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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EAAF）是全世界范围最大的迁飞

区，北到北极圈，南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西到孟加拉，从生物学意

义上将北冰洋、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联系在一起，涉及 22 个国家，

每年有约 250 种近 5000 万只水鸟在该迁飞区迁徙。由于人口增长和

经济快速发展，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正面临着栖息地丧失退

化、污染、非法狩猎、过度捕捞和外来物种入侵等威胁，使其成为全

球九大水鸟迁飞区中受威胁最严重的一条。中国中东部地区是该迁飞

路线上的关键区段，对于 33 种受威胁水鸟的生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中

国候鸟保护网络建设项目（以下简称“UNDP-GEF迁飞保护网络项目”）

是全球环境基金第七增资期内，在我国生物多样性领域实施的赠款金

额最大的单体项目，资金总额为 9598.7万美元，其中 GEF 赠款 893.2

万美元、配套资金 8,705.5 万美元，项目于 2021 年 1 月正式签署，

项目期为 2021 年至 202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国际执行机构，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为国内项目执行牵头单位，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调查规划设计院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 

项目目标是通过在中国建立一个强大、有韧性和管理良好的东亚

-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EAAF）湿地保护网络，确保全球重要迁徙水

鸟的安全。  

项目目标将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组分来实现：  

组分一：加强迁飞区湿地保护地系统规划、规模扩大、可持续融资和

主流化； 

组分二：在项目点示范开展迁徙水鸟保护和栖息地适应性管理与恢复

工作； 

组分三：知识管理、意识提升、性别主流化及监测与评估。 

项目四个示范点包括：1）辽宁辽河口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



 

2）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上海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4）云南大山包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项目将产生多重全球环境效益，重点聚焦 EAAF 关键水鸟及栖息

地保护，新增约 20 万公顷的保护地。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项目将

对约 30 万公顷国际重要湿地加强管理，为我国有效履行《湿地公约》

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多边环境公约做出贡献。该项目还将修复 6

万公顷水鸟重要栖息地，直接和间接减少二氧化碳量排放，助力我国

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二、合同任务背景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淡水之源”“物种基因库”“储碳

库”“物种宝库”“人类文明的摇篮”，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

蓄洪抗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重要生态功能。 

1975年《湿地公约》正式生效，公约宗旨是通过地方和国家行动

及国际合作，推动所有湿地的保护和合理利用，为实现全球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经过 50 年的发展历程，公约内涵由最初专注水禽栖息

地和迁徙水鸟的保护，逐步演变为湿地生态系统整体保护。2022年是

中国加入《湿地公约》30周年，今年 11 月 21日至 29 日，湿地公约

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将在湖北武汉举办，我国首次承办这项国际会议。

此次大会将磋商未来全球湿地保护十年战略和湿地公约五十年的发

展方向，对湿地保护来说，这次大会的召开将是一次难得的机遇。 

在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期间，UNDP-GEF 迁飞保护网络

项目计划推出以湿地和候鸟为主题的宣传报道，对传播我国生态文明

理念，宣传湿地和候鸟保护成就有积极意义，也对项目提高公众的湿

地和候鸟保护意识成果做出积极贡献。   

三、合同任务目标 

本合同任务将针对全国范围，以“关爱候鸟，保护湿地”为主题，

围绕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线和四个示范保护区，在主要资讯网站

上开展系列资讯报道，提高公众对于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的

认识，激发大众共同关注湿地保护的热情，唤起爱鸟护鸟的意识，营



 

造良好的环境保护社会氛围。 

该任务将推动实现 UNDP-GEF 迁飞保护网络项目“组分三：知识

管理、意识提升、性别主流化及监测评估”中相关目标实现。促进落

实“成果五：公众积极支持湿地和迁徙鸟类保护”。同时，任务将贡

献于“核心指标 1：项目直接受益人数量”和“指标 15：通过知识、

态度和做法（KAP）调查表明，主要目标群体对保护生物多样性价值

的意识得到提高。” 

四、主要任务 

本合同承包方将在国家林草局湿地司及项目办指导下，围绕东亚

-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和四个项目示范保护区，针对湿地保护、

候鸟保护、湿地功能等进行深度解读，并在中国主要新闻媒体渠道进

行专栏发布，形式包含文字、图片等，专栏发布数量不少于七期。 

具体任务内容如下： 

1）专项服务：成立工作小组，至少包含项目负责人、采编、美

编各 1 名，共同负责日常对接内容的策划、制作。 

2）组织撰写：根据湿地保护、候鸟保护、湿地功能、湿地公园、

湿地城市等主题，策划撰写图文推广内容。 

3）征求意见：专栏内容编写完成后，向国家林草局相关司局、

项目办和专家征求修改意见，对内容进行校对和调整，完成

审定版并推广。 

4）推广展示：推广内容将在网站专区及客户端文字链推广。 

5）统计数据：内容发布后，对网络平台的阅读量等数据进行统

计。 

6）完成项目办交办的与本合同任务有关的其他工作。 

五、预期产出 

合同规定的以“关爱候鸟，保护湿地”为主题的系列年度宣传报

道服务，次数不少于七期。  



 

六、进度要求 

产       出 完成时间 形式 

1.完成材料策划，网站及客户端推广 2

次 
合同签署 3 个月内 文字链 

2.完成材料策划，网站及客户端推广 3

次 
合同签署 6 个月内 文字链 

3.完成材料策划，网站及客户端推广 2

次 
合同签署 8 个月内 文字链 

七、任务预算 

本合同预算为人民币壹拾壹万元整（￥110,000.00），用于完成

本合同的所有工作任务。 

八、资质要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机构： 

1) 拥有互联网信息服务资质，含新闻出版、广告设计发布等，

开展过生态、环保、林草领域相关宣传服务工作的单位； 

2) 拥有大量林草行业宣传推广服务经验； 

3) 拥有成熟的线上平台网络和现有的受众群体，国家级媒体平

台优先； 

4) 在人员、技术、平台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参与过国家林

草局重大合作项目经验者优先。 

（二）项目团队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项目负责人应从新闻宣传工作 10 年以上，具有丰富的文字撰

写、图片编辑实践经验； 

2) 团队负责人具有良好的沟通、协调和组织管理能力； 

3) 团队成员至少 1 人具备与多方协调工作和沟通的能力，具有

至少 10 年宣传工作经验； 

4) 项目团队主要成员的专业技能与工作背景应完全满足合同任



 

务要求的各方面。 

九、 实施分包依据的主要文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路

线中国候鸟保护网络建设项目文件》 

 项目 2022-2023 双年度工作计划（TYWP），活动编号 6.2.2：

通过媒体报道，在 4 个示范点进行经验交流和信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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