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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肩，并称全球三大生态系统。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人类逐水而居，文明伴水而生，人类生

产生活同湿地有着密切联系。湿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淡水之源，

是净化水质的地球之肾，是防灾减灾的海岸卫士，是最高效的碳

储库，是最丰富的物种基因库，也是最受欢迎的都市乐园。深圳

位于南海之滨，东临大亚湾和大鹏湾，西濒珠江口和伶仃洋，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水文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湿地资源，是东

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转站”，每年吸引数

万只候鸟在此停歇。

深圳在 40 多年快速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保留了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2022 年荣获“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国际殊荣，成功加

入国际“自然城市行动平台”，2024 年“国际红树林中心”在深

圳正式成立。

为贯彻落实国家对湿地保护管理的新要求，系统推进湿地保

护高质量发展，助力深圳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推动湿地保护国际

交流合作，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海洋发展局组织编制了《深

圳市湿地保护规划（2025—2035 年）》。

本规划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全面保护、系统治理、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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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全民共享，围绕“全球滨海湿地治理典范践行者、全球红

树林命运共同体构建者、全球湿地与城市共生共荣引领者”，形

成指导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打造国际一流的滨海湿

地城市，为全球湿地保护修复和合理且可持续利用贡献“中国经

验”“深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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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 1 条 编制目的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推进深圳湿

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提升湿地生态功能，维护湿地生物多样

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创建国际湿地城市，推动湿地

保护国际交流合作并贡献深圳智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湿地保护法》《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要求以及国家及省、

市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 2 条 规划定位

本规划是深圳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资源保护利用类

的专项规划，是统筹指导全市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行动纲

领，是编制区级湿地保护规划和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开

展湿地保护修复及利用活动的法定依据。深圳市域范围内与

湿地保护修复利用相关的行为，应符合本规划；与湿地相关

的各项规划、政策、计划的制定，应与本规划相衔接。本规

划中提出的重点任务工程及近期行动计划，旨在强化保护行

动的统筹指导落实，各区（含新区，下同）及相关部门可结

合实际情况调整完善。

本规划所称湿地是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定义的各类湿地资源，即具有显著生态功能的自然或者

人工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积水地带、水域，包括低潮时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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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六米的海域，但是水田以及用于养殖的人工的水域和

滩涂除外。

第 3 条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党的二十大及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

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生态协同发展，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

加强顶层设计，谋划构建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格局，探索湿

地与城市融合发展，为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现代化城市典范夯实基础。

第 4 条 基本原则

1.全面保护、突出重点。严格控制湿地占用，禁止各种

破坏湿地的活动，确保湿地规模基本稳定。对位于重要生态

区位、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以及面临重大威胁的湿地，采取划

定保护区域等措施进行重点保护。

2.系统治理、统筹修复。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

同体的基本理念，统筹水源涵养、水质净化、气候调节、生

物多样性保护、防洪调蓄、文化服务等功能需求，根据湿地

生态系统循环规律，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恢复为辅，协同

推进陆海联动、流域统筹修复，恢复湿地生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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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方协同、合作共赢。加强部门协调、大湾区协同，

构建多方参与的保护体系，提升保护效益。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为推进湿地尤其是红树林保护全球进程贡献深圳方案。

4.制度保障、科技引领。强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

为湿地法治化、规范化管理提供保障。加强科研平台、监测

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科研对湿地保护修复的引领作用。

5.合理利用、全民共享。在保证湿地生态功能不受破坏

的前提下，对湿地开展可持续利用，为市民提供高品质湿地

生态空间，促进湿地与城市融合发展，让市民共享湿地保护

成果。

第 5 条 规划范围

本规划范围为深圳市（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辖区

内的陆域和海域空间。

第 6 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基期为 2024 年，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近

期到 2030 年。

第 7 条 规划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2022 年）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 年修订）

3.《广东省湿地保护条例》（2022 年修正）

4.《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



4

5.《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

6.《深圳经济特区饮用水源保护条例》

7.《深圳经济特区河道管理条例》

8.《国际重要湿地特别是水禽栖息地公约》

9.《武汉宣言》

10.《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11.《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 OECM 识别与报告指南》

1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的通

知》（国办发〔2016〕89 号）

1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国际湿地城市

认证提名办法〉的通知》（办湿字〔2020〕110 号）

14.《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15.《关于进一步加强候鸟等野生动植物及湿地资源保护

的令》（深圳市林长令 2022 年第 2 号）

16.《全国湿地保护规划（2022—2030 年）》

17.《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中国行动计划（2024—2035

年）》

18.《广东省湿地保护规划（2023—2035 年）》

19.《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 年）》

20.《广东省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实施方案》

21.《珠三角地区水鸟生态廊道建设规划（2020—2025

年）》

22.《广东省候鸟及迁徙通道保护行动计划（2023—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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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3.《广东省绿美保护地提升行动方案（2023—2035 年）》

24.《深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25.《深圳市海洋发展规划（2023—2035 年）》

26.《深圳市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2020—2035

年）》

27.《深圳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28.《深圳市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详细规划（2021

—2025 年）》

29.《深圳市防洪（潮）排涝规划（2021—2035）》

30.《深圳市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2018—2035

年）》

31.《深圳市深圳河湾流域综合治理方案》

32.《深圳市茅洲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

33.《观澜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

34.《深圳市龙岗河坪山河两河流域综合治理方案》

35.《珠江口水系流域综合治理方案》

36.《东部海湾流域综合治理方案》

37.《深圳市碧道建设总体规划（2020—2035 年）》

38.《深圳市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20—2030 年）》

39.《深圳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2016—2025 年）》

40.《深圳率先打造美丽中国典范规划纲要（2020—2035

年）及行动方案（2020—2025 年）》



6

41.《深圳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2020—2035 年）》

42.国家及省、市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

第 8 条 规划效力

本规划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审批并组织实施。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违反和擅自改变。确需修改规划的，须先经规划审

批机关同意后，方可按法定程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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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状基础与问题识别

第一节 资源现状

第 9 条 资源概况

1.湿地面积较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口径定义的湿地范围，在国土变更调查基础上，深圳市 2021

年开展了湿地资源调查①，明确全市湿地总面积 34788.43 公

顷。包括国土调查分类标准的湿地 4019.75 公顷、陆地水域

6712.55 公顷，浅海水域 23045.79 公顷；其中红树林面积

296.18 公顷，主要分布在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福田红树林湿地公园、海上田园、西湾、东涌等地。

2.湿地植物资源。深圳市湿地内记录到维管植物 123 科

323 属 480 种，约占深圳市维管植物总数的 23%。其中红树

植物共 16 科 27 种，主要有秋茄、白骨壤、桐花树、木榄、

海漆、老鼠簕、卤蕨和榄李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植物 2 种，

为水蕨、中华结缕草。

3.湿地野生动物资源。深圳市湿地内记录到水鸟和依赖

湿地环境的鸟类共 12 目 22 科 156 种，鱼类 14 目 58 科 157

种、两栖类 2 目 8 科 20 种、爬行类 2 目 15 科 35 种、哺乳类

7 目 15 科 33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15 种，包括黑

① 2021 年深圳市湿地资源调查在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基础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定义的湿地为对象，依据《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试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10 年），结合深圳市湿地保护管理和规划建设情况，形成调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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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琵鹭、白肩雕、小青脚鹬、中华白海豚等；国家二级重点

保护动物 31 种，包括白琵鹭、花脸鸭、大滨鹬、唐鱼、花

鳗鲡、虎纹蛙、香港瘰螈等。

第 10 条 资源特征

1.湿地占比高，类型丰富。全市湿地率为 15.67%，高于

国际湿地城市 10%的要求。按照《全国湿地资源调查技术规

程（试行）》，深圳市湿地资源共有 4 类 20 型，以滨海湿地①

为主，面积 26654.59 公顷，占全市湿地总面积的 76.62%，主

要分布在西部海域的珠江口、深圳湾，在东部海域的白沙湾

及龙岐湾亦有少量分布。

2.湿地斑块小，分布零散。全市 8 公顷以下的湿地斑块

占比高达 91%，内陆湿地斑块尤为细碎，零散分布于全市。

河流普遍呈现干流短、径流小的特征，分散于各个区域，西

部河流因城市建设被阻隔割裂导致破碎化更为显著。人工湿

地以水库和景观水面为主，平均斑块面积仅为 1 公顷，水库

以小型水库为主。

3.滨海湿地具有重要生态区位价值，紧邻高密度建成区。

滨海湿地集中分布于西部海域的珠江口及深圳湾，拥有南亚

热带边缘河口海湾、滨海滩涂典型生态系统、红树林生态系

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中转站”，也是全球黑

脸琵鹭主要越冬地之一。东部滨海湿地规模较小，拥有珊瑚

① 滨海湿地，又称近海与海岸湿地，包括低潮水深不超过 6 米（含 6 米）的浅海区与高潮

位（含高潮线）海水能直接浸润到的区域，包括红树林地、沿海滩涂、浅海水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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礁生态系统以及我国最完整、树龄最长的天然古银叶树群

落。

4.湿地发挥了显著的生态和社会效益。深圳人口密度高、

城市建设强度大、经济发展速度快，作为超大城市，湿地一

直是深受市民喜爱的户外休闲游憩场所之一，对城市环境品

质影响较大，对缓解大都市居民心理压力、维持身心健康具

有显著作用。

第二节 成效与挑战

第 11 条 保护修复成效

1.全面摸清湿地资源家底。2021 年开展新一轮湿地资源

调查，2023 年公布。本轮调查全面摸清各类湿地面积、分布

及野生动植物资源状况，形成了湿地资源数据库，为推进湿

地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数据支撑。近年来，持续

开展华侨城、海上田园重要区域调查监测，针对红树林、水

鸟、珊瑚礁等重点保护对象，深入掌握重要区域、重点保护

对象生态状况。

2.初步建立湿地保护体系。全市已建湿地类型的自然保

护地 14 个，挂牌建设其他湿地公园 10 个，划定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 26 个，还有部分湿地纳入了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等自然保护地体系，湿地保护率为 44.96%①。深

① 此处湿地保护率根据《广东省森林资源保护和发展目标责任制考核评分操作细则》计算，

湿地保护率=受保护湿地面积/湿地总面积，其中受保护湿地面积是指受到各类方式保护的

湿地面积总和，包括位于国际重要湿地、国家公园、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

公园、海洋公园、地质公园、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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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保留了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拥有国际重要湿地 1 处、国家重要湿地 1 处、省级重要

湿地 1 处。

3.有序实施湿地生态修复。近几年，启动和持续开展湿

地保护修复项目 12 个，修复面积达 43.33 公顷；2020—2022

年，分两期对深圳河入海口 13.08 公顷的海桑植物进行清理，

恢复深圳河入海口处适宜候鸟栖息的滩涂生境。开展了治水

提质工程，全市 310 条河流水质全面提升，率先实现全市域

消除黑臭水体。建设清湖等一批人工湿地，融尾水深度处理

和亲水休闲活动为一体。完成深圳湾滨海湿地、华侨城湿地、

大沙河、茅洲河、西涌沙滩等湿地修复工程，深圳湾滨海红

树林湿地生态修复获评广东省首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十大

范例、基于自然解决方案的中国实践典型案例，华侨城湿地

修复获“国家级滨海湿地修复示范项目”。

4.积极创新湿地保护管理模式。创立了我国首家由民间

发起的环保公募基金会——红树林基金会，积极参与深圳市

乃至全球红树林保护活动，将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公园委托

给红树林基金会管理，开创公益组织管理公园的先河。

5.先行探索湿地自然教育。全国第一所自然学校在华侨

城湿地落地。截至目前，深圳市依托湿地公园或湿地类型自

然保护区已建成 16 处自然教育中心，类型丰富、特色鲜明，

湿地多用途管理区、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保护小区和江河湖库内面积 8

公顷以上的各类湿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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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广东内伶仃-福田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广东华侨

城国家湿地公园被授牌为广东省首批自然教育基地，华侨城

湿地公园和福田红树林湿地公园被国际湿地中心授予全球

首批“湿地教育中心星级奖”，成为自然教育领域全国先行

先试的典范。

第 12 条 发展机遇

1.湿地保护法为强化湿地保护修复提供了法治保障。湿

地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优先、严格管理、系统治理、科学修

复、合理利用”原则，明确了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制度框架，

引领我国湿地保护工作全面进入法治化轨道，为推进新时代

湿地保护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2.国际红树林中心落户深圳为湿地保护提供了国际交流

合作平台。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后续深圳将围绕保护、

修复、合理且可持续利用红树林和滨海蓝碳生态系统，邀请

各方以开放、包容、透明的方式自愿参与共同建设，促进深

圳以更高标准探索红树林及湿地保护管理和修复技术，为全

球生态保护贡献深圳力量。

3.建设国际湿地城市为湿地保护注入了新动力。深圳市

提出建设国际湿地城市的目标任务，助力先行示范区和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建设。要求完善湿地保护管理体系、健全管理

制度、稳定湿地规模、提升湿地保护率、严格实施重要湿地

保护管理，为湿地保护工作注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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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追求明确了湿地高质量可

持续利用的方向。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巨大改变，从

“求生存”到“求生态”，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日益增长。

深圳作为高密度超大城市，对自然开敞空间的需求更为突

出。为人民群众提供亲水近水美丽空间，是新时期人民群众

对湿地管理的新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营造全民共同参与保护

的良好氛围。

第 13 条 问题与挑战

1.总量规模上，湿地面积呈减少趋势，且仍面临建设占

用压力。城市建设占用导致湿地面积尤其滨海湿地面积逐年

减少；独立入海河流及城区段河流高度渠化，阻断了湿地发

育过程，进一步导致滨海及河流湿地减少。深圳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未来仍将

有较大的土地利用需求，湿地保护与城市开发利用统筹协调

难度加大。

2.质量功能上，连通性降低、生物多样性有待提升，生

态功能未充分发挥，未达到美丽中国典范城市的要求。红树

林湿地面积小且破碎化严重，部分区域因海堤、道路建设导

致水系循环受阻；滨海湿地海岸线高度人工化，水质富营养

化程度较高，入海河口连通性受阻；独立入海河流和中西部

流域主要支流仍存在一定程度污染，城区河段渠化程度较

高，生态循环受阻，动植物栖息生境面积减少且异质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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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乡土植被群落退化，单一优势种群落、外来种以及入侵

种群落分布较为广泛；本土鱼类和底栖多样性及种群规模退

化，水鸟种群数量和多样性也面临挑战。部分距离建成区较

近且景观价值较高的湿地未纳入游憩体系，景观原真性和自

然体验不足。

3.保护管理上，法规制度和体制机制有待完善，生态治

理水平和能力有待提升。对湿地保护重要性以及湿地保护与

城市发展的关系认识不到位；缺乏湿地保护管理专门机构，

专职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配置不足，保护修复投入偏低；缺

乏市级层面的湿地保护法规，湿地保护管理制度不健全，工

作机制不完善；湿地科研监测支撑能力不足，监管能力较为

薄弱。部分重要湿地资源未纳入保护，湿地保护率与国际湿

地城市要求仍有较大差距。

第 14 条 主要优势

1.生态价值较高的滨海湿地紧邻高密度建成区，对经济

发达、人口密集地区滨海湿地保护具有普适意义。深圳市具

有全球重要生态区位价值的红树林及滨海湿地主要位于珠

江口、深圳湾，紧邻城市重点发展片区。深圳的湿地保护管

理，对促进湿地与城市和谐共生和共同繁荣，对全球经济发

达、人口密集地区的红树林及滨海湿地保护管理具有普适意

义。

2.具有丰富的红树林及滨海湿地保护实践经验，湿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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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项目示范性强。深圳市在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历经

协调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实践，如滨海大道修建时为保

护红树林而北移 200 米，完整保留了全国唯一一个位于城市

腹地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球唯一的都市城央原生态国际

重要湿地——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原生态

风貌，并在其周边实行建筑高度控制。与此同时，近十年来

深圳市红树林面积增长了 120.48 公顷，深圳湾红树林湿地修

复、华侨城湿地修复、西涌沙滩生态修复实践均被推荐为国

家、广东省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3.环保公益组织活跃，社会参与基础好。以深圳市红树

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为代表的环保公益组织陆续建立，在湿地

保护修复、国际合作和自然教育方面作出了大量探索和贡

献，并在全国其他地区推广。作为中国内地自然教育起源地，

深圳自然教育走向规范化、专业化，正着力打造“自然教育

之城”，湿地保护的社会及公众参与度较高。

4.区域及国际合作经验丰富，拥有全球红树林国际合作

平台。深圳持续推进湿地保护区域合作，如多年来与香港协

同推进红树林及候鸟保护，2023 年签订了深圳湾（后海湾）

湿地保育合作框架协议。高水平举办了国际植物学大会、国

际雪豹大会、自然保护国际论坛等一系列生态领域重大国际

活动，发起和参与了多项湿地及候鸟保护全球合作行动并取

得显著成效。2024 年，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成立，未来深圳



15

将依托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开展更多湿地保护修复国际

合作。

5.科技基础雄厚，创新氛围浓。深圳是全国科技创新中

心，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成立了红树林湿地研发中

心等机构，聚集了一大批国内外红树林知名专家学者，为湿

地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科研平台、培养科研力量。深圳是

中国首个以城市为基本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塑造了

以新能源汽车、新兴储能、低空经济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高质

量发展“新引擎”，孕育出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是名副其

实的“创新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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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规划目标策略

第 15 条 规划目标

1.总目标。到 2035 年，湿地保护管理高质量发展格局全

面形成，实现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湿地生态功能和综合

效益充分发挥、湿地保护管理水平全球领先，建成国际一流

的滨海湿地城市。

成为全球滨海湿地治理典范践行者。健全湿地保护管理

制度，突出滨海湿地保护要求；丰富并创新保护形式，提升

滨海湿地保护率；构建科研监测体系，提升滨海湿地保护管

理水平，将深圳建成全球滨海湿地治理典范。

成为全球红树林命运共同体构建者。高标准高质量建设

国际红树林中心，推进红树林保护全球进程；先行探索红树

林科学保护修复，打造示范案例总结先进技术并交流推广，

将深圳打造成全球红树林命运共同体构建者。

成为全球湿地与城市共生共荣引领者。加强湿地生态系

统及物种保护，实现人与湿地和谐共生；恢复湿地生态功能

和原真性自然景观，探索湿地与城市融合发展，将深圳打造

成湿地与城市共同繁荣的引领者。

2.近期目标。规划至 2030 年，建成国际湿地城市：湿地

保护管理制度逐步健全，滨海湿地保护得到加强；科研监测

体系初步建立，科技支撑水平显著提升；湿地面积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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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水环境质量持续好转，红树林湿地健康状况全面提升，

水鸟生态廊道初步建立，开放共享的滨水游憩体系逐步形

成；国际红树林中心基本建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国际交流合

作机制初步形成。

第 16 条 发展策略

围绕规划目标，设置 9 项规划策略。

1.立法先行，强化保护顶层设计。加快推进湿地保护立

法，建立健全保护管理制度体系，完善保护管理体制，健全

各项工作机制，构建全链条技术规范，探索公益治理、社区

治理，促进湿地保护管理工作法治化、常态化开展。

2.区域协同，构建保护总体格局。构建区域协同保护格

局，加强区域重要滨海湿地、跨界河流协同保护修复。

3.分级分类，完善保护管理体系。深化湿地分级管理，

探索建立以自然保护地为主体、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为

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有效提升湿地保护率。

4.对标一流，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高质量高水平建设

和运行国际红树林中心，推进红树林保护全球进程。

5.科技赋能，提升智慧管理能力。建设重大科研平台，

开展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构建湿地生态监测网络，提升

湿地智慧管理能力和整体保护水平。

6.示范引领，打造保护修复样板。探索红树林湿地整体

保护范式，打造基于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提升的红树林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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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多目标协同修复示范案例，为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贡献中

国智慧、深圳方案。

7.万物共生，守护物种美好家园。加强人类活动管控，

保护典型脆弱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

栖息地、原生地，建设水鸟生态廊道网络，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

8.系统联动，促进城市湿地再野化。陆海联动、流域统

筹实施湿地生态系统修复，促进高度人工干扰的湿地地形地

貌、生境再野化，增强湿地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

9.湿城共荣，创新融合协调发展。建设多元复合、野趣

十足的小微湿地，打造富有活力的滨水游憩体系，营造“湿

地+旅游”“湿地+文化”“湿地+科创”等场景，以高品质

湿地资源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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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完善保护顶层设计

第 17 条 完善保护管理体制

1.深化完善管理体制。完善统筹管理、分部门实施相结

合的管理体制，市林业主管部门牵头，充分发挥水务、海洋、

生态环境、城管等湿地保护管理部门的职能作用，建立跨部

门联合工作组，组织协调解决湿地保护管理的重大事项和突

出问题。研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设置，提升湿地保护管

理统筹能力，全面推动国际湿地城市建设。进一步落实各湿

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湿地保护管理机构职责。

2.加强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加强市区两级湿地保护主管

部门专业管理人员配备，定期开展专业技术和相关法律法规

培训，打造一支高水平的专业管理人员队伍。培育相关技术

支撑团队，促进行业交流、组织行业人才培训，推动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第 18 条 建立常态工作机制

1.建立全链条工作机制。建立“调查监测—规划计划—

建设修复—日常管理—监督执法—评估考核”全链条保护管

理工作机制，明确每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工作周期、责任主

体，推动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常态化开展。

2.建立湿地保护部门协调机制。依托林长制、河湖长制，

建立市湿地保护联合工作组，加强林业、水务、海洋、生态



20

环境、城管和综合执法等部门协调，定期召开湿地保护管理

工作会议，组织协调、研究解决湿地保护管理工作的重大事

项和突出问题，建立各部门信息通报和共享机制，消除信息

壁垒。

3.建立专家咨询决策机制。以林业专家库为依托，建立

湿地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发布专家咨询决策工作指南，在

开展政策文件制定、重大规划编制、重要湿地认定等保护体

系建设以及重点片区生态修复等决策环节开展咨询论证，提

升湿地保护管理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4.建立湾区协同保护机制。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湿地协同

保护机制，共同商讨并制定大湾区湿地保护重大决策，协同

开展重要滨海湿地、跨界河流等湿地保护修复。

第 19 条 健全管理制度

1.加强法治保障建设。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湿地保护条

例》，落实并深化细化上位政策要求，落实国际湿地城市建

设要求，创新湿地保护体系，突出滨海湿地等特色资源保护，

加强部门管理统筹协调和区域协同保护。健全相关配套管理

制度，包括面积总量管控、分级管理、资源调查评价、湿地

保护小区、志愿者等，推动保护管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2.落实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制度。科学确定湿地面积总量

管控目标，确保湿地面积总量稳定。将全市湿地面积总量管

控目标逐级分解，各级政府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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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总量管控目标要求。建立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组织监

督检查和评价考核。严格控制占用湿地，加强征占用湿地管

理，落实好占用重要湿地的占补平衡或湿地恢复费征收。

第 20 条 制定全链条技术规范

建立“调查监测—规划计划—建设管养—评估考核”全

链条技术规范，推进湿地保护管理标准化、精细化。制定重

要湿地生态质量监测评价标准规范，提出本土动植物及鱼类

名录，规范湿地调查监测评估工作。制定湿地公园、湿地保

护小区等规划建设或保护修复方案编制规范，加强规划统筹

引领。编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社区共建湿地、小微

湿地等建设修复或日常管养指引，规范湿地建设、生态修复、

日常管养工作。制定湿地管理评价与考核操作指引，支撑评

估考核工作开展。

第 21 条 探索公益和社区治理

1.探索湿地公益治理。引导社会多元主体（社会组织、

企业和个人等）以公益方式参与湿地治理，组建工作团队并

长期参与调查、巡护监测、生态修复、科普宣教等保护管理

工作。到 2035 年，力争由社会公益治理的湿地不少于 5 处。

2.建设社区共建湿地。在校园、产业园、居住区内，具

备一定生态功能及保护提升意义的湿地，布局建设社区共建

湿地，由在地社区负责管理或协同参与保护。在社区充分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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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的前提下，开展保护修复和景观提升，增进社区生态福祉，

实现保护与发展互促。到 2035 年，力争建成不少于 10 个社

区共建湿地。

3.建立全过程社会参与机制。建立湿地保护捐赠和资助

机制、志愿者制度，提高市民参与感、体验感。完善公众参

与调查、科研监测、规划计划、保护救护、生态修复、自然

教育、公众监督等全过程社会参与机制。到 2035 年，力争

50%以上的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

有公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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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构建协同保护格局

第一节 构建区域协同格局

第 22 条 构建“四核、两带、六廊、多点”湿地保护格

局

立足全省“一核一带五江多点”湿地保护总体格局，紧

扣深圳市“五大流域水系”和“三湾一洋”滨海自然地理格

局特征，全面强化自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保护，突

出粤港澳大湾区湿地保护与发展协调合作，构建深圳市“四

核、两带、六廊、多点”的湿地生态空间总体格局，统筹指

导全市湿地保护。

第 23 条 突出“四核”的引领示范作用

“四核”即深圳湾国际湿地保护创新引领核、珠江口湿

地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核、大亚湾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协同

保护核、铁岗—石岩城市湿地综合保护利用核，是深圳集中

连片成规模、珍稀濒危物种分布最集中、具有核心保护价值

的湿地资源。

1.深圳湾国际湿地保护创新引领核。以“国际红树林中

心”建设和国际候鸟迁飞节点保护为核心任务，在红树林湿

地整体保护方面发挥引领作用。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科

技合作和全球环境良性治理，全面强化深、港两地深圳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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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湿地及水鸟协同保护科技示范，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

果，讲好湿地保护的“中国故事”“深圳示范”。重点加强福

田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深圳河及河口湿地、华侨城湿地、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和深圳湾滨海滩涂湿地保护。优化提升自

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建设布局，优先保护红树林湿地生态系

统、滩涂湿地生态系统、河口生态系统、水鸟种群及栖息地。

加快推进国家（含国际）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建设布局。

2.珠江口湿地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核。以中华白海豚及

其栖息地保护为核心任务，在海洋旗舰物种协同保护方面发

挥示范作用。完善中华白海豚种群及栖息地就地保护，重点

加强内伶仃岛周边沿海滩涂、浅海水域等中华白海豚栖息地

及其活动范围保护。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和执法，协同国

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全面强化近海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技创新

引领。

3.大亚湾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核。以重要水产

种质资源及珍稀濒危水生动物保护为核心任务，在重要湿地

生境保护与滨海旅游协同发展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全面协同

推进深、惠两市大亚湾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能力建设，探索

湿地重点保护物种跨界联合调查监测、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

控、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完善稀有名贵的鱼虾贝藻等水产经

济生物种群以及海龟、海马和石珊瑚等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种

群及其自然生境保护。提升西涌、东涌、桔钓沙、杨梅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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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上娱乐行为管控能力，系统开展赖氏洲等海岛保护修

复，积极推进增殖放流和定期休渔政策实施。

4.铁岗—石岩城市湿地综合保护利用核。以饮用水源和

水鸟栖息地保护为核心任务，建设生态友好型城市水库群湿

地，在游憩利用方面发挥示范作用。重点加强铁岗—石岩水

库范围的库塘、坑塘、森林沼泽等湿地群生态系统综合保护。

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加强水鸟栖息地保护和生境多样性维

持，全面推进铁岗—石岩湿地公园建设，完善生态游憩设施，

开展特色湿地主题自然教育活动，推进可持续利用示范。

第 24 条 强化“两带”的陆海协同功能

“两带”即珠江口—深圳湾滨海湿地保护带、大鹏湾—

大亚湾滨海湿地保护带，是深圳类型最丰富、生态系统原真

性最好的湿地区域，对于维持海岸带生物多样性和沿海生态

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珠江口—深圳湾陆海协同生态保育带。以红树林、河

口、海湾等滨海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为核心任务，协同香港、

广州、东莞、珠海、中山、江门，探索签订珠江口湿地协同

保护框架协议；在省相关部门指导下联合编制珠江口湿地协

同保护行动计划，划定保护范围并明确管理要求。重点加强

海上田园—茅洲河口、西湾、前海湾（西乡河口）、深圳湾

等区域水鸟种群及其栖息地保护，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多样

性、稳定性、持续性。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提升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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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公园建设管理水平，完善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加快推进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完善重要湿地建设布局。严

格滨海湿地利用管理，坚持陆海统筹、多部门协同开展湿地

修复。探索“湿地＋”可持续利用创新，优化滨海游憩利用

空间，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提升湿地生态福祉。

2.大鹏湾—大亚湾陆海协同生态保育带。以红树林湿地、

珊瑚礁生态系统以及滨海自然岸线生态保育为核心任务，推

动深港大鹏湾、深惠大亚湾滨海湿地协同保护。重点加强古

银叶树湿地、天然潟湖红树林湿地、河口湿地以及沿海珊瑚

礁等重要生态系统保育。协同大亚湾重要经济鱼类产卵场、

育幼场保护管理，加强红树林湿地及河口区域生态系统整体

保护。强化大鹏湾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与监测，大力推进滨

海自然岸线恢复，改善沙滩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优化滨海生

态游憩服务布局，高质量开展红树林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

助力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建设。

第 25 条 发挥“六廊”的生态连通作用

“六廊”即茅洲河、观澜河、龙岗河、坪山河、深圳河、

大沙河等 6 条河流湿地生态廊道，是深圳内陆水系网络的主

干，对维持内陆水循环、生物多样性以及城市生态安全具有

重要意义。以促进流域干支流连通和河流生物多样性恢复为

核心任务，重点依托河流碧道建设、河流生态修复，提升流

域水文连通性和滨水生态游憩网络连通性。持续推进河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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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连通性、水环境提升，大力开展河流生态岸线恢复，恢复

河流生境多样性。完善湿地公园和湿地保护小区建设布局，

强化水鸟栖息地保护和滨水自然教育网络建设，建设高品质

城市滨水游憩空间。以茅洲河—东宝河、观澜河、丁山河—

龙岗河、龙岗河—坪山河—淡水河、深圳河等跨界河流为重

点，推动深莞、深惠、深港河流共同保护利用，开展河流水

环境及水生态联合调查监测与数据共享、上下游及一河两岸

统筹保护、外来入侵物种联防联控以及生态环境联合执法，

提升保护效益；探索碧道及公园联合建设，打造连续共享的

河流游憩体系。

第 26 条 完善“多点”的安全支撑作用

“多点”即湿地保护节点，包括具有一定典型性、代表

性或稀有性的滨海湿地，以及具有重要饮用水源供给和雨洪

调蓄服务功能的人工湿地。

1.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节点。全面加强湿地生态系

统的整体性和原真性保护，维持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

性、持续性为核心任务。重点完善以自然保护地为主体、以

其他有效的区域措施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建设，加快推进

重要湿地布局，合理协调湿地保护利用。具体包括 9 个保护

对象，（1）海上田园—茅洲河口节点：海上田园、茅洲河口

红树林湿地；（2）西湾节点：西湾红树林、碧海湾红树林湿

地；（3）前海湾节点：西乡河、桂庙河、双界河等河口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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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湿地；（4）大澳湾节点：珊瑚礁生态系统和沙石海滩

湿地；（5）鹅公湾节点：珊瑚礁生态系统和岩石海岸湿地；

（6）坝光节点：坝光银叶树湿地、坝岗红树林湿地、田寮

下红树林湿地；（7）杨梅坑—鹿咀节点：鹿咀天然潟湖红树

林湿地、杨梅坑河口湿地、杨梅坑珊瑚礁群；（8）东涌节点：

东涌红树林湿地；（9）西涌节点：西涌红树林湿地、沙石海

滩、珊瑚礁。

2.内陆湿地综合生态安全保护节点。以维持饮用水源水

库流域湿地生态环境安全，改善湿地生物多样性为核心任

务。重点保护以湖库为主体的湿地水文复合体，改善流域内

湿地水文连通，强化水鸟栖息地保护监测，以流域为单元统

筹保护修复目标，提升水库库尾湿地生境多样性。具体 8 个

保护对象，为：罗田水库、茜坑水库、公明水库、西丽水库、

深圳水库、洪湖湿地、清林径水库、松子坑水库。

第二节 明确湿地保护修复功能分区

根据湿地资源分布及功能特征，结合城市发展现状及需

求，将全市湿地划分为 5 个主导功能分区，明确湿地保护修

复主要目标和任务方向。

第 27 条 西部近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区

该分区范围包括深圳珠江口流域水系、深圳湾及内伶仃

海域，分布有河口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大量淤泥质海滩，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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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人工化程度较高，入海河流及河口亦受到较多人为干

扰。分区内湿地主导功能为调节气候、生物多样性维持、防

灾减灾、净化水质，兼顾都市休闲游憩；主要目标为恢复生

物多样性，提供都市休闲游憩空间；主要任务为加强蓝色海

湾治理，开展海堤生态化改造和海岸线整治、恢复提升河口

湿地生态系统、改善海岸线内红树林湿地潮汐连通、保护珍

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恢复湿地自然生境、加强外来物种

入侵治理、提高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海岸带生态景观价值。

第 28 条 东部山海湿地生态保育区

该分区范围包括大鹏湾、大亚湾流域水系，有较长的自

然海岸线，分布有红树林、珊瑚礁、盐沼、河口、沙滩及岩

石海岸等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目前局部地区面临开发利

用挑战。分区内湿地主导功能为调节气候、维持生物多样性、

防灾减灾，兼顾滨海生态旅游；主要目标为保护自然岸线及

自然湿地、保护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打造高质量滨海生

态旅游地；主要任务为严格守护典型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原真

性，维持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

生态岸线和湿地恢复，推动河口生态系统水文连通恢复，强

化陆海协同保护治理能力提升，控制生态旅游规模和布局，

加强旅游行为引导，减少对湿地生态系统的破坏。

第 29 条 西部水源流域湿地生态涵养区

https://www.baidu.com/link?url=6WDMpQ2twYhVJMiF0wlrgPHNuk_jyN72VW4qRc_1y6chKw0juWHYIQ9hTJpDpQvj0YTnOoGDjyb9G-6XKgmhaZDq0gzGJvgOensV3TEdVBUkSb10uOjpZ-EuOnYKwNIQ&wd=&eqid=95f29f3c0001f28c0000000663f72beb


30

该分区范围包括以罗田、公明、鹅颈、铁岗、石岩、西

丽等饮用水源水库群为主体的水库流域。分区内湿地主导功

能为饮用水源供给、雨洪调蓄，兼顾净化水质、休闲游憩功

能；主要目标为提升水源涵养功能、保障饮用水源安全，同

时维持生物多样性、适度提供休闲游憩空间；主要任务为提

升流域山林水源涵养功能，保护及恢复水鸟栖息地适宜性，

改善湿地水文连通，强化外来物种治理，提升湿地生态系统

多样性。

第 30 条 北部城市湿地生态质量提升区

该分区范围包括茅洲河、龙岗河、坪山河、观澜河流域，

以河流湿地为主导，分布着深圳四大主干河流及其支流，主

要问题为水环境和水生态质量较差，生物多样性水平较低。

分区内湿地主导功能为雨洪调蓄、净化水质、维持生物多样

性，兼顾景观游憩；主要目标为提升雨洪调蓄功能，恢复生

物多样性，提供休闲游憩空间；主要任务为加强饮用水源及

山溪保护，推进河流水文连通性提升、生态岸线恢复，推动

河湖湿地水文连通性恢复，实施河流水环境提升和湿地生境

多样性恢复，大力整治外来及入侵物种，恢复本土湿地野生

动植物种群。

第 31 条 中部都市湿地生态服务优化区

该分区范围包括深圳河湾流域，以河流湿地、人工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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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导，位于城市中心地区，主要问题为受人为干扰较大，

河流高度渠化，暗渠比例较高。分区内湿地主导功能为雨洪

调蓄、净化水质、生物多样性维持，兼顾都市景观游憩；主

要目标为提升雨洪调蓄功能、生物多样性、景观游憩品质；

主要任务为恢复河流连通性，开展河流生态岸线恢复，适度

恢复河流自然生境，提升生物多样性，开展小微湿地建设提

升，增强雨洪调蓄功能，提升滨水景观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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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完善湿地保护体系

第一节 完善湿地分类保护

第 32 条 丰富湿地保护形式

探索建立以自然保护地为主体、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

施为补充的湿地保护体系。严格遵照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

饮用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做好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地、饮用

水源保护区等管理，完善保护设备设施、基础设施，提升保

护管理及服务质量。通过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小区建设，将具

有典型性、代表性或重要生态区位的湿地生态系统纳入保

护。到 2035 年，全市湿地保护率不低于 55%。

第 33 条 大力推进湿地保护小区建设

在不具备条件建立自然保护地，但生态区位重要、生态

功能明显的红树林湿地、国家重点保护水鸟及其他野生动物

栖息地等区域，布局建设湿地保护小区。规划期内，在海上

田园（南区）红树林、内伶仃岛北部滨海湿地、深圳湾滨海

湿地、深圳河口、大澳湾珊瑚礁、鹅公湾珊瑚礁、杨梅坑河

口、龙岐湾等滨海湿地，茅洲河、观澜河、龙岗河下游等河

流湿地，五指耙水库、屋山水库等水库湿地，建设不少于 10

个湿地保护小区。规划方案将为未来湿地保护小区划定提供

基础支撑，具体实施时可结合实际科考调查和规划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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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调整完善，进一步精准划定保护范围。

湿地保护小区保护管理主体为各区政府（含新区管委

会，下同），应编制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或保护修复方案，明

确保护管理范围、保护对象及保护管理措施，安排专业管理

人员开展日常管理、巡护检查、科研监测、科普宣教等保护

管理工作。

第二节 深化湿地分级管理

第 34 条 积极申报国家和省级重要湿地

1.申报国家重要湿地。推进生物地理区范围内具有代表

性、稀有性、濒危水鸟或中华白海豚生态群落、定期栖息 2

万只以上水鸟或某一优势水鸟数量达到全球种群数量 1%以

上的湿地申报创建国家重要湿地，履行候鸟迁飞区湿地保护

国际义务，强化国家重要湿地建设在跨区域湿地保护中的示

范、引领作用。优先组织深圳湾滨海滩涂、内伶仃中华白海

豚核心栖息地等湿地申报划入国家重要湿地。

2.申报省级重要湿地。重点推进稳定分布或栖息有国家

重点保护物种、支持濒危水鸟生态群落湿地，集中连片的红

树林湿地等申报省级重要湿地。近期优先将集中连片的红树

林地列入省级重要湿地，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从湿地生态系

统完整性角度将林外光滩、潮沟、浅海水域以及连通水道等

补充划入。到 2035 年，建成省级及以上重要湿地不少于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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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含现状广东深圳华侨城省级重要湿地）。

第 35 条 深化一般湿地管理

1.发布一般湿地名录。在重要湿地以外，将原则上面积

达到 8 公顷以上，范围边界清晰、权属无争议且具有一定保

护价值的湿地，纳入一般湿地名录。明确湿地的名称、类型、

面积、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方式、土地权属、主管部

门等内容。纳入名录管理的湿地面积应保持稳定，确需调整

湿地名录面积、范围、图斑、主管部门等的，在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基础上，可提出调整申请。具体参照省最终发布的

一般湿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2.划定市级重要湿地。在一般湿地中选取具有典型性、

代表性或具有重要生态学或水文学作用的湿地，划定为市级

重要湿地。优先将已纳入自然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或湿

地保护小区等保护形式范围内的湿地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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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守护物种美好家园

第一节 加强生态系统及物种保护

第 36 条 保护典型生态系统

1.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以海上田园、西湾、碧海湾、

深圳湾、前海湾、西涌、东涌、鹿咀、坝光等地为重点，实

施红树林湿地整体保护，纳入保护体系并划入重要湿地，严

格红树林用途管制及采伐移植，从严控制红树林内人为活

动。

2.珊瑚礁生态系统。以大小梅沙—溪涌、鹅公湾、大澳

湾、杨梅坑等珊瑚群落分布区为重点，实施珊瑚礁集中分布

区的整体保护，实施海上娱乐行为管控，避免造成过度扰动，

维护珊瑚群落及其生境，确保规划期内珊瑚礁分布面积不下

降。

3.河口生态系统。以茅洲河、西乡河、大沙河、深圳河、

东涌河、杨梅坑河、鹿咀河河口为重点，实施入海河口保护，

划定入海河口治导线并制定管理规程，明确入海河口区域污

染排放标准和建设管控要求，保障入海径流，保护河口自然

生境及鱼类洄游通道，加强防洪（潮）、航运、养殖等利用

活动的必要性、合理性审查。

第 37 条 保护重要物种及其生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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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珍稀濒危动物及其栖息地。重点开展黑脸琵鹭、黑尾

塍鹬、白腰杓鹬、中华唐鱼、花鳗丽、香港瘰螈、虎纹蛙、

平胸龟、三线闭壳龟、中华白海豚、欧亚水獭等珍稀濒危动

物及其栖息地保护。保护鱼类和重要水生生物产卵场、繁育

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开展“三场一通道”调查并明确保

护范围及要求，开展生态环境监测，实施禁渔期（区）制度。

开展山溪专项调查，查明山溪及其动植物资源分布情况，制

定山溪保护行动计划，维护山溪基本生态流量，提升山溪生

态连通性，开展山溪生态监测评估。

2.珍稀濒危植物、古树名木资源及其原生地。制定针对

性的保护行动计划，加强水蕨等珍稀濒危植物及其原生地保

护，实施古银叶树及其生境保护。

第 38 条 积极防控外来物种入侵

开展湿地外来入侵物种调查，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开展

生态影响和风险评估，探索有效防止扩散、清除及生态修复

技术。提出湿地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明确管控要求，加强外

来物种引入监管，规范市民放生行为。针对重点入侵物种采

取防控措施，加强重点河段湿地入侵物种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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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构建水鸟廊道网络

第 39 条 构建水鸟生态廊道网络

立足珠三角地区“两横四纵多支多点”水鸟生态廊道空

间布局，依托滨海自然岸线、河流生态岸线以及部分水库，

规划建立“两主、五次、多支”水鸟生态廊道网络，包含珠

江口—深圳湾水鸟主廊道、大鹏湾—大亚湾水鸟主廊道 2 条

主廊道，茅洲河、铁岗—石岩、大沙河、龙岗河、坪山河、

观澜河 5 条次廊道，多条支廊道，以及 3 处源地、14 处一级

节点和 15 处二级节点。实施水鸟栖息地及其迁移廊道保护，

确保水鸟种类保持稳定，种群规模稳中有增。

1.源地及节点。依托自然保护地、湿地公园或湿地保护

小区等，形成水鸟源地及节点。开展水鸟目标生境营造、保

护修复和常态化监测，到 2035 年，形成水鸟生态廊道节点

不少于 32 个。

2.主、次、支廊道。依托滨海自然岸线、河流生态岸线，

结合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及碧道建设，形成主、次、支水鸟生

态廊道。实施生态岸线恢复、水环境质量提升以及水鸟目标

生境营造等工作，到 2035 年，形成水鸟生态廊道累计长度

不少于 22 公里。

第 40 条 加强鸟类友好城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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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鸟类友好理念融入城市规划与设计全过程，针对交通

设施、建筑等不同主体，根据鸟类行为特征和生活习性，制

定建构筑物在建设、运营、拆除不同阶段的鸟类友好措施，

保护鸟类生物多样性，保障区域生态功能，制定出台鸟类友

好的城市规划与设计指引。

1.加强水鸟源地及节点鸟类生境规划设计。重点加强湿

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水鸟源地及节点的鸟类友好设计，

在规划设计阶段应基于鸟类群落特征调查明确目标种群，并

根据鸟类筑巢、觅食、停留等生境需求制定相应保护修复措

施和设施建设要求，纳入建设和日常维护管理方案。

2.加强水鸟廊道及周边建设项目鸟类友好设计。水鸟生

态廊道内（蓝线范围）的各类设施和建筑设计应基于鸟类目

标种群及其飞行线路特征，优化建筑空间布局，制定鸟类易

识别的建筑立面、低干扰的照明设计和生境需求导向的景观

设施，创造鸟类觅食及安全活动的日常声光环境条件。逐步

将水鸟源地及节点 1000 米范围内的建设项目建筑立面、照明

设计、绿化设计等鸟类友好设计相关内容纳入规划设计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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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统筹推进湿地生态修复

第一节 陆海联动修复滨海湿地

第 41 条 全面实施滨海湿地修复

1.全面强化海岸带区域滨海湿地修复。以陆海联动方式

开展入海河流、红树林、珊瑚礁、河口、海湾等重要生态系

统修复，优先推进重要湿地生境修复。

2.开展入海河流修复治理。在保障不影响行洪纳潮安全

的前提下拆除不合理的堤坝、水闸，恢复水系连通；结合河

长制，开展入海河流的“一河一策”污染整治；实施流域污

染治理，控制滨海水环境污染。

3.实施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专项行动。结合生态海堤建

设，实施红树林营造和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稳定红树

林湿地规模，改善红树林生态健康状况，提升滨海区域生态

韧性。

4.开展河口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结合万里碧道建设、水

鸟生态廊道建设推进河口生态系统修复，统筹考虑泄洪防

潮、河口水文连通、鱼类洄游繁殖，常态化开展河口区域海

漂垃圾清理，采取基底生境修复、物种种群调控、群落优化

配置等措施因地制宜恢复重建河口湿地生态系统，提升河口

区域生态系统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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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推进海湾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结合“美丽海湾”

建设，实施主要入海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合理规划布局入

海排污口，完善沿岸地区的截污工程与环保设施；因地制宜

实施人工海堤生态化改造，恢复重建滨海生态岸线。对于发

生珊瑚礁群落退化的区域开展基底稳固、生物放流和敌害生

物应急处置等生境修复措施，并结合历史调查数据开展珊瑚

幼体培育、人工生物礁投放等修复工作，加强修复管护和跟

踪监测。

第 42 条 陆海联动重点修复片区指引

立足生态系统完整性，打破行政区域、流域、陆海界限、

行业以及生态要素界限，维护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完整性，

以海岸带范围统筹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划定 9 个滨海湿地陆

海联动重点修复片区。系统推进片区陆域污染治理，入海河

流、河口及红树林湿地、海湾及珊瑚礁生态系统修复；加强

重要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恢复与海岸生态减灾、

污染治理多目标协同，加强与河口海湾环境治理协同。以陆

海联动重点修复片区为空间基础，探索建立多要素、全过程

统筹实施的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模式。

1.海洋新城—沙井片区。范围覆盖坳劲涌至茅洲河口海

岸带，主要包括茅洲河及河口红树林湿地、海洋新城红树林

湿地、海上田园红树林湿地。区内以河口和红树林湿地生态

系统为主导，以稳定红树林湿地规模、改善水鸟生境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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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加快实施海上田园南区红树林修复，改善底质条件，

恢复潮汐水文动力；强化茅洲河等河口生态系统修复，维持

河口潮汐水文规律，重点开展入海河流水质提升；实施海洋

新城滨海岸线生态修复，建设生态海堤，稳定及恢复红树林

湿地规模，营造水鸟目标生境。

2.西湾—前海湾片区。范围覆盖西乡河及铁岗水库排洪

渠流域、西湾—前海湾海岸带，主要包括西湾红树林湿地、

碧海湾红树林湿地以及前海湾、西乡河、桂庙河、双界河等

河口红树林湿地。区内以海湾及河口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主

导，以改善海湾水环境质量、恢复河口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

为目标。强化西乡河、新圳河等入海河流水质提升，重点提

升西乡河口及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更替乡土红树植物、构

建红树林湿地潮沟；开展河流水文连通性及生态功能恢复，

实施前海片区水廊道和前海湾岸线整治修复，提升生态岸线

比例，增强抵御灾害能力；优化利用滨海湿地岸线，推动企

鹅岛海岸线整治修复，保护和改善水鸟适宜生境微地貌条

件。

3.深圳湾片区。范围覆盖深圳湾大桥以东的海岸带，主

要包括福田红树林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及滨海滩涂、华

侨城湿地、大沙河河口、深圳河河口、深圳湾滨海滩涂等。

区内以红树林湿地和海湾生态系统为主导，以维护提升国际

候鸟迁飞区生态系统稳定性为目标。强化外来红树植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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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促进华侨城湿地生态系统本土红树植物群落天然更新，

营造福田红树林湿地高潮位水鸟停歇地，开展红树林湿地水

位智慧化管理，改善潮汐水文连通，维持湿地适宜盐度，持

续提升水鸟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推进深圳湾公园滨海岸线

生态修复。

4.大小梅沙片区。范围覆盖大小梅沙海岸带，主要包括

沙滩、珊瑚礁及岩石海岸等。区内以沙滩及珊瑚礁生态系统

为主导，以保护重要海洋生态系统为目标，并打造高质量滨

海旅游度假区。强化珊瑚礁、海藻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开

展沙滩维育、固沙植被种植、生态空间营造等工作，科学恢

复生态岸线，减少对自然地貌的干扰，以低影响建设带动滨

海岸带品质提升，维持咸淡水自然交汇条件。

5.沙鱼涌—官湖片区。范围覆盖葵涌河流域及沙鱼涌、

官湖海岸带，主要包括葵涌河干支流水系、葵涌河口、湖湾

沙滩等。区内以河口及沙滩生态系统为主导，以保护重要海

洋生态系统为目标，兼顾多元人文滨海旅游度假区建设。强

化葵涌河上中游流域水环境质量提升，开展葵涌河口水文连

通恢复，修复沙鱼涌为自然岸线或生态恢复岸线，推进官湖

段东部海堤、葵涌河右岸生态化海堤建设；修复土洋堆受损

沙场，修复官湖沿海防护林，通过修复受损砂质海岸，构筑

海岸生态防线，提升防灾减灾能力。

6.南澳片区。范围覆盖南澳海岸带，主要包括南澳湾（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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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排段）、珊瑚礁、水头沙河及河口等。区内以海湾及珊瑚

礁生态系统为主导，以改善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修复为目

标。维持砂质岸线宽度，强化滩面维护管理等工作，加强南

澳人工岸线生态海堤建设，开展水头沙河口生态系统水文连

通恢复和生态重建，重点开展珊瑚礁生态系统保育及人工鱼

礁养护，协同大鹏湾海洋牧场建设，促进和恢复海岸带生物

多样性。

7.东西涌片区。范围覆盖东西涌海岸带及东涌红树林湿

地，主要包括东涌沙滩、西涌沙滩、东涌河河口及红树林湿

地、西涌河河口及红树林湿地、濑氏洲珊瑚礁、穿鼻岩珊瑚

礁等。区内以红树林湿地和河口海湾生态系统为主导，以恢

复潟湖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为目标。强化东涌典型海漆红树

林植物群落维育，结合 200 年一遇防潮标准开展东涌河口水

闸智慧化改造，改善山崖仔水与东涌河及河口自然水文连

通，维持潟湖红树林湿地适宜生境条件；推进西涌养殖坑塘

退塘还湿，结合生态养殖和高品质生态游憩利用方式，恢复

西涌潟湖红树林湿地，加强水蕨、本土红树植物原生地保护；

开展沙滩养护和珊瑚礁保育工作。

8.龙岐湾片区。范围覆盖鹏城河、王母河流域以及龙岐

湾—杨梅坑段海岸带，主要包括龙岐湾、王母河干支流及河

口、鹏城河干支流及河口、新大河红树林湿地及河口等。区

内以河口及海湾生态系统为主导，以恢复河口生态系统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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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强化王母河、新大河、鹏城河河口水文连通恢复及生态

系统重建，结合河长制实施“一河一策”精准治污；开展龙

岐湾陆域生态环境品质提升，提高污水收集与处理率，清理

与整顿排水口与排污口；建设生态海堤，提升岸线的防灾减

灾能力；开展金水湾受损沙滩整治与养护工作；推进龙岐湾

海藻场保育及修复专项研究。

9.坝光片区。范围覆盖坝光海岸带范围内湿地，主要包

括白沙湾区域河口及红树林湿地、坝光银叶树湿地、坝岗红

树林湿地、坝光码头红树林湿地、田寮下红树林湿地。区内

以河口及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为主导，以改善红树林湿地生

态健康状况为目标。强化水鸟栖息地保护修复，维持坝光水、

江屋山水、大坑槽水、新坝水河口区域滩涂以及坝岗区域潮

沟生境；开展田寮下、坝光码头、白沙湾区域岸线生态修复，

恢复红树林湿地，营造水鸟目标生境；持续开展海滩垃圾及

海漂垃圾清理；加强病虫害和入侵植物治理，改善坝光古银

叶树植物健康状况，维育银叶树群落天然更新能力。

第二节 流域统筹促进内陆湿地再野化

第 43 条 系统推进内陆湿地修复

系统提升内陆各类湿地生态质量。以流域统筹方式开展

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人工湿地等生态系统修复。

1.推动河流湿地再野化。持续推进未达标河流流域水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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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治理，结合万里碧道建设等，拆除不合理的堤坝及阻水建

构筑物提升河流连通性，开展河湖生态岸线改造，建设河流

生态缓冲带，推进河流底质软化和异质化，修复河流自然蜿

蜒形态、营造深潭浅滩，恢复河流生态基流和生境多样性，

构建水鸟生态廊道。

2.实施沼泽湿地生态系统修复。结合饮用水源水库水质

保障工程和万里碧道建设，推进水库库尾区域沼泽湿地生态

修复，维持沼泽湿地适宜水文节律。结合小微湿地建设提升，

开展沼泽湿地修复，恢复本土水生植物群落。

3.持续推进人工湿地规模恢复和质量提升。结合防洪

（潮）排涝蓄滞设施建设，增加人工湿地规模，提升人工湖、

调蓄湖等人工湿地生物多样性。结合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建

设，开展饮用水源水库流域水源涵养能力提升。结合水鸟生

态廊道节点建设，推进非饮用水源水库或坑塘改造、恢复及

营造水鸟适宜生境。

第 44 条 流域统筹重点修复片区指引

立足重点流域湿地生态功能整体性、连续性，以河湖

（库）湿地流域统筹修复，划定 5 个内陆重点流域片区。对

片区河流、水库及其他人工湿地、库尾沼泽湿地进行联动整

治修复，保障修复成效。以内陆重点流域片区为空间基础，

探索建立小流域空间内山溪、湖库、支干河流统筹实施的内

陆湿地生态修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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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河流域统筹。加强布吉河（洪湖公园段）水鸟生

态廊道节点建设，加快推进水径水、李朗河水环境提升。结

合开展沙湾河调蓄湖湿地建设，营造满足防洪调蓄功能的表

面流型人工湿地，恢复本土湿地植被。结合下坪城市公园建

设，营建具有初雨水净化功能的人工湿地。高质量开展金湖、

银湖、小坑水库湿地岸线生态修复，提升湿地生境多样性。

2.茅洲河—西部水源流域统筹。（1）铁岗—石岩水库重

点流域：强化铁岗水库、石岩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内高质量

水源涵养林建设；结合石岩湖碧道和铁岗水库饮用水源保障

工程建设，强化鸬鹚、白鹭等目标水鸟栖息地营造，改善沼

泽湿地植被和生态环境质量，形成水鸟源地；研究开展入库

支流水文连通性和生态岸线恢复。（2）茅洲河中下游重点流

域：持续推进松岗河、沙井河、老虎坑水等河流流域水环境

提升，探索恢复石岩渠、上寮河、沙福河水文连通性，恢复

生态岸线；结合水鸟生态廊道建设，开展上寮河、茅洲河干

流湿地生境多样性恢复，结合尾水深度处理型人工湿地和水

质净化厂建设，开展河流生态补水，提升河流湿地水环境容

量，提升现状鹅颈水湿地公园、东坑水湿地公园生境多样性，

营造水鸟适宜生境。（3）西丽—长岭陂重点流域：结合饮用

水源水库水质保障工程，推进白芒河、麻磡河、大磡河等入

库支流水环境提升，恢复水文连通性，开展西丽水库流域高

质量水源涵养林建设，修复提升西丽水库库尾沼泽湿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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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衔接第二植物园建设，加强长岭陂、部九窝湿地岸线生

态修复及外来物种治理。

3.观澜河流域统筹。开展坂田河、大水坑河、大浪河、

上芬水流域水环境提升；结合万里碧道建设，开展龙华河、

白沙河岸线生态改造，恢复湿地生境多样性，建设水鸟生态

廊道；推进坂田河、油松河、龙华河水文连通性及生态功能

恢复，提升生态岸线比例；结合阳台山森林公园建设，推进

大坑水库、高峰水库岸线生态治理及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建

设，提升湿地野生动物生境适宜性。

4.龙岗河流域统筹。开展丁山河、黄沙河、同乐河流域

水环境提升；研究开展清林径、松子坑岸线消落带生态治理，

加快推进高质量水源涵养林建设；结合河流湖库湿地生态保

护修复及万里碧道建设，实施龙西河和龙岗河下游水鸟生态

廊道节点建设；结合松子坑森林公园建设，推进沙背坜、上

輋水库流域的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增强湿地野生动物生境的

适宜性。

5.坪山河流域统筹。开展碧岭水、新村排洪渠水环境提

升；结合碧湖湿地等调蓄湖建设，营造满足防洪调蓄功能的

表面流型人工湿地，恢复本土湿地植被；结合燕子湖湿地建

设，提升坪山河中下游湿地生境多样性，恢复水翁等本土滨

水植被群落；结合碧道建设，开展坪山河干流湿地、汤坑水

生境多样性恢复，营造水鸟目标生境，建设水鸟生态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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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构建全球红树林命运共同体

第一节 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

第 45 条 推进红树林保护全球治理进程

高质量高水平建设并运行国际红树林中心，建立开放包

容、共建互利的红树林和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国际合作机制，

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且可持续利用的国际合作与联

合行动。促进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且可持续利用的知识

共享与科研合作，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且可持续利

用方面的技术转让与合作，建立关于红树林及毗邻湿地的自

然教育体系和公众意识提升机制，提高红树林保护、修复、

合理且可持续利用的能力，通过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和

可持续利用，促进气候行动。到 2035 年，每年开展红树林

国际交流合作不少于 2 次。

第 46 条 开展技术交流合作

引进国际优秀团队，选取重点区域开展保护修复国际合

作，实施一批红树林保护修复项目和滨海湿地保护修复项

目，提升深圳湿地修复技术水平。开展候鸟迁飞通道保护合

作，以黑脸琵鹭、黑尾塍鹬全球候鸟迁飞保护为重点，推动

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线途经的相关国家和地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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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候鸟栖息地保护联合行动，开展环志合作与信息共享、经

验交流。

第二节 打造红树林保护修复样板

第 47 条 探索红树林整体保护范式

1.科学保护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将红树植物为主组成

的近海和海岸潮间湿地界定为红树林湿地，包括红树林地、

河口水域或潮沟、林外滩涂及部分浅海水域，维持红树林湿

地生态系统整体性和连续性。结合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

建设时序，统筹推进红树林湿地保护，将单个规模较大的红

树林地或多个生态水文功能相连通的分散红树林地划入一

处红树林湿地保护。加强深港合作，强化深港深圳湾（后海

湾）红树林湿地群生态系统整体保护，擦亮深圳湾国际名片，

引领红树林湿地保护创新。推动沙井、前海湾等河口型红树

林湿地，西湾、坝光滨海潮间带红树林湿地，鹿咀、东涌天

然潟湖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

2.强化红树林湿地保护管理。将红树林湿地列入重要湿

地管理，并逐步划入生态保护红线，优先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栖息地、重要经济鱼类产卵场以及其他具有代表性的红树林

湿地生态系统。完善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通过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新增设立湿地保护小区等，强化红树林湿地的保

护修复。优先将海上田园南区、西乡河河口、深圳湾、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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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口等区域的红树林湿地纳入湿地保护小区管理。

3.规范用途管制和人为活动管控。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特

殊情形外，禁止在红树林湿地挖塘以及移植、采挖、采伐红

树林或者过度采摘红树林种子，禁止投放、种植危害红树林

生长的物种。除法律法规规定的特殊情形外，禁止占用或者

临时占用红树林湿地，确需占用的应当开展不可避让性论

证，并依法办理审批手续。禁止在红树林湿地内开展采摘红

树植物、破坏底栖生物的赶海活动。建设活动应与水鸟筑巢

区、觅食区及栖息活动的集中分布区保持安全距离，避免惊

扰鸟类。

4.开展系统性精细化保护工作。红树林湿地保护对象为

整个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主要保护内容包括红树植物群落

（及古树）、水鸟及其栖息地、底栖生物群落、生境条件等。

对于潮下带区域，重点维持水文水动力条件和水环境质量，

保护鸥类、鸭类水鸟稳定觅食地；对于潮间带区域，重点改

善红树林潮汐特征、滩涂高程、淹水时间、冲淤环境、底栖

生物群落多样性等，协同外围滩涂区域严格保护水鸟及其栖

息地，维持白骨壤、秋茄、桐花树、海漆、红海榄、木榄等

本土真红树植物群落天然更新和合理的种群结构；对于潮上

带区域，强化本土半红树植物群落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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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8 条 引领红树林多目标协同修复

1.构建基于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恢复的修复目标体

系。树立红树林湿地修复系统观，避免仅从营造及修复红树

林面积等单一要素、单一目标出发引导红树林修复实践。在

对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现状量化评估基础上，建立规模与质

量并举的高标准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绩效目标体系，将生物

多样性、珍稀濒危物种生境质量、碳汇能力、海岸防护能力

等生态系统质量和服务水平指标纳入绩效目标。

2.多目标协同推进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发挥红树林湿

地国际候鸟迁飞“中转站”功能，持续提升福田红树林湿地、

华侨城湿地、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海上田园红树林湿地、茅

洲河口红树林湿地等珍稀濒危水鸟栖息地适宜性，引导建立

以“红树林湿地+候鸟迁飞保护”为主的修复示范。恢复红

树林湿地“海岸卫士”重要功能，结合西部海堤整体提升改

造，重点将红树林湿地恢复任务融合进海洋新城、西乡、大

铲湾凸堤等海堤生态化建设岸段，支持生态海堤建设中使用

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方法，在堤前带开展红树林营造修复，

建设形成以“红树林湿地+海岸生态防护”为主的修复示范。

深入挖掘红树林湿地科普教育价值，结合福田红树林湿地公

园、鹿咀潟湖红树林、坝光银叶树湿地园等区域乡土红树植

物保护修复，进一步强化红树林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蓝碳

碳汇等内容，形成以“红树林湿地+科普教育”为主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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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充分衔接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全面开展东涌、西

涌、坝光（白沙湾、坝岗、坝光码头以东）、新大河等地退

塘还湿，结合大鹏半岛国际旅游目的地品质提升工作，整治

恢复红树林湿地、提升游憩品质，打造“红树林湿地+国际

旅游目的地”为主的修复示范。到 2035 年，完成红树林湿

地生态修复面积不低于 80 公顷。

第三节 引导红树林合理利用

第 49 条 探索红树林可持续利用

打造红树林可持续利用示范。规划 2 处红树林可持续利

用示范，即海上田园湿地和西涌红树林湿地。结合深圳黄油

蟹、沙井蚝、斑节对虾等享誉国内的养殖品种，通过造林、

养殖与增殖、增汇有机结合，探索推进生态养殖与市民休闲

游憩、生态旅游、科普教育相结合的红树林湿地可持续利用

模式，打造深圳红树林湿地可持续利用高质量发展典范，成

为国际红树林中心可持续利用推介案例。

第 50 条 丰富红树林生态体验

依托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以及碧道等，开展生态游

览、自然教育等活动，探索深度体验和深度参与保护修复，

加深对红树林的认识与保护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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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开展红树林深度体验活动。在专业导览陪同下通过

皮筏艇或木筏让游客深入红树林探索，下泥滩观测野生动植

物，深度认识红树林生态系统，享受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开发面向不同对象的多样化自然教育活动，包括日常基础类

自然教育、体验式自然教育、研学式自然教育。

建立市民参与红树林保护修复体验机制。依托湿地公

园、湿地保护小区等，促进市民参与红树林潮沟修复、红树

林种植、水鸟生境改造等营造修复活动，参与动植物调查、

鸟类监测等科学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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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创新湿地城市融合发展

第一节 引领湿地可持续利用示范

第 51 条 建设多元复合小微湿地

充分衔接城市更新、土地整备以及低效用地再开发等，

选取生态环境良好、生态功能显著、与人居环境有效衔接的

小型水库、坑塘、人工湿地以及河流沟渠等小微湿地，开展

保护修复。通过完善湿地监测、巡护管理，或实施水质改善、

生境营造、生态景观提升等措施，提升生态质量，优化生态

系统结构，使其发挥水质净化、蓄滞径流、生物多样性支持、

景观游憩等生态功能。结合区位及自身主要功能特征，将小

微湿地分为生态保育主导型、水质净化主导型、生境恢复主

导型、景观营造主导型、文化展示主导型、调蓄调节主导型、

水资源保护利用主导型等 7 种类型。到 2035 年，建成 30 处

以上小而美的高品质小微湿地。

生态保育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栖

息地分布，建设以保护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为主导功能的小微

湿地，采取就地保护及繁育珍稀濒危生物物种、自然恢复、

辅助再生等生态保育措施，减轻胁迫压力，维护生态系统完

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设计、建设和管理应遵循可持续性

原则，采用生态友好的建设材料和技术，减少对湿地生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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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干扰和破坏，长期保持其生态功能。

水质净化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城市水质净化厂附近的

水净化湿地，建设景观优美且可开展科普教育的水质净化主

导型小微湿地。合理确定污染负荷，宜尽量实现无动力自流，

结合污水类型和地理条件，灵活选用水平潜流、垂直潜流、

表流湿地，建设高效、环保和节能的水质生态净化系统，通

过基质、植物及微生物的协同作用实现对污水的净化处理。

结合净化水质需求，开展景观设计和植物选取，改善湿地景

观。增加必要的科普教育设施与路径，开展科普教育活动，

加强市民对湿地净化功能的认识。

生境恢复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居住区附近的小型河

流、沟渠以及退出防洪功能的水库建设生境恢复主导型小微

湿地，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的关键节点。实施基质和水

岸修复，根据目标对象，通过退塘还湿、水系梳理、水岸修

复、植被修复、底质修复等措施，为鸟类、鱼类、昆虫、底

栖动物等营造陆地、驳岸和水体多样化的自然生境，模拟自

然植被群落种植食源植物，形成丰富多样的植被群落，营造

目标物种的觅食地、隐蔽地、夜栖地及巢址等栖息场所。同

时兼顾市民休闲游憩需求，为市民提供更多亲近大自然的机

会。

景观营造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内

的小型湖泊及城市景观水面，建设富有湿地自然生态景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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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同时具备自我维持能力的景观营造主导型小微湿地，满

足市民就近休闲和自然体验需求。开展水系设计，注意水系

形态布局，保障水资源补给并促进水体循环，通过水平潜流

和表流湿地设计实现水体自净。实施基质和水岸修复，营造

陆地、驳岸和水体生境，合理选取乡土湿地景观植物营造丰

富多样的湿地植被群落，为昆虫、两栖、鱼类、鸟类、禽类

等提供适宜生境，构建可持续的湿地生态系统、充满野趣的

湿地生态景观。建设游憩步道及景观小品，提升景观游憩功

能，让市民近距离体验湿地自然景观。

文化展示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与湿地相关的社会人文

资源，建设以传统文化展示、湿地知识宣传为主导功能的文

化展示型小微湿地。结合沙井蚝等渔业文化、客家文化、海

防文化等资源，开展小微湿地的生境景观营造，创造重要的

科普教育空间。通过湿地景观的打造、文化活动的举办等方

式，展示湿地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内涵，同时为市民提供丰富

的生态体验。

调蓄调节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海绵城市建设，在排水

不畅、易出现积水的关键节点，建设富有湿地自然生态景观

特色且具备一定生物多样性支持功能的调蓄调节主导型小

微湿地，消减洪涝灾害的同时提升景观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

能。通过水系梳理、植被修复、生态景观修复、海绵设施建

设等措施，完善小微湿地水文水系，发挥滞洪和削减洪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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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降低城市内涝风险。优先选用乡土湿地植物构建丰富

多样的植被群落，营造优美湿地景观的同时为湿地动物提供

适宜生境和食物。结合小微湿地季节性水位变化，设置弹性

景观游憩设施，提升游憩功能。

水资源保护利用主导型小微湿地。结合非饮用水库等，

建设以水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为主导功能的小微湿地。采

取建立消减入库污染物、种养结合等生态保育措施，使小微

湿地形成相对平衡的生物链，保障水质安全，为周边提供灌

溉或绿化用水。

第 52 条 构建活力滨水游憩体系

构建湿地游憩格局。依托河流、湖库等湿地游憩空间载

体，衔接山海连城计划，构建“湿地游憩活力中心＋湿地亲

水活力带＋湿地游憩活力节点”的湿地游憩格局，完善提升

湿地休闲服务功能，提升城市景观形象，激发城市发展活力，

契合市民游憩需求。

打造湿地游憩活力中心。结合城市更新区域、未来发展

重点片区及湿地游憩资源分布，建设 9 处湿地游憩活力中心，

满足市民休闲、娱乐、观赏、体验等多种需求。其中 5 处为

滨海湿地游憩活力中心，即海洋新城活力中心、前海湾活力

中心、深圳湾活力中心、大小梅沙活力中心、新大—东山活

力中心，通过一体化整合城市商业或科技中心与湿地、公园

等开敞空间，提高湿地及周边空间品质，使城市湿地成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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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市民生活休闲、展现滨海城市魅力的湿地游憩活力中心。

4 处为内陆湿地游憩活力中心，即光明北部片区水库群、凤

凰山—五指耙水库群、梅林山—银湖山水库群、横岗—园山

水库群等 4 处水库群，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活化利用

非饮用水源水库，适当增加休闲游憩设施与场所，提升滨湖

步道体验，满足市民环湖游憩活动需求。

营建湿地亲水活力带。串联海洋新城、前海湾、深圳湾、

大小梅沙、东西涌、龙岐湾，规划 1 条滨海湿地活力带。建

设 10 条滨河湿地活力带，包括茅洲河、观澜河、龙岗河、

坪山河、大沙河、西乡河、双界河、福田河、布吉河、盐田

河滨河活力带。结合滨水绿廊和滨水空间开展湿地可持续利

用，重点完善碧道建设，加强水系空间连续性、提升沿岸景

观品质，增加河流湿地体验活动场所和设施。规划贯通主干

碧道，提升滨水游憩体验，建成碧道 1000 公里。

建设湿地游憩活力节点。依托新建或提升改造湿地公

园、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沙滩公园等，修复湿地生态系统，

在不影响湿地生态功能稳定的条件下，加强湿地活动体验场

所、游憩路径及服务设施建设，提升湿地景观环境。为市民

提供原真性、独特性的探险、野营、观鸟、溪流观测、划船

等湿地游憩活动，形成湿地游憩活力节点。

第 53 条 开展湿地绿色生态养殖

建设湿地绿色生态养殖示范基地。推进现有渔业养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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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升级，打造 2 处现代化绿色示范渔场，形成深圳湿地生

态绿色养殖创新名片，成为我国渔业产业创新发展的城市范

例。推进东山限养区传统网箱养殖转型，发展非投饵型贝类

生态养殖、藻类（如海葡萄等）养殖和休闲渔业。推进大鹏

湾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养

护渔业资源以及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等措施，修复水生生物的

栖息地和渔场环境，促进渔业种群资源增殖的同时维系生物

多样性，推动渔业从“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大力发展水产种苗产业。实施水产种业振兴计划，建设

中国蓝色种业研究平台（深圳）、深圳现代渔业（种业）创

新园，建立蓝色种业发展平台，从资源保护、水产种苗选育、

养殖新品种繁育、新养殖模式研究、养殖技术科技攻关、应

用推广和交流合作等提供全方位保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渔业种业科技创新策源地。加强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保护重要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

第 54 条 创新湿地与产业融合发展

营造“湿地+旅游”场景。结合湿地及旅游资源景点分

布，打造“湿地+旅游”场景，挖潜并统筹各类功能空间，

建设景观特色突出、活动形式丰富的高品质湿地生态旅游空

间。规划东西涌、大小梅沙、深圳湾—前海湾、西湾红树林

等滨海湿地特色旅游区，进一步提升滨海湿地生态及景观质

量，完善旅游设施，提升冲浪、潜水等海洋旅游体验，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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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滨海旅游名片。依托阳台山、梧桐山、马峦山、凤凰山

等山地的森林湿地资源规划山林湿地特色旅游区，在保护湿

地环境的基础上，开展自然探险、溪流观测等生态旅游活动。

建设“湿地+文化”场景。依托湿地及周边文化资源，

分布，如渔业文化、客家文化、海防文化等，规划“湿地+

文化”场景，为坪山湿地客家文化体验场景、观澜湿地文化

体验场景、清平古墟湿地文化体验场景，通过完善文化服务

设施，丰富湿地文化体验，策划传统民俗体验、影视文化体

验、赛事文化体验等活动，提升湿地文化体验。

建设“湿地+科创”场景。依托湿地及创新产业集聚区、

高新区，规划建设泰华梧桐岛产业园、光明科学城、坝光国

际生物谷以及深圳湾、大沙河、茅洲河、海洋新城、深圳河、

坪山河等“湿地+科创”场景，以高品质湿地营造创新人才

交流空间场景，激发创新活力，吸引科创企业向高品质滨水

空间集聚，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第二节 开展沉浸式科普宣教

第 55 条 构建多层次科普宣教网络

打造全市湿地科普教育基地。建设红树林博物馆，集中

展示深圳及中国红树林保护修复、科普宣教、科研成果，打

造成为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依托红树林博物馆，建设市湿地

科普教育基地，作为全市湿地科普宣教中心，统筹指导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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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教育工作开展。依托深圳市海洋博物馆，建设滨海湿地

科普教育基地，开展海洋资源收藏展示、海洋文化教育、海

洋科学研究。依托深圳自然博物馆，建设湿地博物科普教育

基地，开展湿地陈列展览、科普教育、学术研究等。

建设多元主题湿地自然教育场所。结合湿地资源分布，

规划红树林主题、海洋主题、河流湖库主题、水鸟主题 4 类

共 28 处湿地自然教育点。红树林主题类 9 处，位于西湾红

树林湿地、海上田园湿地、福田红树林、坝光银叶树湿地等。

海洋主题类 5 处，位于盐田滨海栈道、大梅沙海滨公园、西

涌滨海休闲公园、规划大澳湾湿地保护小区等。河流湖库主

题类 12 处，位于茅洲河、石岩湖湿地、铁岗—石岩湿地、

大沙河、洪湖、清湖等。水鸟主题类 2 处，位于深圳湾、华

侨城湿地公园。

因地制宜多点布局湿地宣教点。依托各自然保护地、湿

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建设湿地宣教

点，完善湿地科普宣教网络。

第 56 条 提升湿地科普宣教品质

完善湿地科普宣教设施和路径。对现有科普宣教场所设

施进行系统升级，加强室内教学空间、户外教学场地、自然

教育路径、解说系统、服务配套设施等建设，增加适老、适

幼化科普体验场所与配套设施。注重科普内容提升，增强湿

地科普宣传的科学性、趣味性、互动性，突出红树林等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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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湿地，挖掘湿地在地文化。结合河流、湖库、滨海湿地

空间分布，依托碧道、绿道等规划建设自然教育路径 145 公

里。

统筹编写湿地科普宣教材料。组织编写湿地资源以及红

树林、水鸟等重要物种科普材料，提升市民对湿地的认知了

解。制定湿地课程活动设计标准、读物编制规范指引，组织

编写人与湿地、湿地保护方式、湿地保护法律法规等宣教材

料，增强市民湿地保护意识。

第 57 条 打造深圳湿地自然教育活动品牌

壮大深圳山海连城自然教育联盟，举办“山海连城·自

然深圳”生活节、自然教育市民讲堂等系列自然教育活动。

持续开展观鸟、湿地植物认知、昆虫探秘等科普导赏自然教

育活动；探索开展认种认养、清除外来入侵物种等深度自然

体验活动，打造富有特色的深圳自然教育品牌。

持续开展“世界湿地日”“世界水日”“广东爱鸟周”等

节日主题宣传活动，实施湿地科普进校园、学生进湿地等科

普宣教活动全市域覆盖，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保护的良好氛

围。鼓励开展市场化自然教育活动，加强从业者培训，建立

活动监管机制，避免对湿地造成破坏性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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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提升智慧管理水平

第一节 筹建重大科研平台

第 58 条 筹建重大科研平台

建设国际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科研平台，开展红树林湿

地生态系统发展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基础研究、保护修复等

关键技术攻关。建设国家级湿地野外定位观测研究站，开展

大湾区滨海湿地生态系统监测、发展演替规律和内在机理基

础研究、保护修复等关键技术攻关。筹建国家红树植物遗传

育种中心，开展红树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与育苗等技术研究。

到 2035 年，建成国家级湿地科研平台不少于 2 个。

第 59 条 开展重大科技攻关

开展红树林生境营造、结构单一人工林与退化红树林提

质改造、红树林有害物种防控、红树林保护与水鸟保护耦合

等红树林保护修复关键技术攻关，实施滨海湿地蓝碳碳汇能

力提升、滨海湿地生物多样性提升、高度建成区河流湿地生

境恢复等重要技术攻关，解决湿地保护修复技术难题。

第二节 建设智慧监测网络

第 60 条 构建湿地监测网络

依托大湾区红树林湿地研发中心建设市级湿地智慧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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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平台，统筹指导全市湿地监测工作；依托国家、省级重要

湿地建设湿地监测站，布设物种、环境、水文等监测设备，

选取试点开展碳循环监测；依托市级重要湿地以及其他自然

保护地、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建设湿地监测点，布设

基本的环境、水文等监测设备，根据需求设置生物多样性监

测样地、样线或样方。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市级智慧监

测平台、国家和省级重要湿地监测站建设，区级人民政府负

责各湿地监测点建设。

第 61 条 建设湿地智慧监测平台

建设基于全面感知、数据融合、智慧分析和辅助管理，

具备物种、环境、水文等多种智能分析功能的智慧湿地管理

系统，为湿地生态本底调查与质量评估、物种保护及生境管

理、环境治理、水文调节、火灾防控、病虫害防治、生态执

法、科学研究、科普宣教等提供智慧化支撑，实施精细化动

态管理，提升湿地管理效能。重点推进深圳福田红树林智慧

管理创新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

第 62 条 规范监测工作机制

1.构建湿地普查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调查监测机制。建

立湿地普查机制，开展湿地资源年度变更调查，主要包括全

市湿地面积、生态环境状况变化情况。建立湿地专项调查机

制，针对湿地重点保护对象或重大生态问题开展专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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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湿地重点保护水鸟种群动态、水鸟生

态廊道及节点状况、外来红树植物分布、珊瑚礁健康状况、

生物入侵情况等。

2.建立重要湿地动态监测评估预警机制。重点监测对象

包括全部红树林湿地、国家重要湿地、省级重要湿地和市级

重要湿地。按照监测技术规范开展动态监测，监测内容包括

湿地分布、面积、植被、水鸟、水文水资源、水生态环境、

野生动植物、受威胁状况等变化信息。建立评估预警机制，

结合动态监测数据对湿地生态状况进行评估，并按照规定发

布预警信息。

3.建立部门协同实施和数据共享机制。市林业主管部门

统筹开展湿地调查监测工作，市水务、海洋、城管等行业主

管部门按照职责做好各自管理的湿地调查监测，各湿地保护

管理机构负责各自管理范围内的湿地监测。市林业主管部门

统筹建立监测数据汇交机制，制定数据汇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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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重点任务与工程

第一节 重点任务

第 63 条 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1.启动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工作。组建国际湿地城市创建

工作专班，建立工作机制，制定工作方案并全面推进创建工

作。2030 年前建成国际湿地城市。

2.促成国际湿地城市申报认证条件达标。严格落实湿地

用途管制，维持湿地规模稳定，湿地保护率提升至 50%以上。

编制区级湿地保护规划，编制近期行动计划并将相关内容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安排资金支持。研究完善湿地

保护管理机构设置，健全工作机制。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湿

地保护条例》，健全配套管理制度，将湿地面积、保护率、

生态状况等保护成效指标纳入考核。建立市湿地科普宣教基

地，面向公众开展湿地科普宣传教育和培训；建立湿地保护

志愿者制度，组织公众积极参与湿地保护活动。制定国家和

国际重要湿地年度管理计划，积极开展保护和修复提升，实

施动态监测评估，建立生态预警机制，编制生态预警监测报

告，确保重要湿地生态系统稳定。

第 64 条 参与和引领全球红树林治理

1.建设并运行国际红树林中心。建立开放包容、共建互



67

利的红树林和滨海蓝碳生态系统国际合作机制，推动红树林

保护、修复、合理且可持续利用国际合作和联合行动，助力

全球可持续发展。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论坛促进知识共

享与科研合作，开展技术转让与合作，建立红树林及毗邻湿

地的自然教育体系和公众意识提升机制，定期举办国际培训

班提升保护修复及利用能力。

2.加强技术探索与交流推广。深圳围绕红树林及滨海湿

地保护修复、可持续利用、自然教育，开展技术探索和国际

合作，形成系列技术指南，参加国际技术交流，推广深圳先

进经验。适时申办湿地保护管理相关国际会议，深度参与全

球湿地治理。

3.打造国际推介范例。围绕红树林保护修复、可持续利

用、自然教育、区域协同深圳实践，打造一批国际红树林中

心推介范例，融入国际红树林中心实地考察路线，为全球红

树林保护管理提供案例经验与技术借鉴。

第二节 重点工程

第 65 条 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持续探索创新红树林保护路径，建设一批国际红树林中

心建设示范推广工程，擦亮深圳湿地保护名片。



68

重点工程 1：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维持红树林湿地规模，促进本土红树植物群落恢复，恢复红树林湿地生态

系统的原真性，提升红树林湿地生物多样性。

建设内容：①完善深圳湾、深圳河一带 6 处红树林湿地保护布局，建立红

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范式，通过设立湿地保护小区，加强深圳湾红树林

湿地、深圳河及河口等红树林湿地保护，并以国际候鸟迁飞保护为核心目标，

落实深港红树林外来种治理、水鸟保护监测等领域合作；②实施华侨城湿地公

园红树林湿地生态修复，推进关键潮汐通道修复；③协同推进海上田园南北区

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海洋新城红树林营造及修复，改善红树林湿地

潮汐连通性，通过设立湿地保护小区，强化保护管理；④衔接西部海堤提升改

造和前海公园群建设，推进西湾红树林、西乡河口红树林（含企鹅岛）、双界

河口红树林修复，提升海岸生态韧性；⑤加强坝光滨海潮间带红树林湿地生态

系统整体保护，强化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持续开展银叶树湿

地园古银叶树群落维育；⑥完善自然保护地巡护管护设施，推进鹿咀、东涌等

潟湖红树林湿地内乡土红树群落维育，维持天然潟湖地貌原真性、自然水文生

态过程完整性。

建设范围：福田红树林国际重要湿地、福田红树林湿地公园、深圳湾红树

林湿地（沿海滩涂、红树林）、深圳湾公园红树林、深圳河及河口红树林湿地、

华侨城湿地、人才公园、海洋新城红树林、海上田园湿地公园、海上田园南区

红树林、西湾红树林、西乡河口红树林（含企鹅岛）、双界河口红树林、盐田

中英街红树林、鹿咀红树林、东涌红树林、坝光银叶树湿地园、坝光滨海红树

林。

推进滨海湿地保护修复一体化，优先推进重要生态系统

和自然湿地保护，完善滨海湿地保护体系，提升湿地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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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 2：滨海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优先推进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珊瑚礁生态系统、海藻场生态系统以及沿海

滩涂、岩石海岸和沙石海滩等滨海自然湿地整体保护。协同生态海堤、防洪（潮）

排涝工程等，实施滨海湿地岸线生态修复、河口生态系统连通恢复和入海河流

整治提升，恢复海岸带湿地生态系统多样性。

建设内容：①衔接香港北大屿海洋保护区网络、中华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加强内伶仃岛周边海域中华白海豚栖息地保护；②实施新大—龙岐湾滨

海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开展新大生态海堤建设、新大河口湿地保护修复、王母

河河口保护修复、龙岐湾海藻场保护修复，建设龙岐湾夏候鸟栖息地湿地保护

小区；③研究开展坝光码头及田寮下滨海自然岸线保护和人工岸线整治修复；

④开展大亚湾系列河口区域生态保护，提升陆海自然山溪连通性，推进杨梅坑

河口区域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整治修复岸线空间；⑤开展葵涌河口滨海湿地生

态保护修复，推动东部海堤三期（沙鱼涌段）建设，协同推进迎海面堤前带生

境营造和堤后防护林带修复，推进葵涌河河口区域岸线整治、景区陆源污染治

理；⑥推进鹅公湾珊瑚礁集聚区、大澳湾珊瑚礁集聚区及洲仔头岛周边滨海湿

地和自然岸线整体保护。

建设范围：伶仃岛北部滨海湿地（中华白海豚栖息地）、大澳湾珊瑚礁集

聚区、鹅公湾珊瑚礁集聚区、鹏城河河口、王母河河口、新大河河口及坑塘、

金水湾、新大海堤、白沙湾、坝岗、坝光银叶树湿地园、坝光码头东部滨海湿

地及人工岸线、杨梅坑—鹿咀岸线、杨梅坑河河口、沙鱼涌滨海人工岸线、葵

涌河口。

推进流域湿地保护修复一体化，优先推进重要饮用水源

地和水鸟目标生境保护修复，完善河流、水库湿地保护体系，

提升湿地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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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 3：内陆湿地保护修复重点工程

加强重要饮用水源水库流域生态建设和河流水生态修复，完善水库库尾沼

泽湿地、内陆滩涂湿地等水鸟目标生境保护修复，持续推进流域水环境质量和

水生态系统结构修复，改善流域湿地生态水文连通，提升湿地水源涵养调节服

务和生物多样性维持功能。

建设内容：①实施水鸟生境保护修复，开展水库前置库湿地生态建设和水

鸟生境保护，提升入库河流水系和坑塘湿地连通性，优化流域林分结构，恢复

湿地生境多样性，布设水鸟环志站点；②实施水鸟生态廊道生境修复，结合碧

道建设和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开展岸线生态化改造和水生态修复，推进大沙

河干支流水系、茅洲河流域湿地、观澜河流域湿地、龙岗河流域湿地、坪山河

流域湿地、深圳河湾流域湿地水鸟目标生境营造修复，通过设立湿地保护小区，

完善水鸟生境巡护管护设施；③通过沙湾河、燕子湖、碧湖等雨水调蓄湖湿地

建设恢复内陆湿地规模；④衔接城市集中连片开发和城市更新改造，推进笔架

山河、布吉河、凤塘河、新洲河、白石洲排洪渠等水文连通性及生态功能恢复；

⑤对已确定取消供水功能的长岭陂、枫木浪、红花岭上库、红花岭下库、上洞

坳等水库，衔接土地利用功能，研究湿地生态保护修复策略；⑥推进中国特有

种集中分布的自然山溪保护，研究开展自然保护地、郊野公园内的自然山溪和

水库生态连通修复。

建设范围：铁岗—石岩水库流域湿地、西丽湖水库流域湿地、茅洲河干流、

新陂头水、铁坑水库、长流皮水库、屋山水库、石凹水库、禾槎间水库、五指

耙水库、屋山水库、观澜河干流、油松河、西坑水、龙华河、白花河、甘坑水

库、深圳河干支流、龙岗河干流、黄沙河、丁山河、清林径水库、黄竹坑—长

坑—白石塘水库、屯梓河湿地，坪山河干流及大工业区裁弯段、香蜜湖、大沙

河、清泉河、清泉水库、塘朗河、龙井河、白石洲排洪渠等，近期调出饮用水

源保护区的水库、自然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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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条 湿地合理利用重点工程

突出高密度建成区小微湿地资源价值，发挥小微湿地水

质净化、蓄滞径流、生物多样性支持、景观游憩等生态功能，

提升湿地生态福祉。

重点工程 4：多元复合小微湿地建设提升工程

根据城市小微湿地多元化分布特征，优先保护重要资源点，持续改善小微

湿地生态功能，突出小微湿地多元化利用窗口展示效益。

建设内容：①推进社区内“小山小湖”或水鸟生境保护，建设生态保育、

景观营造等主导类型小微湿地，组织社区志愿者、居民参与湿地保护管理；②

结合海绵城市雨水调蓄设施建设、河流局部生态修复，建设调蓄调节、生境恢

复主导型小微湿地；③在自然保护地内的大中型水库流域，将坑塘水系小微湿

地列入保护修复对象，推进水文连通，完善保护设施，建设生境恢复、水质净

化、水资源保护利用主导型小微湿地。

突出滨海湿地、河流、湖库等湿地游憩空间载体在提升

城市景观形象、激发城市发展活力、自然教育方面的价值，

提升人民群众对湿地生态功能重要性和湿地保护修复工作

的感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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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 5：湿地滨水游憩与自然教育网络建设工程

依托碧道网络和滨海公共空间建设等，完善湿地滨水游憩空间建设布局，

改善滨水生态游憩体验，丰富湿地文化，完善湿地自然教育设施。

建设目标：至 2035 年，依托碧道建成 1000 公里湿地滨水生态游憩空间。

建设内容：①重点推进深圳河、坪山河、龙岗河、观澜河、茅洲河、大沙

河主干河流碧道建设，优先推进北部片区水库群、凤凰山—五指耙水库群、梅

林山—银湖山水库群、横岗—园山水库群等活化利用，丰富滨水游憩景观节点，

建设滨水自然教育观察点；②重点推进前海湾、大鹏湾、龙岐湾、东西涌等滨

海活力带建设，串联滨海公共游憩空间节点，完善游憩服务设施，改善浴场型

沙滩环境质量；③依托坝光银叶树湿地园、桂湾湿地公园、福田红树林湿地公

园等建设，突出红树林湿地保护主题，打造深圳湿地自然教育特色活动品牌。

第 67 条 湿地科研监测重点工程

建设重大科研平台，开展湿地保护修复关键技术攻关，

建设智慧监测网络，全面支撑湿地保护修复成效监测评价。

重点工程 6：湿地科研监测重点工程

筹建国际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科研平台、国家级湿地野外定位观测研究

站、国家红树植物遗传育种中心等重大科研平台。建设市级湿地智慧监测平台、

湿地生态监测站，布设监测样地。

建设内容：

①湿地生态系统重大科研平台建设：依托国际重要湿地，以深圳湾（后海

湾）区域红树林生态系统为主要研究对象，联合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建设国际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科研平台；依托国际重

要湿地，联合深圳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建设国家级湿地野外定位观测研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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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工程 6：湿地科研监测重点工程

依托坝光银叶树湿地园，联合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深圳海洋

大学（筹）、北京大学、深圳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科研机构，建设国家

红树植物遗传育种中心。

②湿地智慧监测网络建设：建设市级湿地生态监测平台，统筹指导全市湿

地监测工作，为湿地保护管理提供智慧化支撑；依托海上田园湿地保护小区

（筹）、内伶仃岛保护区管理站、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管理站、华侨城湿地公园、

深圳湾公园、大亚湾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管理站（筹）管护范围和办公用房，

建设重要湿地监测站；衔接全市智慧水务监管平台，开发湿地水文动力、波浪

潮汐等相关监测数据汇交接口，建设“河口智能水闸系统”，实施智慧化精细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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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近期行动计划

第 68 条 力争建成国际湿地城市

1.国际湿地城市创建工作组织及实施。组建国际湿地城市创

建工作专班，全面推进创建工作。

2.国际湿地城市申报认证条件达标。推进湿地保护立法及配

套制度完善，研究完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设置，建立部门协调及

专家咨询决策工作机制，制定湿地保护小区建设指南等技术标准

规范，提升湿地保护率至 50%，开展省级重要湿地申报及市级重

要湿地划定，编制区级湿地保护规划，争取达到认证提名标准。

第 69 条 推进全球红树林保护进程并引领示范

1.高质量推动国际红树林中心实体化运行。完善秘书处等机

构设置，建立健全中心议事规则。研究在深圳设置中心服务支撑

机构，优化调整国家部委、省、市三级联动工作机制。探索建立

项目资金筹措机制，多渠道保障中心开展活动。加快推进中心秘

书处永久办公场地和深圳红树林湿地博物馆建设并投入使用。

2.深化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组织举办红树林保护修复国际培

训活动，积极参加《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等国际会议，争取在

大会期间举办相关主题边会。全面落实中心与相关国家签署的合

作协议，推动国际交流合作项目取得实际成效。

第 70 条 推进重大工程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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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加强海上田园（南区）、坝光红树

林湿地保护，开展西湾碧海湾、前海湾区域红树林生态修复。

2.滨海湿地保护修复。加强深圳湾滨海湿地、内伶仃岛北部

滨海湿地、鹅公湾珊瑚礁、龙岐湾夏候鸟栖息地保护，实施葵涌

河河口生态系统整治修复、新大河口生态系统重建、沙鱼涌岸线

修复、新大岸线整治修复。

3.内陆湿地保护修复。开展石岩湖、西丽湖、五指耙水库及

鹅颈水湿地公园等水鸟生态源地及节点保护修复，实施龙岗河、

观澜河、油松河、龙华河、龙岗河、黄沙河（含屯梓河）、坪山

河、深圳河北岸、汤坑水等水鸟生态廊道生境修复。

4.小微湿地建设提升。探索建设提升深圳大学文山湖、深圳

北理莫斯科大学、泰华梧桐岛等小微湿地，打造社区共建湿地；

建设提升新洲河红树碧道、金湖上库等小微湿地。

5. 湿地滨水游憩与自然教育网络建设。建设龙岗河、观澜

河、坪山河滨水活力带，开展光明森林公园、观澜森林公园等现

状公园的湿地游憩设施提升，建设市湿地科普教育基地，在桂湾

湿地公园、大沙河等建设湿地主题自然教育点。

6.科研监测体系建设。建设市级湿地生态监测平台，依托已

申报成功的国家、省级重要湿地建设湿地生态监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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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实施保障

第 71 条 明确职责分工

市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全市湿地资源保护

工作；市水务主管部门负责市管河道、水库、蓄滞洪区等范围内

湿地的管理、保护、修复；市海洋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滨海湿地（近

海与海岸湿地）的管理、保护、修复；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部

门负责管辖范围内森林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和湿地公园内湿地的

管理、保护、修复；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全市湿地生态

环境保护。各区政府负责辖区内其他湿地的管理、保护、修复。

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要做好其管理范围内湿地的具体保护管理

工作。

第 72 条 强化组织实施

全市湿地保护跨部门联合工作组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完善

湿地保护部门协作机制，组织协调、研究解决湿地保护管理工作

中的重大事项和突出问题，加强信息共享，形成工作合力。各区

政府结合辖区实际编制区级湿地保护规划，落实规划目标指标和

任务，系统推动辖区湿地保护管理工作。各相关部门要把湿地保

护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加强与其他部门信息

共享和工作协调，确保实现湿地保护修复的目标任务。

第 73 条 加强资金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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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参与为辅的资金保障体系。加大

财政保障力度，积极争取中央及省级财政支持，市区政府按照事

权划分原则做好湿地保护修复资金保障，引导和鼓励公益组织、

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湿地保护和修复，探索自主投资、与政府合

作、公益参与等社会资本参与模式，促进湿地保护修复事业的可

持续发展。

第 74 条 加强规划传导

建立规划纵向传导机制，市级湿地保护规划明确全市湿地保

护的目标指标、空间布局、重点任务和重点工程，并分解各区的

保护指标；区级湿地保护规划根据市级湿地保护规划要求，明确

辖区湿地保护修复的目标指标和主要任务，深化细化空间布局及

规划指引；湿地保护修复项目实施方案以上述规划为依据，落实

具体保护修复对象和工程。强化和其他专项规划的横向衔接，加

强湿地保护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生态保护修复规划、林地

保护利用规划、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养殖水域滩涂

规划、水功能区划、河湖水域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流域综合规

划、防洪规划等衔接，提升规划实施效果。

第 75 条 完善考核监管

将湿地保护指标纳入生态文明、林长制、河湖长制考核，并

纳入各级人民政府综合绩效评价内容。市林业主管部门加强对各

区湿地保护工作的监督、监管，严厉打击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

落实好占用重要湿地的占补平衡或费用收缴，建立长效的湿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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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监督管理机制。市水务、海洋、生态环境、城管和综合执法部

门及各区政府，按照职责分工对湿地保护、修复、利用活动进行

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破坏湿地的违法行为。畅通公众监督渠道，

依法公开湿地保护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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