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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漫步浙江台州三门县木杓海

滩，水天相连，碧浪万顷。虽是冬日，惬

意的渔村风情仍吸引来不少游客。

“夏天这里人更多咧！”观海村党

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金敬明乐呵呵

地说，海滩变美，村里的旅游业也跟着

发展起来，光民宿就办了好几家。

金敬明还有个身份——观海村村

级滩长，3 年多来巡滩已成了他的日

常工作。他告诉记者，每天要巡滩三

四遍，一旦发现问题，通过手机 APP 上

报后，系统便会在第一时间通知相关

部门前来处理。

海洋治污绝不是一家之责，海洋

污染大多来自陆地，加强源头治理是

关键。

三门县污水处理公司中控室，大

屏幕上实时更新着污水处理厂入海排

污口数据。技术负责人陈琳向记者介

绍，集成分析的数据来自入海排污口

上的“慧眼”——在线监测设备。“加强

源 头 治 理 是 提 升 海 洋 水 质 的 关 键 所

在。2014 年 ，三门湾入海排污口实现

在线监测设备全覆盖，一旦数据出现

异常，系统就会发出警报，第一时间就

能查明问题并做出处理。”陈琳说。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台州拥有三门

湾、乐清湾等 31 个海湾，其大陆岸线长

度、滩涂面积及海岛数量均居浙江前

列，丰富的海洋资源背后是巨大保护压

力，对此，台州打出一套“组合拳”。

这几年，台州管好直接向海洋排放

污染物的入海河流和直排海污染源两

道重要“闸口”，有效实现河海水质同步

提升。“目前，台州椒江和金清两大水系

的全年水质达到‘水十条’考核标准。

全市 7 个入海排污口监督性监测达标

率为 100%。”台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市治水办（河长办）常务副主

任陈昌笋介绍。

治理近海污染，台州有啥秘诀？

温岭市温峤镇面向乐清湾，海水

养殖一直是镇里的支柱产业。过去粗

放养殖导致大量饵料残留物沉积，一

度造成海洋污染。“盛夏气温升高，海

水翻涌，再加上海风一吹，散发出阵阵

带着浓厚鱼腥味的恶臭。”温峤镇副镇

长林应聪说，海床探测报告显示，最严

重时沉积能有 3 米多厚，污染程度之深

可见一斑。

改变迫在眉睫。 2017 年，温峤镇

政 府 专 门 请 来 浙 江 海 洋 大 学 专 家 团

队，量身打造了“生蚝—海鱼”混养模

式。“饲料科学配比喂鱼，产生的鱼粪

是生蚝的饲料，而生蚝又可以净化水

质，有利于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的

最大化。”林应聪介绍。

如今，人与海洋和谐共处的生动实

践在台州湾遍地开花。在路桥区金清

镇，当地新建占地约 17 亩的“会呼吸的

湿地”，涵养近岸水环境；在玉环市，紫

菜养殖户承包海域时签承诺书，养殖期

间需及时清运垃圾，退养时还要把承包

区域恢复到自然原貌……2020 年台州

近岸海域海水水质趋好，优良水质面积

夏季达 89%，海洋垃圾得到有效管控，

海洋生物多样性得到进一步保护。

“美丽海湾建设是今后海洋生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的 重 要 内 容 。”陈 昌 笋

说，“‘十四五’期间，台州美丽海湾建

设将遵循开发与保护并重、治理与修

复并举的原则，逐步实现‘水清滩净、

岸绿湾美、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

丽海湾建设可持续发展目标。”

（泮永翔参与采写）

浙江台州湾管住入海排放与养殖污染

源头管控治理近海污染
本报记者 窦瀚洋

背靠的大鹏岭宛如一只展翅高飞

的大鹏，遥望海对面的香港新界，沿着

金色的沙滩一路走，海风从碧蓝的海

面上吹来……在拥有 133 公里海岸线

的深圳大鹏湾，“春江潮水连海平”的

诗情画意令不少游人悠然忘返。

大鹏新区位于深圳东部的大鹏半

岛，约占深圳市一半的海岸线和 1/4 的

海域面积，森林覆盖率超过 76%，被称

为深圳的“绿肺”和“生态基石”。近年

来，大鹏新区坚持“生态立区、经济强

区”的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海洋生态环

保工作，努力将美丽海湾打造成一张

亮丽名片。数据显示，近 10 年来，大鹏

湾 污 水 收 集 率 由 10% 提 升 到 98.3% 。

目前，湾区内 48 条入海河流、6 个入海

排污口和 137 个雨水排放口水质全部

达 标 ，海 域 水 环 境 稳 定 在 一 、二 类

水质。

1 月 7 日下午，随着一阵汽笛声响

起，3 艘白色的执法船缓缓驶离码头，

拉开了 2021 年大鹏新区海陆统筹联合

海上执法的序幕。这支由生态环保、

文体旅游、海事、城管、交通等多家单

位组成的执法队，是大鹏新区近年来

积极推进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创新

的产物。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大鹏管理局局

长洪晓群说，以往，海洋生态环境治理

分属生态环境、海洋管理、海洋执法、

海事、海警等 5 部门，长期存在部门间

权责不清的现象，未能形成以海陆生

态环境统筹监管为目标导向的管理合

力。2020 年 8 月，大鹏新区推动 5 个海

洋监管部门签订备忘录，建立起信息

互通、联合会商、联合执法、联合督办

的工作机制，探索海洋环境综合治理

的海陆统筹新模式。

大鹏管理局执法科副科长范蓉告

诉记者，联合执法后，大家能将资源最

大化集中，互相支持。“尤其是海陆联动

执法检查，有利于及时对导致海上生态

环境污染的单位和个人溯源追责。”

依托美丽海湾，大鹏新区陆续建

成了鹿嘴影视基地、玫瑰海岸婚纱摄

影基地等一批品牌景点。不少当地居

民开起餐馆，办起民宿，日子越来越红

火。得益于严格的生态保护，大鹏新

区的生态资源优势，不断地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

1 月 20 日，深圳国际生物谷首个

产业载体项目——生物家园主体结构

封顶，标志着大鹏新区坝光片区的开

发建设迈入全面提速新阶段。坝光开

发署项目部负责人班蕊介绍，坝光尽

管交通不太便利，但不少企业家和科

学家都因为这里的生态优势，决定落

户于此。“这也充分说明，生态也可以

成 为 区 域 发 展 的 核 心 竞 争 力 。”班

蕊说。

保卫山海宝库，不仅要政府主抓，

也需要社会“共管”。近年来，大鹏新

区积极构建“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

大平台，打造 11 家海湾生态环境保护

组织，形成全社会共同关爱生态、关爱

海洋的良好体系。大鹏新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为了让生态文明成为

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大鹏新区大

力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如今，全民自觉

维护生态环境在大鹏已蔚然成风。

大鹏新区党工委书记杨军表示，

下一步，新区将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提升可持续

发展能力，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典范城区。

深圳大鹏湾推进海洋保护机制创新

陆海统筹造就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 吕绍刚

冬日，在山东烟台套子湾的金沙滩

旅游度假区漫步，虽寒风凛冽，依然能

感受到这片海湾的美，湾内碧波荡漾，

沙滩细柔洁净，山水林滩相映成趣。

美丽海湾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工业

污染、船舶污染、生活污水等都威胁着

海湾的生态环境安全。烟台加强综合

整治，针对陆源污染入海防治、海域污

染综合防治等，都出台了相应措施，建

立起海湾生态环境治理体系。“2014 年

我们就建成投用了山东首家全地下式

污水处理厂，建成深海排放工程，污水

达标处理后离岸深水排放，利用海水自

净能力，有效提升了生态环境质量。”烟

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生态环境分局环境

管理处负责人王森介绍，当地还同步实

施了景区 4 条入海河流和 9 条雨水排海

管道修复整治，入海水质持续达标。

一些临近海岸的村庄，生活废水

直 排 周 边 的 河 流 ，最 终 伤 害 海 洋 生

态。为此，2020 年，烟台经济技术开发

区投资 3000 万元，对辖区内 20 多个村

子的生活污水处理系统进行了改造升

级，有效遏制了污水直排，改善了周边

水体环境。

海 湾 洁 净 了 ，岸 上 也 更 有 看 头 。

“以前树种比较单一，也不美观，如今

多了不少好看的新品种，每个季节都

有看头。”王森说，针对原有海防林树

种单一、树龄老化的现状，开发区引入

135 种常绿乔木、色叶植物、时令花卉

等，将近岸建设成四季常绿、三季有花

的城市森林公园。

烟台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还注

意打造配套齐全、宜居宜业、人海和谐

的高品质湾区。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年

接待游客 400 多万人次，是烟台开发区

重点打造的生态旅游项目。这里围绕

海滨岸线修复，严格限制沙滩硬化建

设，保持沙滩的自然性和完整性。度假

区共规划“海、沙、浪、湾、泽”五大主题，

相继对道路、林带、广场、沙滩及附属设

施进行了全面改造，增建 10 余个景观

节点、12.6 公里滨海大道、44 公里健康

绿道等，成为市民运动休闲公园。

套 子 湾 是 烟 台 重 要 的 工 业 聚 集

区。如今，依托每年 2 亿吨吞吐能力的

烟台港西港区，套子湾开始了新一轮

产业升级。规划建设中的烟台八角湾

中央创新区成为套子湾的全新板块。

按照“国际视野、世界标准、国内领先、

烟台特色”的规划理念，八角湾重点布

局中央商务区、科技创新区、会展文旅

区三大板块，高标准建设八角河公园

绿色地标，创新性建设东岛海岸公园

蓝色轴线，着力打造生态创新之城、人

才活力之湾。目前，哈尔滨工程大学

烟台研究（生）院已交付使用。八角湾

国际会展中心、八角湾旅游文化中心、

八角河公园等 6 个重点在建项目，总投

资 68 亿 元 ，目 前 已 完 成 投 资 近 20 亿

元。烟台市民祝晓说，就在几年前，这

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越来越多的高

科技企业入驻，人气也越来越旺。

祝晓前不久刚刚参加了环保部门

举办的海湾守护公益活动。谈及套子

湾的变化，他非常感慨：“这几年湾区

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曾经很少看见

的海肠现在又多起来了，夹河口经常

见到白鹭等珍稀鸟类。”

“我们将积极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并以此为统领，扎实推进海湾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不断满足百姓期盼，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烟台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周俊说。

山东烟台套子湾狠抓陆源污染、海域环境综合整治

分类施策力促宜居宜业
本报记者 肖家鑫

在蔚蓝的大海里畅游，在

清透的海水中浮潜，在细软的

沙滩上迎风漫步，或在滨海餐

厅，边欣赏美景边享受来自海

洋的美味，海洋带给人们的愉

悦难以用言语穷尽。

海 洋 对 于 人 类 的 意 义 远

不 仅 仅 这 些 。 来 自 联 合 国 的

信息表明，海洋覆盖地球表面

的 70%，它产生了人类呼吸的

50%的氧气；海洋作为地球最

大的生物圈，为数十亿人提供

蛋 白 质 ；数 百 万 人 以 海 洋 为

生 ，海 洋 渔 业 为 全 球 提 供 了

5700 万个工作岗位；同时它吸

收 了 地 球 25% 的 二 氧 化 碳 排

放，是人类面对全球变暖挑战

最大的盟友之一。

然 而 ，长 久 以 来 ，人 类 却

没 有 友 善 地 对 待 海 洋 这 位 朋

友。放眼全球，不计其数的陆

源排污口，时刻向海洋排放各

种污染物，污染导致的海洋生

态 环 境 惨 遭 破 坏 事 件 屡 见 不

鲜 。 尤 其 近 20 多 年 来 ，人 类

活 动 对 近 海 生 态 环 境 系 统 的

破坏力度不断加强，海洋环境

退 化 和 生 态 破 坏 的 速 度 加

快 。 最 新 的 一 份 调 查 估 算 显

示 ，2020 年 ，约 有 15.6 亿 个 口

罩被乱丢入海洋中，需要长达

450 年才能被分解。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海

洋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工 作 取 得 积

极进展，全国近岸海域环境质

量 总 体 改 善 。 2019 年 近 岸 海

域 优 良 水 质 面 积 比 例 为

76.6% ，比 2012 年 增 加 12.9 个

百 分 点 。 特 别 是 渤 海 综 合 治

理攻坚战取得明显成效，排污

家底更加清晰，污染管控更有

章法。

然而，我们身边的海洋污

染仍然不能忽视。今年是“十

四五”开局之年，如何进一步保

护好海洋生态环境，需要更多

新思路、新做法。

相较于时刻呼吸的空气、

须 臾 不 能 缺 少 的 淡 水 ，公 众

对 海 洋 污 染 的 关 注 度 还 不 够

高。全国有 1467 个大小不等

的 海 湾 ，海 湾 既 是 各 类 海 洋

生物繁衍生息的重要生态空间，也是公众亲海戏

水 的 重 要 生 态 空 间 ，保 护 与 开 发 的 矛 盾 十 分 集

中。因此，建设美丽海湾，不仅可以满足公众对近

海环境改善的需求，提升公众对保护海洋的关注，

也可以此作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出发点，为进

一步工作打下基础。正是基于此，生态环境部特

别提出，到 2035 年全国要建成 1467 个美丽海湾的

愿景。

令人欣慰的是，美丽海湾建设中不仅涌现出像

深圳大鹏湾、浙江台州湾、烟台套子湾这样的“美丽

典型”，更多实践也在各地大力推进。比如，山东省

筛选出分布于青岛、烟台和威海 3 市的 203 处海湾，

将其作为下一步省、市、县三级打造“美丽海湾”的基

础布局；河北将海岸线划分成了 16 个责任湾区、111
个责任湾段，明确各级湾长 147 人，让每一处海湾、

每一寸岸线都有人管；天津滨海新区强化渤海岸线

保护，实施最严格的岸线开发管控，统筹岸线、海域、

土地利用与管理，并通过岸线修复确保自然岸线长

度持续增长……

海洋污染，根子在岸上，美丽海湾建设并非易

事。只有坚持源头防控，突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才能有效控制陆源污染；只有坚持生态治理与保护

并举，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修复工作力度，才能逐步恢

复近岸海域健康。

“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

美丽海湾人人向往。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让我们行

动起来，增绿护蓝，为保护海洋尽一份力。

保
护
海
洋
，
从
护
好
海
湾
做
起

孙
秀
艳

还水清滩净 享人海和谐 建 设 美 丽 海
湾，不仅可以满足
公众需求，提升公
众关注，也可以此
作为出发点，为进
一步保护海洋打
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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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焦点R

图①：福建连江，休渔渔船停泊在海湾内。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图②：河北秦皇岛，市民在沙滩捡拾垃圾。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摄

图③：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

我国最大的滩涂湿地保护区之一。图为灰鹤在保护

区内飞舞觅食。 李志军摄

图④：深圳大鹏湾，水清岸净，风光秀丽。

李坚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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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论苑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