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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鸟护鸟爱鸟护鸟 和谐共生和谐共生

鸟类，地球生态的瑰宝，其保护关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盛夏

之际，万物繁茂，正是爱鸟护鸟的关键期。我们特此推出“爱鸟护鸟和

谐共生”专题，旨在唤醒公众对鸟类保护的重视，共守生态多样性之美。

近年来，我省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山青水碧，鸟鸣谷应，生动诠释

了生态向好的喜人景象。三晋大地，珍稀鸟类种群稳步回升，彰显生

态保护的勃勃生机。

本版推出特别专题，通过科普知识、绚丽画面，展示鸟类在自然环

境中的千姿百态。同时，普及鸟类保护法律，提升公众法治意识，共襄

爱鸟护鸟之举，抵制非法捕猎和贩卖。我们呼吁社会各界人士，共同

参与到爱鸟护鸟的行动中来，让美丽的鸟儿更加自由地翱翔，共绘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编者按

鸟类，这群大自然的精灵，

以它们那悠扬的歌声和翩翩的

舞姿，为广袤的土地谱写着生命

的华章。在繁华喧嚣的城市公

园，在静谧幽远的山林田野，我

们总能捕捉到它们轻盈的身

影。它们在枝头欢歌，于空中翱

翔，以那绚丽的羽翼，为蔚蓝的

天空添上一抹灵动与生机。

山西地处“东亚—澳大利西

亚”候鸟迁徙通道和中国“中部

候鸟迁徙”路线的黄河流域迁徙

和越冬区。近年来，我省始终将

爱鸟护鸟作为守护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抓手，通过大力实施天然

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和“三

北”防护林等重点林草生态建设

工程，全方位地改善优化了鸟类

的生存环境，打造了一个更加安

全、温馨的栖息乐园。

在制度建设方面，不断完善

鸟类保护的政策体系，筑起了一

道坚实的制度屏障。将每年的4

月5日至11日设定为“山西省爱

鸟周”，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科

普宣传、引人入胜的主题展览等

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公众对鸟类

保护的认识与热情。出台了《山

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发展规划

（2022—2035 年）》等纲领性文

件，为鸟类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

力的政策支撑。

科技的力量在鸟类保护中

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候鸟迁徙

的 通 道 、停

歇地以及繁殖地等关键区域，精

心布局了44个野生动物疫源疫

病监测站，构建起了“天空地”一

体化的监测网络。借助无人机

巡航的广阔视野、红外相机监测

的精准捕捉等现代科技手段，实

现了对鸟类活动的全天候、动态

化监管。这些科技的应用，极大

地提升了鸟类保护的效率，同时

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

手数据支持。

全民参与是鸟类保护工作

的基石。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广泛传播鸟类保护的知

识与理念，激发了公众对鸟类的

深厚情感与保护意识。在太原

汾河湿地公园的旖旎风光中，在

山西长子精卫湖国家湿地公园

的碧波荡漾里，越来越多的市民

与志愿者投身到鸟类保护的行

列之中，共同守护着这些美丽的

生命。

令人欣喜的是，随着生态

环境的持续改善与保护力度的

不断加大，我省珍稀鸟类种群

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的良好态

势。被誉为“鸟中大熊猫”的黑

鹳翩翩起舞，“省鸟”褐马鸡数

量稳居全国之首，它们成了我

省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注

脚与亮丽名片。

保护鸟类，就是守护我们共

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并肩、行

动起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

点滴的细节抓起，为鸟类营造一

个更加安全、和谐的栖息环境，

共同绘就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壮美画卷！

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

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将有关违法信息计入社

会诚信档案，没收陆生野生动

物，食用的陆生野生动物价值

不足一万元的，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食用的陆

生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

的，处陆生野生动物价值十倍

的罚款。

以食用为目的交易在野

外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

野生动物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按照

职责分工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将有关违法信息计入社会诚

信档案，没收陆生野生动物和违法所

得，陆生野生动物价值不足一万元的，

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陆

生野生动物价值一万元以上的，并处陆

生野生动物价值十倍的罚款。

为非法陆生野生动物交易提供条

件、场所或者其他服务以及违法制作招

牌、菜谱等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将有关违法信息计

入社会诚信档案，没收陆生野生动物和

违法所得，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

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五倍的罚款。

猎捕陆生野生动物用于食用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

部门或者有关保护区域管理机构按照

职责分工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吊销

特许猎捕证或者狩猎证，并处猎获物价

值十倍的罚款；没有猎获物或者猎获物

价值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五

万元以下的罚款。

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

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未经

批准、未取得或者未按照规定使用专用

标识，或者未持有、未附有人工繁育许

可证、批准文件的副本或者专用标识

的，由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或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并处

以相当于实物价值二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人工繁育许

可证、撤销批准文件、收回专用标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内容摘自《山西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

来源：《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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