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湿地工作计划(通用6篇)
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我们又将迎来新的
喜悦、新的收获，一起对今后的学习做个计划吧。怎样写计
划才更能起到其作用呢？计划应该怎么制定呢？下面是小编
整理的个人今后的计划范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大家有
所帮助。

湿地工作计划篇一

到2025年，全州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5％，主要
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达到45％；进一步提升科学施肥水
平，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畜禽粪污综
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发展生态设施
渔业，确保实现“十年禁捕”目标。

二、主要任务

（一）持续推进农药减量。继续推进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
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积极保护利用自然天敌，大力推广生物
防治、物理防治、生态调控等非化学防治技术，引领化学农
药减量。推广高效低毒、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适宜山区复
杂地势地形作业的植保机械，支持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
务组织等开展病虫害统防统治服务。确保到2025年，全州主
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到55％，主要粮食作物统防统治
覆盖率达到45％。

（二）持续推进化肥减量。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抓好取
土化验、田间试验、农户施肥调查、配方制定发布、数据开
发等工作环节，提升科学施肥水平。推广畜禽粪肥就近还田、
秸秆肥料化还田、绿肥翻压还田等有机肥替代化肥措施，指
导农民科学选肥用肥。加大缓控释肥、作物专用配方肥等肥
料新品种和示范种肥同播、水肥一体化等高效施肥方式推广



力度，推进施肥精准化、过程轻简化。力争到2025年，测土
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全州化肥用量较2020
年实现负增长。

（三）加强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持续抓好中央绿色种养循环
农业试点项目和省级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相关项目的
实施，积极畅通种养结合路径，加快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探索实施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分类管理。深入贯彻落实
相关环保工作要求，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强化规模以下养
殖户畜禽污染防治，积极认真开展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的指导
服务，确保到2025年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

（五）持续推进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十年禁捕”。严格执行
中央及省、州关于长江、清江流域禁捕退捕的部署安排和禁
渔期制度，进一步压实主体、主管和属地三个责任。完善执
法机制，充实执法力量，提升执法能力，加大打击力度，推
动联合专项打击常态化，斩断非法捕捞、运输、销售地下产
业链。广泛开展政策法规宣传，营造基层理解、群众支持、
社会认同的良好氛围。确保到2025年，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生
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州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攻坚提升专项行
动指挥部定期调度各县市工作推进情况，及时研究新情况、
解决新问题，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农
业农村绿色攻坚提升行动作为优先落实的重要工作，进一步
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建立健全组
织架构和工作专班，充实工作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到位、领
导到位、责任到位。

（二）加大政策扶持。进一步整合现有涉及农业农村绿色攻
坚提升行动主要任务方面的政策措施，统筹用好用活各项政
策。积极争取国家和省对我州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政策和资



金支持，积极协调当地财政投入，充分利用能促进农业农村
绿色攻坚提升行动的政策措施。

（三）加强宣传引导。深入宣传贯彻《^v^长江保护法》《畜
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加强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科学普及、
舆论宣传和技术推广力度，大力普及减量控害、资源利用、
水产健康养殖等知识，提高农民参与度，营造农业绿色发展
的良好氛围。

湿地工作计划篇二

（十八）明确湿地监测评价主体。^v^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
部门组织实施国家重要湿地的监测评价，制定全国湿地资源
调查和监测、重要湿地评价、退化湿地评估等规程或标准，
组织实施全国湿地资源调查，调查周期为10年。省级及以下
林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地方重要湿地和一般湿
地的监测评价。加强部门间湿地监测评价协调工作，统筹解
决重大问题。（国家林业局牵头，^v^、环境保护部、水利部、
农业部、国家^v^等参与）

（二十）监测信息发布和应用。建立统一的湿地监测评价信
息发布制度，规范发布内容、流程、权限和渠道等。^v^林业
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全国范围、跨区域、跨流域以及
国家重要湿地监测评价信息。运用监测评价信息，为考核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落实湿地保护责任情况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
支撑。建立监测评价与监管执法联动机制。（国家林业局牵
头，^v^、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v^等参与）

七、完善湿地保护修复保障机制

（二十一）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把湿地保护
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施湿地保护科学决策，及时解决重大



问题。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职责，进一步完善
综合协调、分部门实施的湿地保护管理体制，形成湿地保护
合力，确保实现湿地保护修复的目标任务。强化军地协调配
合，共同加强湿地保护管理。（国家林业局牵头，^v^、环境
保护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v^等参与）

（二十二）加快法制建设。抓紧研究制订系统的湿地保护管
理法律法规，切实保护好水、土地、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督
促指导有关省份结合实际制定完善湿地保护与修复的地方法
规。（国家林业局、^v^、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
部、^v^^v^、国家^v^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三）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发挥政府投资的主导作用，
形成政府投资、社会融资、个人投入等多渠道投入机制。通
过财政贴息等方式引导金融资本加大支持力度，有条件的地
方可研究给予风险补偿。探索建立湿地生态效益补偿制度，
率先在国家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国家重要湿地开展补偿试点。
（国家林业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牵头，^v^、环境保
护部、水利部、农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v^等参
与）

（二十四）完善科技支撑体系。加强湿地基础和应用科学研
究，突出湿地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安全等关系
研究。开展湿地保护与修复技术示范，在湿地修复关键技术
上取得突破。建立湿地保护管理决策的科技支撑机制，提高
科学决策水平。（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
部、国家^v^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方案》指出，湿地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事关
国家生态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事关中华民族子
孙后代的生存福祉。要实行湿地面积总量管控，到2020年，
全国湿地面积不低于8亿亩，其中，自然湿地面积不低于7亿
亩，新增湿地面积300万亩，湿地保护率提高到50%以上。严



格湿地用途监管，确保湿地面积不减少，增强湿地生态功能，
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方
案》明确了拟建立完善的一系列湿地保护修复制度。

湿地工作计划篇三

今天上午，爸爸带着我和哥哥一起去湿地公园游玩。

到了湿地公园，我们先一边骑车，一边欣赏风景：那柳树姑
娘的辫子，在风中飘浮。那松树哥哥的绿装，让人感到大自
然的美丽。

我们到了一座大桥的桥底，那河水，一经过阳光的照射，呈
现出许多种颜色，小野鸭在河水中自由自在的.游着，时时发
出几声嘎嘎的叫声。

我们上了桥，这大桥是用一种石头做成的，上面刻着许多种
好看的图案。我们站在桥上观赏湿地公园的美。那河水，绿
的仿佛那是一块无暇的翡翠。那一棵棵柳树，像是在风中跳
舞。那许许多多的的花儿，在风中像是一个个美丽的少女在
跳舞。

我们来到一座假山，假山里有一个山洞，我和哥哥勇敢地进
去了，里面不见得一点阳光，我们俩一直向前走到了出口，
出口外就是大河，大河十分宽广。假山上的即可小松树像一
个个孩子似的拥抱着像母亲一样的假山。假山旁有一个小型
瀑布，十分美，我想它比庐山瀑布还要美。

湿地公园的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石头铺成的，这些石头走上
去可以按摩人的脚，于是我们光着脚走在上面，真舒服！

我们顺着石头路，前面就是一个沙滩，有许多人在上面挖沙，
看谁先挖到水，突然，一个小朋友大声叫道：“我挖到水了！
我挖到水了！”听这里的工作人员说，这里都是人造沙滩，



所以十分容易挖到水。

沙滩旁是一个大的荷花池，池里的荷花竞相开放：红的像火，
粉的像霞，白的似雪……一朵朵荷花在风的吹拂下亭亭玉立。

我们要离开湿地公园了，她的美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河水虽
不如漓江的水多，但好像更胜于漓江的美。那大桥，好像比
卢沟桥更为壮观。那美丽的荷花时时让我想起“予独爱莲之
出淤泥而不染”的优美诗句。

湿地公园，你比天堂还要美！

湿地工作计划篇四

夏天的风吹起来很凉爽，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把我们
吹进了观音塘湿地公园。

走过东林阁，就来到了状元桥。状元桥雕刻细致，古色古香，
令人陶醉。抬头向上看，是蓝绿相间的花纹，抬头向左右两
边看，是名师的诗词书画。走在上面，有穿越到古代的感觉。

晚上7点钟，最值得期待的就是音乐喷泉了。当音乐响起，喷
泉也随之而出。有的喷泉像大鹏展翅，有的喷泉像一把利剑
直刺云霄，有的喷泉像莲花开放，还有的像天女散花……它
们无不令每一个游人赞叹。

除了这些美景外，还有许多好玩美丽的地方，如：五叠泉，
博物馆，化石墙，水上走廊，乱石滩等地方。你心动了吗？
快来吧，不来白不来！

湿地工作计划篇五



为了继承和发扬优良的黄河文明，现如今山下正兴建一座将
由三千块碑组成的黄河碑林。碑林集中了从唐朝至现代前来
这个地点瞻仰黄河的诗人和文人们的作品，一旦完工，可与
集中了历代石碑的西安碑林相媲美。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正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登上高处，
远眺黄河，更能懂得其气概。假如可能，今天我想领诸位一
直登上那个最高的阁楼。

那样，在登山之前，让我们来听一听关于古象的答案吧。诸
位猜到了吗?

看来答案各异，实际上四、五十万年前的河南是亚热带，当
时有许多亚热带的动、植物，其中就有古象。而且，据出土
的甲骨文一人牵一象的象形文字证明，三千多年前还有古象
存在。另外，古代中国分为九州，现如今的河南省属豫州，
豫即象特别多之意。因此，”豫”这个字仍用作河南省的简
称。山上的古象塑像显示了这个典故。

湿地工作计划篇六

周家村入口： 越过西溪桥就进入了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换乘
中心——周家村，这是整个园区的主入口。周家村除了是游
客集散和了解园区信息的主要区域外，还设有“西溪问茶”
茶室供游人消遣休息，“西溪礼品”出售西溪特有的鸭舌帽
等礼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也是西溪生态展示馆和青少
年生态教育基地所在，充分体现出园区以生态为重的理念。

烟水渔庄： 烟水渔庄位于烟水庵的南部，濒临朝天暮漾。这
里展示了西溪农事鱼耕活动，也是游客休闲、餐饮的中心。



在美丽的渔庄里，我们可以享受到西溪的美味佳肴，吃到各
种风味和品种的淡水鱼;大众垂钓区让游客享受到野外垂钓的
闲情逸致。

泊蓭草堂：此为明末清初钱塘人邹孝直(名师绩)的庄园。邹
氏读书乐道，不求闻达，与两个弟弟在此耕读自娱，诗礼治
家。当时这一带芦苇丛生，野趣盎然，从高处远远望去，整
片庄园似仙岛泊于水上，故名"泊蓭"。

西溪水阁：西溪自古多文人。 在这片土地留下了文人们许多
的墨宝和足迹，西溪水阁主要用于文人藏书、读书及会友。
如今的西溪水阁，有"兰溪书屋"和"拥书楼"两处藏书楼，使
得游人在西溪厚重的文化气息中，去追随当年文人隐士的避
世清闲。

梅竹山庄：此为清钱塘文人章黼(字次白)(约1777-1857)所建。
庄内多古梅修竹，据史料记载，章次白对西溪的挖掘、疏浚
工程作出的贡献很大。其为人性高洁，好读书，喜字画，常
邀朋唤友至此吟诗作画。故名。

深潭口：深潭口又名深潭港,《南漳子》记载："深潭口，非
舟不渡;闻有龙，深潭不可测。"因此，深潭口成为蒋村每年
龙舟胜会所在地，每逢端午，人来舟往，热闹非凡，为西溪
的乡俗风情增色不少。

西溪梅墅： 西溪梅墅位于公园的东南面，毗邻西溪精华区
域"秋雪庵"保护区。西溪的梅花主要在南宋辇道沿线，自古
就非常著名，吸引了众多文人雅士前来赏梅。"冷淡生活茶
轩"正好印证了古人"竹下映梅，深静幽彻，到此令人名利俱
冷"的意境。

西溪草堂：为明晚期国子监祭酒冯梦祯(字开之)(1546-1605)
别业。梦祯工于诗词，喜好收藏，晚年慕西溪山水幽胜，乃
于安乐山永兴寺旁(现留下西湖高级中学)置地筑山堂别业，



名"西溪草堂"。现移建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