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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established, the West Dongting Lake Nature Reserve has taken full advantage of ecological 
economics theories and system engineering methods to change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at the West Dongting Lake Nature Reserve makes the best of the wetland resources to de-
velop ecological economy, such as ecological tourism, Organic Fisheries and so on within the ecological ca-
paciti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protection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offers reasonable propos-
al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wetland ecologi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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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自成立以来，充分运用生态经济学原理和系统工程方法来改变自然保护

区内生产和消费方式，本文阐述了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在生态系统承载能力范围内，充分利用湿地资

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有机渔业生产等生态经济，有力地促进了湿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并对今后发展

湿地生态经济提出了合理建议。 

 

关键词：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面临威胁；生态经济模式；保护成效及建议 

1. 引言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于 1998 年经湖南省人民政

府批准成立，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境内，地理位

置为：东经 111˚57'22″~112˚17'13″，北纬 28˚47'52″~ 

29˚07'1″，总面积 30,044 hm2，其中永久性河流面积 

2784 hm2，永久性湖泊面积 20,587 hm2，2002 年，保

护区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保护区地处沅、澧二水尾闾，其主体湖泊为汉寿

县目平湖，不仅承接洞庭湖四水的沅、澧二水，而且

吞吐长江松滋、太平二口洪流，并纳汉寿县南部低山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41 



发展生态经济，促进湿地保护 

丘陵区(雪峰山余脉)的沧、浪等 8 河入湖，是江湖复

合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在国家防洪抗旱、生态安全

保障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区内江湖交错、水道纵横、洲滩密布，湿地类型

多样，为众多水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觅食和越冬场

所。据调查，保护区内现有浮游植物 108 种、湿地植

物 414 种、浮游甲壳类动物 17 种、底栖动物 65 种、

两栖动物 13 种、爬行动物 20 种、哺乳动物 26 种，

并支持着 205 种鸟类、111 种鱼类的栖息、迁徙和繁

衍，并包括黑鹳、东方白鹳、白鹤、白琵鹭、小天鹅、

鸳鸯、中华鲟、胭脂鱼、长体鳜等 30 多个珍稀、濒

危物种[1]，其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是：西洞庭湖湿地生态系统

及其生物多样性，中华鲟、黑鹳、白鹤等珍稀濒危物

种及越冬候鸟栖息地。 

2. 湿地面临的主要威胁 

2.1. 泥沙淤积和围垦 

长期以来，西洞庭湖湿地的泥沙淤积情况十分严

重，洲滩发育十分迅速，1949~1988 年，目平湖已平

均淤高 2 m 以上，32~33 m 高程的淤洲，已达 9 万亩

左右，枯水期，当水位下降至 3l m 时，沅、澧二水已

不能通流[2]。 

围垦西洞庭湖的历史悠久。道光“洞庭湖志”和

“常德府志”载，大围堤是沅水入洞庭湖口最大的垸

障，于明正统十一年(1446 年)由龙阳(今汉寿)县丞王 

斌倡修，周环 35,800 余丈，绵亘 120 km，上接辰沅

诸水，下滨洞庭湖，地跨龙阳、武陵(今常德)两县，

其中龙阳占十分之七，武陵占十分之三；清代“龙阳

县志”载：康熙三十三年(1664 年)到乾隆十九年(1754

年)经官府承认的垸障45个；清代末叶：咸丰元年(1851

年)到宣统三年(1911 年)共建垸 44 个；民国时期，先

后挽垸 41 个，至 1949 年，汉寿县境内沅、澧二水尾

闾湿地较固定的垸障尚存 108 个。 

建国以后，国家在西洞庭湖对沅、澧二水洪道进

行了多次治理。1954 年以后，汉寿县境内废小泛洲、

七荆障、灰步障、永丰垸、枫紫、羊角、永安、镇安、

永兴、定福、镇护等垸为洪道，堵小港、龙打越、赵

家河，合并原有的 19 个小垸为西湖大垸；1957 年为

解决目平湖洪水倒灌成灾，将安乐湖、洋淘湖、大南

湖变成内湖，合并原有 49 个小垸障，形成沅南大垸[3]。 

1970 年废金石垸、围菱角湖、堵车脑河，在小泛

洲开挖底宽 60 m、长 2000 m 的泄洪引河，1979~1980

年增开金石垸、小泛洲、接港 3 条新的泄洪引河，经

过 60 多年的变迁，沅、澧二水尾闾流域湿地由 1949

年 108 个破烂零星的小垸，合并建成现在的西湖、沅

南两大垸，围堤湖、六角山两个小垸[3]，今沅、澧二

水汇合于汉寿县目平湖入洞庭湖。 

现在的西洞庭湖仅存汉寿县目平湖 520 km2的水

域，承接沅、澧二水，呑吐长江松滋、太平二口洪流，

多年平均过境水量为 1503.6 亿 m3，每年补给地下水

约 4.7 亿 m3，调蓄洪水 52.5 亿 m3[1]。自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来，目平湖湖泊湿地正向沼泽化演变(见图 1)。 
 

 
Figure 1. Current West Dongting Lake map (2011) 

图 1. 西洞庭湖现状图(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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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口压力大，人为活动比较频繁 

保护区内虽无常住人口，但与保护区界接壤的有

76 个村(居)委会或专业渔场，人口达 14.8 万人，隶属

于沅水尾闾的西湖和沅南二大围垦垸内的蒋家嘴、岩

汪湖、坡头、酉港、洲口、罐头嘴、百禄桥、洋淘湖、

龙阳镇、周文庙和鸭子港等 11 个乡镇场。这 11 个乡

镇场共有 204 个村民委员会，26 个居民委员会，16

个专业渔场，潜在威胁总人口高达 414,989 人。这使

保护区面临着巨大的人口压力，区内人为活动十分频

繁，当地居民经常在保护区内非法从事农、林、牧、

渔业生产。据统计：在西洞庭湖及沅、澧二水尾闾河

道从事专业捕捞的渔民有 524 户，2356 人，非专业渔

民约 5000 人；有杨树、芦苇、野菜等季节性生产和

管护人员约 2 万人次。 

2.3. 周边工农业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 

目前，保护区周边的沅南、西湖二大围垦垸内工

农业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没采取任何处理措施，便直

接排放入湖，对西洞庭湖的水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据 2010 年全国第二次湿地资源普查结果表明，西洞

庭湖年污水排入量为 52,100 万 t，其中工业废水 3827

万 t/年，农业生产废水 44,273 万 t/年，生活污水 4000

万 t/年[2]。 

2.4. 三峡蓄水工程运行，导致人为活动加剧 

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洪水与入洞庭湖湘、资、

沅、澧四水高峰期相互顶托的局面得到了缓解，保护

区内夏季水位通过三峡大坝的调控相应的降低了 1~2 

m(见图 2)，而冬季水位则提前下落，从而导致湖泊滩

地提前露出，沅、澧二水上游及长江松滋、太平二口

入西洞庭湖的自然来水量明显减少，导致枯水期时间

增长，丰水期时间缩短的局面。冬季，保护区内沅水

流域原有航道经常搁浅，澧水流域则完全断航，西洞

庭湖每年从 8 月下旬起开始退水，11 月份到次年 4 月

份的 6 个多月时间里，保护区内大部分湖泊彻底干涸，

由于水文节律的变化，致使大面积的洲滩被改造成为

杨树林和芦苇地，原有洲滩植物的演替发生了明显的

改变，大大压缩了冬候鸟及鱼类等众多湿地动物的觅

食地和栖息地范围，水位的变化不仅引起西洞庭湖水

生和陆生植物带的演替，影响鸟类、鱼类等众多湿地 

 
Figure 2. Monthly average water-level fluctuations of Nanzui in 
West Dongting Lake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ration of the Three 

Gorges 
图 2. 三峡运行前后西洞庭湖南嘴月平均水位变化 

 

动物的觅食、栖息和分布，而且给当地社区居民在湖

洲进行非法进行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创造了条

件，导致人为活动加剧。 

3. 保护区发展生态经济的模式 

上述威胁因子，给保护区的湿地管理工作带来了

极大的困难，保护区成立之初，西洞庭湖湿地一直是

人们高强度开发的区域，保护区成立后，十分重视湿

地保护工作，严格控制保护区范围内的各种开发经营

行为，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进行行政执法，

经常与汉寿县森林公安局一道在保护区内罚、抓一些

破坏湿地和野生动物的违法、犯罪人员，尽管保护区

做了大量湿地保护宣传及打击破坏湿地生态环境违

法、犯罪行为的工作，但由于当地居民生态环境保护

意识普遍很低，在保护区内进行非法围栏养殖、过度

放牧、植树造林和电击鱼等农、林、牧、渔业生产活

动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湿地保护工作的效果并不理

想。 

针对这一状况，保护区积极开展对外交流与合

作，并在湖南省林业厅、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

球环境基金会(GEF)的指导下，充分运用生态经济学

原理和系统工程的方法，来改变自然保护区内生产和

消费方式，发展西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业和有机渔

业，来促进当地社区生态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有力地促进了保护区内湿地的保护，在社会上

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3.1. 生态旅游经济模式 

保护区生态旅游经济模式是：在保护区生态系统

承载能力范围内和不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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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当地社区居民在保护区实验区内利用西洞庭湖优

美的湿地风光，开展生态旅游接待服务，并带动保护

区周边社区生态旅游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来替代部

分农(渔)民生计，从而促进保护区内湿地生态环境的

保护。 

2000 年初，青山垸退田还湖渔民唐代钦在保护区

和 W

宣传，2002 年，汉寿

县人

007 年保护区、WWF 与汉寿县旅游局合作，组

织一

旅游活县”纳入全县

新的

作，积极吸纳民间

资本

寿县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

计划

湿地生态旅游正

稳步

 

式为：由保护区引导退田

还湖

“平

垸行

择首批退田还

湖的

WF 的支持下，率先在西洞庭湖进行了“洞庭风

光游”接待服务，当年旅游接待服务纯收入达 3 万多

元，第 2 年，在西洞庭湖进行生态旅游接待服务的农

(渔)民迅速发展到了 20 多家。 

通过保护区和 WWF 的大力

民政府为了加强对西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行业

的管理，专门成立了汉寿县旅游局；2003 年，汉寿县

旅游局在保护区、WWF 的支持和资助下，组织专家

编制了以西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为主的“汉寿县生态

旅游总体规划”，并组织县政府和县旅游局领导在常

德市召开了“洞庭湖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研讨会”；

2003、2004 年，在 WWF 的资助下，保护区与汉寿县

旅游局合作，连续 2 年成功在西洞庭湖的安乐湖举办

了二届“龙舟大赛”，全国各地观众累计达 50 万人以

上。 

2

部分专家、学者在西洞庭湖的杨幺水寨召开了

“洞庭湖生态旅游高峰论坛”。 

2009 年汉寿县人民政府将“

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利用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

的生态旅游资源，着力打造以“水”为内核的生态旅

游产品，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汉寿县通过市场化运

发展生态旅游业，总投资额已达 10.4 亿元，初步

建成了西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景区、清水湖旅游度假

区、鹿溪旅游度假区、汉寿沅南垸农业生态旅游观光

走廊。涵盖“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

的企业已有 22 家，研发的旅游产品有洞庭湖淡水珍

珠、中华鳖、水乡坛子菜、有机鱼、湖洲野菜等，2008

年，全县接待游客 10.6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600 多万元，形成了以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为主导

的湿地生态、森林生态、农业生态、文化生态等生态

旅游产品。2008 年，西洞庭湖湿地生态旅游风景区被

评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汉寿县也荣获全国生态旅

游百强县荣誉称号。 

早在 2009 年，汉

通过 3~5 年的努力，打造“两点一线”旅游格局，

广泛拓展长(沙)株(州)、(湘)潭；常(德)、益(阳)、张(家

界)及武汉、广东客源市场，实现年接待游客量 20 万

人次以上，年创旅游综合收入超亿元；力争在大湘西

旅游经济圈中，占据桥头堡位置，进而融入“山水湖

南，人文潇湘”全省旅游大格局。 

目前，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内的

、健康发展，汉寿县人民政府已将保护区周边的

岩汪湖、蒋家嘴二镇纳入洞庭湖生态旅游小镇的规划

建设之中。 

3.2. 生态渔业经济模式

保护区生态渔业经济模

后失去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原居移民渔民，在退田

还湖之地进行社区共管，并在不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

前提条件下，发展有机鱼养殖，进行可持续发展的生

态渔业生产，来发展当地社区生态经济，从而促进保

护区内退田还湖之地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 

自 1998 年以来，汉寿县委、政府遵循党中央

洪、移民建镇”的治水方略，按照省、市统一部

署，对围堤湖、青山垸、桔林垸、三汊障、大南湖调

蓄区以及 19 个湖汊子垸 14 个乡镇 13,057 户 43,614

人实行了退田还湖、移民搬迁，至 2008 年汉寿西洞

庭湖区已退田还湖 117,641 亩，增加蓄洪量 51,336 万

m3，退田还湖不仅增加了西洞庭湖的湿地面积，而且

对缓解湿地退化进程、保护越冬水禽、水禽栖息地及

湿地生态系统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退田

还湖移民渔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没有了生产和

生活资料，便经常在保护区内滥捕乱猎、乱垦乱围、

滥采乱挖，导致辖区内的社会秩序极不稳定，保护区

与周边社区的矛盾冲突也不断升级，曾一度保护区的

湿地保护工作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1999 年，保护区与 WWF 合作，选

青山垸作为退田还湖、恢复湿地，发展生态渔业

经济的示范典，与社区一道对青山垸进行共管，有效

地化解了保护区与当地社区之间的矛盾冲突，确保了

湿地恢复区内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实现了鸟类、鱼

类和其他湿地资源保护与社区经济之间的持续协调

发展，达到了生态环境保护与发展社区经济双赢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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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局面。 

青山垸是 1975 年在西洞庭湖中围垦起来的垸子，

总积

保护区与 WWF 合作，在退田还湖的青

山垸

民渔民

共同

3 月，青山垸 180 户原居(农)渔民和保护

区正

青

山垸

业经济项目受惠人

数包

重要的有机

鱼生

与周边 11 个乡、镇、场建立了

“社

 

为了优化 进生态旅游

业的

寿县先后关闭了保护区周边

污染

 

渔民没

有生

雨面积 788 hm2，该垸自围垦以来，洪涝灾害频

繁，1996 年、1998 年连续两次溃垸，水灾损失约 3000

万元，1998 年底，汉寿县人民政府将青山垸退田还湖，

垸内村民共 1789 户，5821 人迁居或就近安置，并将

青山垸的土地使用权行政划拨给西洞庭湖自然保护

区管理。 

1999 年，

开展了恢复湿地和社区共管，发展生态水产养殖

示范项目，依法取缔了青山垸及周边地区的“迷魂

阵”、拦江网等不良捕鱼方式，使青山垸的湿地生态

系统迅速恢复，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保护。 

2003 年 10 月，保护区和青山垸的原居移

制订了“青山垸社区共管方案”，即在不破坏青

山垸湿地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允许一部分原居移民渔

民在退田还湖之青山垸从事生态水产养殖，由保护区

和当地社区原居移民渔民共同参与青山垸的生态环

境保护。 

2004 年

式签订了社区共管承包经营合同，并成立了“汉

寿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青山垸社区共管委员会”，参

加社区共管的移民渔民每户筹资 1 万元购买鱼苗等生

产资料在保护区和 WWF 的指导下进行有机渔业生

产，经过 3 年时间的有机转换，青山垸生产的鲢、鳙、

鲤、草、鲶、鳊等 20 多个鱼类水产品于 2006 年 11

月顺利通过并连续 6 年获得了南京国环有机认证中心

(OFDC)的有机认证。现在，青山垸年产各种有机鱼达

1200 吨以上，其有机鱼类水产品畅销北京、上海、广

州、武汉、长沙等各大中城市，深受市场欢迎。 

2009 年 8 月，在保护区的帮助下，由所有参与

社区共管的原居移民渔民成立了湖南省汉寿县

青山垸有机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青山垸社区共管，发展生态渔

括蒋家嘴、洋淘湖 2 个乡镇的原居移民渔民 180

户，532 人，每年提供纯红利 171 万元以上，参与共

管的原居移民渔民人均获利包括渔业生产工资在内

达 1.5 万元/年。青山垸生态渔业养殖社区共管合作组

织，经过 7 年多的发展，其固定资产已达 1500 万元

以上，为今后更好地保护青山垸湿地生态环境，发展

当地社区生态经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青山垸已经成为整个洞庭湖区

产基地，其“青山垸”牌有机鱼为湖南省鱼类水

产品的知名品牌。 

目前，保护区已

区共管，发展生态经济”的体制、机制。 

4. 取得的成效 

4.1. 生态旅游经济模式所取得的成效

保护区内生态旅游环境，促

发展，汉寿县人民政先后颁布了“西洞庭湖湿地

保护管理暂行办法”(汉政办函[2009]5 号)、“关于开

展河湖洲滩专项整治工作的通告”(汉政通告[2009]9

号)、“关于加强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与管理

的通告”(汉政通告[2010]30 号)等规范性文件；2011

年 6 月 30 日，汉寿县第十五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汉寿县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汉

寿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汉政办函[2011]59

号)，建立了西洞庭湖湿地保护管理制度，严格限制湿

地内的开发项目，严历打击偷猎、非法捕捞等破坏湿

地资源的行为，为保护区内湿地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

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 2006 年开始，汉

严重的苎麻脱胶企业事 6 家、造纸企业 3 家、小

钢厂 38 家，其它企业 2 家，投资 1.7 亿元新建了 5 家

保留的苎麻脱胶企业污水处理厂，1 个县城区污水处

理厂；2009~2011 年，汉寿县对在保护区内非法围垦

开发、围网养殖、违法捕捞等行为进行了为 2 年半的

专项整治，终止了一批违法开发合同，拆除了一批违

法建筑物和构筑物，扫除湖洲非法种植的杨树林 5000

多亩，截止 2011 年底，累计拆除保护区内非法围栏

养殖围网 26 万余 m，竹木桩 25 万余根，依法处理滥

采乱挖、乱捕乱猎人员 7 人。汉寿县通过大力发展生

态旅游经济，加强了对湿地生态旅游环境的整治力

度，使保护区内退化湿地生态系统及生态景观得以迅

速恢复。 

4.2. 生态渔业经济模式所取得的成效

青山垸退田还湖之初，由于部分原居移民

产和生活资料，迫于生计，他们不得不到原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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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垸内寻找生计，还有一部分渔民认为，青山

垸既然划给保护区管理，那么青山垸内的各种资源都

是“公家”的东西，大家都可以“抢”得一份，一天

能捕多少鱼，就各凭各的本事和运气，所以他们经常

在湖中进行掠夺式的经营，“迷魂阵”、电击船、炸药、

毒药、涸泽而渔等非法捕捞方式全用上了，根本没有

考虑到要保护好青山垸湿地生态环境的问题，人为活

动十分频繁，使青山垸湿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面

临着巨大的威胁。 

青山垸实行社区共管进行生态渔业养殖后，使原

居移

的水质由当初劣 V

类变

越冬候鸟在西洞

庭湖

统筹规划，建设环湖生态经济圈 

洞庭湖西滨的汉寿县是一个水的世界，外通沅、

澧二

5.1.1. 加强基础建设，促进生态旅游发展 

亿元/年
[5]，

迹，并出

土了

的大力宣传和倡导下，

汉寿

基础上，对发展生态旅游提出三点建议：

1) 建

5.1.2. 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养殖经济发展 

，大力

发展

庭湖西滨汉寿县的中华鳖、鱼虾、鳅鳝、珍珠、

民渔民看到了希望，发展有机渔业生产则彻底改

变了过去那种无序生产的状况，渔民们主动拆网上

岸，并积极主动实施“蓄水、留鱼、护鸟”工程，湖

中再也看不到“迷魂阵”的影子，电击鱼、毒鱼、炸

鱼、涸泽而渔等不良捕捞方式也杜绝了，社区渔民完

全抛弃了过去那种不良的渔业生产方式，其生态环境

保护意识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目前，青山垸和西洞庭湖湿地

为 II类，青山垸鸟类和鱼类资源也得以迅速恢复，

据调查：青山垸现有鸟类资源 8 目 35 科 135 种，其

中冬候鸟 60 种，夏候鸟 39 种，留鸟 35 种，迷鸟 1

种，并记录到国家 I 级保护鸟类 2 种(黑鹳、白鹤)，

国家 II 级保护鸟类有白琵鹭、灰鹤、白腹鹞、白尾鹞

等 10 种，全球性濒危鸟类 2 种(黑鹳、白鹤)，全球性

易危鸟 3 种(白琵鹭、花脸鸭、青头潜鸭)，每年冬候

鸟数量超过并稳定在 15000 只左右[4]；有野生渔类资

源 13 科 58 种，湿地植物 143 种。 

如今，退田还湖之青山垸已成为

的主要栖息地之一，放眼湖面，一派海晏河清、

鹭飞鹤舞、沙鸥翔集的景象。 

5. 建议 

5.1. 

水，并坐拥有美丽的“聚宝湖”——西洞庭湖(目平

湖)，内有撇洪河、沅水河流故道、湖汊水库等 330

多个(处)，可谓江河纵横、水网密布，湿地资源得天

独厚，曾先后被国家授予“中国甲鱼之乡”、“中国黑

杨之乡”、“中华诗词之乡”、“中国珍珠之乡”、“中国

苎麻之乡”，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更是我国仅有的 41

块国际重要湿地之一，所以只有以保护区周边广大农

村为舞台，以西洞庭湖国际重要湿地为依托，科学合

理地整合湿地资源，统筹规划保护区周边乡镇的产业

发展规划，倡导绿色农业，发展有机蔬菜、生态水稻

种植和名、特、优水产养殖业，建设环湖生态经济圈，

促进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 

洞庭湖现今的科考、旅游总价值为 29.33

西洞庭湖占整个洞庭湖面积的 13%，其相应的科

考、旅游的总价值则为 3.8129 亿元/年，这说明西洞

庭湖湿地的生态旅游经济大有潜力可挖。 

西洞庭湖的历史悠久，留有众多人文古

许多珍贵的文物，西洞庭湖独具地域特色的水乡

文化和优美的湿地风光，是人们游湖怀古，进行生态

旅游的理想之地，如今，西洞庭湖已成为国际重要湿

地之一，随着国内外生态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西洞庭

湖湿地以观鸟、赏湖、农业观光、度假休闲为主的生

态旅游必将蓬勃发展。 

目前，在保护区和 WWF

县的生态旅游业已步入健康快速发展轨道，一举

成为我国生态旅游百强县之一，其独具水乡特色的湿

地生态游，在旅游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发展湿

地生态旅游业，必将推动县域内一、二、三产业的快

速发展。 

在现有

设环湖高速公路，连接长沙、岳阳、益阳、常德

四座城市，环湖高速公贯穿西洞庭湖周边蒋家嘴、岩

汪湖、龙阳镇等主要乡镇；2) 建设生态汉寿，发展生

态农业，进行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并在保护区周边社

区建设生态农业观光走廊，发展农家乐、渔家乐等休

闲农业；3) 在西洞庭湖湿地内的青山垸，建湿地文化

公主题公园，将青山垸打造成观鸟旅游胜地和科普教

育基地。 

建议调整保护区周边社区的农业产业结构

无污染、绿色环保、生态健康的生态养殖业，使

西洞庭湖区的农、牧、渔业生产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

道。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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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蚌

在，有许多湖面可以用来养

殖水

庭湖区牧草资源十分丰富，产量高。目前，

新兴

5.2.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优化社会经济环境 

西洞庭湖湿地面临的巨大威胁，是制约保护区湿

地保

与环境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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