就
降到3‰以下，甚至很多区域可以降到2‰以下。而
土壤含盐量3‰以下，大部分树种都能够成活。在
2‰以下，便可种植小麦、玉米了。
　　滨海区利用柽柳构筑沿海防护林带，形成生态
安全屏障的“先锋林”，从根本上解决沿海地区生
态绿化难题，更好修复近海生态系统，治盐压碱、
改良土壤。随着柽柳林下土壤的改良，人们在林下
套种了“沙漠人参”肉苁蓉。据了解，年亩产肉苁
蓉鲜品已突破600公斤，鲜品亩产值1万多元，深加
工后年亩产值可达5万元以上，开创了“柽柳+肉苁
蓉”林下种植产业新模式。除了在柽柳林下种植肉
苁蓉外，还种植了蒲公英、马齿苋、玉竹等中药
材，增加林业附加值。生态好了，野生动物多了，
时常看到窜出来的野兔、野鸡，也看到很多的水
鸟，海边盐碱地上的柽柳正在越长越高，柽柳森林
日益葳蕤。

　　前段时间，志愿者王帅康接到青州市烈士陵园
工作人员求助，为安葬在青州市烈士陵园内的江苏
籍烈士刘泽鹏寻亲。经过一段时间的寻找，志愿者
终于找到刘泽鹏烈士家属。12月15日，刘泽鹏烈士
的家属从江苏南京赶到青州市烈士陵园内进行祭
奠。“捧一抔哥哥墓碑前的土带回老家，就当带哥
哥回家了！”刘泽鹏烈士的弟弟刘泽明哭着说。
　　接到青州市烈士陵园工作人员求助后，王帅康
联系到江苏志愿者郝春霞，请其帮忙寻找刘泽鹏烈
士的家属。郝春霞联系了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经过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努力，最终找到了烈士
家属。
　　郝春霞将烈士家属情况反馈给王帅康，王帅康
与烈士家属取得联系，得知烈士家属也一直在寻找
烈士的安葬地。有了消息，烈士家属十分激动，并
表示会抽时间前往青州市烈士陵园祭奠。
　　12月15日凌晨，刘泽鹏烈士的弟弟刘泽明带着
家属一行五人，从南京市江宁区老家出发，跨越
60 0余公里，终于在上午11时到达青州市烈士
陵园。
　　烈士家属在青州市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和王帅
康、郝春霞的陪同下祭奠刘泽鹏烈士，刘泽明一边
抚摸哥哥墓碑一边说：“我的哥哥啊！62年了，我
们在志愿者和政府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你了，你可知
道我们有多想你啊！”

　　刘泽明告诉记者，之前他们曾经到山东找过哥
哥的安葬地，很可惜没有找到，父亲1972年去世，
母亲1999年去世，他们离世前叮嘱一定要找到哥哥
的安葬地。今天父母的心愿终于了了，他们一家人
总算“团圆”了。
　　刘泽明带来了家乡的水、土、酒，还带来了水
果、南京盐水鸭等特产祭奠哥哥。刘泽鹏烈士生前
仅存一张照片，刘泽明及家人将哥哥的照片做成烤
瓷照片粘贴在了墓碑上。
　　来时少年身，归去英雄魂。通过烈士证以及南
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的资料得知，刘泽鹏烈士
1941年出生，1961年入伍，1962年因公牺牲。
　　刘泽鹏烈士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
弟。“哥哥身材高大，高中毕业，十分优秀。受哥
哥影响我也想当兵，起初父母不同意，后来在我的
坚持下同意了。”刘泽明哽咽着说，哥哥是他们一
家人的骄傲，也一直是他的榜样。刘泽鹏烈士侄子
刘长秋说，伯伯没有子女，以后他们就是他的子
女，会经常来祭奠。他们来青州取一抔伯伯墓前的
土带回家，撒到爷爷、奶奶的坟墓周围，让爷爷、
奶奶安息。

盼了62年 他终于找到哥哥安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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柽柳（资料图）

  刘长秋（前）和父亲刘泽明将烈士的烤
瓷照片贴在墓碑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