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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海南三亚某片海域，海南大学海洋

学院教授李秀保纵身一跃，下潜 10 米。鹰嘴

鱼、刺尾鱼正在礁石间酣睡，在手电荧光的照

射下，五彩斑斓。李秀保来到一丛丛珊瑚前，

静静地等候珊瑚虫一年一度的排卵。他必须

在珊瑚的精子、卵子排放后一个小时内完成受

精卵的收集，带回实验室，破解珊瑚虫有性繁

殖的奥秘，选育出更适应在这片海域生存的珊

瑚虫。

不惧风浪，守护珊瑚之美

2003 年，李秀保从安徽农业大学水产养殖

专业毕业后，报考了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

所研究员黄晖的硕士研究生，后来又师从黄晖

和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黄良民两位

老师攻读博士研究生。水产养殖和珊瑚礁保

护完全不搭界。李秀保说，自己是误打误撞进

了珊瑚礁生态学的门。当时在国内，这个专业

还属于冷门学科。

“黄晖老师见了我，只提了一个要求，赶紧

学潜水。”李秀保说，起初他对珊瑚礁保护毫无

概念，并不知道这个学科的试验田在海底，时

常要负重几十公斤下潜到十几米深海，干抡铁

锤、砸钢圈的活儿。

李秀保拿到潜水证后的第一次潜水是在

三亚鹿回头海域——方圆十几米的鹿角珊瑚

丛林连成一片海底的“热带雨林”，蔚为壮观。

“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丽世界，珊瑚较为

脆弱，而鹿角珊瑚更是对生态环境尤为敏感、

挑剔。”李秀保说。

然而，过去，近岸污水排放、全球气候变

暖、过度捕捞等对珊瑚礁造成了严重破坏，绵

延数百米的珊瑚丛林逐渐退化成只剩下几米

的珊瑚带，甚至有的已经很难再连成带。

“不能坐看海底的美丽消失殆尽。”一年

100 多次的下潜让李秀保渐渐爱上这片珊瑚

海。2006 年，他第一次在西沙群岛海域看到肉

乎乎的肾形真叶珊瑚、仿佛冒着泡的气泡珊

瑚、千枝散开的海底柏柳珊瑚等珍稀珊瑚物

种，守护脆弱生命的责任感被激发了。

为了看珊瑚、拍珊瑚、研究珊瑚，他时常租

条渔船就出海，一去就是一个多月。领略海洋

之美，当然也会有风险。有一次李秀保下潜到

三亚某片海域科考，海面上的快艇从他头顶呼

啸而过，差点擦到头皮。十几年的野外科考

中，李秀保经历了数不清的风浪、搁浅，但这些

丝毫没有消减他对珊瑚礁、对海洋的热爱。

建造人工鱼礁为珊瑚生
长提供有利条件

李秀保说，珊瑚就像一块块砖，为海洋生

物垒砌一座座栖息繁衍的家园。珊瑚礁占整

个海洋约 1/1000 的面积，为 1/4 的海洋生物、

1/3 的海洋鱼类提供庇护之所。只有保护好珊

瑚，才能守护千千万万的海洋生物。

“人类必须有所作为。”2011 年，李秀保所

在的海南大学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

验室海洋牧场团队与海南三亚蜈支洲岛合作，

正式启动了我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项目。

李秀保带领着团队尝试在海底培育珊瑚，

将“海洋牧场”中的人工鱼礁设计与珊瑚礁修

复结合起来，研发出了珊瑚种植人工礁和黎族

船型屋形珊瑚种植礁。

台风、海底流沙让随流而动的珊瑚幼虫很

难附着生存，而这种钢筋铁骨和废弃渔船混搭

出来的人工鱼礁，可以牢牢地扎进海底。“我们

在海底抡铁锤、敲敲打打，干的就是造礁盘、固

基底的活。”李秀保笑着说。

三亚蜈支洲岛海域，一片 80 米长的工字形

人工鱼礁，养育着 1150 株珊瑚。苗圃里每株珊

瑚摆放的位置李秀保都了然于心：“这株是小

叶鹿角珊瑚，前年 8 月种的，长势很好，过一阵

就可以移栽到附近破碎的珊瑚礁盘上；那株是

风信子鹿角珊瑚，去年底种的……”10 年间，李

秀保和他的团队共移植珊瑚 10 种 5000 多株，

一岁的珊瑚成活率超过 90%，修复珊瑚礁面积

约 1 公顷，这片海域的珊瑚覆盖率从不足 15%
升至高于 23%。

李秀保还创新使用玄武岩新材料来制作

人工鱼礁，并就地取材，用海南特有的火山岩

来固定破碎化的珊瑚礁。亲和、自然的火山岩

引来珊瑚幼虫、珊瑚礁中鱼类的聚集。火山岩

投放的前两年，不仅附着其上的珊瑚长势喜

人，周围还出现了大量的海参、海胆、海百合。

可到了第三年，李秀保再到这片海域时，

火山岩上已经变成了海藻，更加适应在火山岩

上生存的它们挤占了珊瑚的生存空间。“眼下，

如何恢复啃食海藻的鹰嘴鱼、马粪海胆等，是

我们面临的难题。珊瑚礁修复，就是这样不断

试错、不断改进的过程。”李秀保说。

恢复以珊瑚礁为依托的
生态系统，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生态保护优先，人工修复为辅，这是我一

贯坚持的珊瑚礁保护理念。”李秀保说，珊瑚是

对生态环境非常敏感的物种。如果水质退化

了，再好的修复技术也无用武之地。

2016 年，李秀保作为领队、首席科学家带

领 20 多名科研人员，奔赴南沙群岛海域，开展

40 多天的珊瑚礁生态调查。这次科考，既让他

看到了丰富的南海生物种群，也见识到了全球

气候变暖造成的珊瑚白化，以及过度捕捞鱼

类、大法螺导致的长棘海星的大量繁殖。李秀

保说，一只长棘海星，一个月内就能啃噬几平

方米的珊瑚。

在海上漂流了 40 多天，回到陆地后，看到

久违的绿植，李秀保感慨：“要摸索开发出更好

的修复技术，不仅让珊瑚活起来，还要恢复以

珊瑚礁为依托的生态系统，让鱼类贝类等渔业

资源也丰富起来，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此后，李秀保和他的团队不仅研究珊瑚，

还把草食性鱼类、贝类纳入监测范畴，采集回

实验室，在增殖放流时选择更适宜的鱼类。在

他们的建议下，当地政府部门每年发动渔民和

潜水爱好者下海捕捉长棘海星，保护珊瑚。仅

2018 年，在南海西沙海域就捕捉了 6 万多只长

棘海星，有效遏制了其对珊瑚造成的损害。

“移栽珊瑚的目的是修复破碎的珊瑚礁，

恢复海洋生物的栖息地，但有些缺乏科学论

证的修复，适得其反。比如，从野外已经退化

的珊瑚礁群落中，截取珊瑚断肢来培育苗圃，

只会加剧珊瑚礁的退化。不考虑水质状况的

盲目修复，同样达不到保护恢复的目的。”李

秀保说，好在国内珊瑚保护的理念在改变，从

最初的慢慢摸索到如今的科学研判、举措得

当，国内珊瑚科研团队从最初的零星几个发

展到如今的 30 多个，仅海南大学就有 6 个团

队在做珊瑚的保护研究。李秀保盼望越来越

专业的科研人员和科研装备能加入珊瑚礁保

护研究中来。

图①：李秀保在讲解珊瑚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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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李秀保团队成员在南沙群岛海域进

行生态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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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李秀保在三亚蜈支洲岛监测珊瑚礁

修复效果。

王丰国摄（人民视觉）

监测生长、修复礁盘，海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李秀保—

孜孜耕耘，为了那片珊瑚海
本报记者 黄晓慧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R 核心阅核心阅读读

美丽的珊瑚是海洋生物
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每年
珊瑚虫排卵繁育的季节，海
南大学海洋学院教授李秀保
都会带着科研团队，到海南
的多片海域监测珊瑚生长、
修复破碎的珊瑚礁盘、耕耘
珊瑚苗圃……

他研发的火山岩固定珊
瑚礁盘等多项珊瑚礁保护技
术，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很大
程度上促进了海洋生态环境
的改善。

本报石家庄 4 月 20 日电 （记者邵玉姿）

日前，河北省住建厅印发《河北省 2021 年推进

农 村 生 活 垃 圾 处 理 体 系 全 覆 盖 工 作 实 施 方

案》，明确提出，2021 年，河北将围绕优化收运

处置体系、提高重点区域治理效果和水平、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和资源化处理目标

任务，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覆盖。

《方案》提出优化收运处置体系，合理配

置密闭的村庄垃圾收集设施、乡镇转运设施，

形成较为完善的收转运体系并稳定运行，推

进农村生活垃圾“全部收集、及时转运、无害

化处理”。

为确保实现年度目标任务，《方案》要求各

地完善并优化设施设备，按照农村生活垃圾处

理体系全覆盖的要求，对照焚烧设施的建设情

况，认真梳理本地需完善的收集点、转运站及

收运车辆等设施设备清单，制定建设购置计

划。列入建设计划的生活垃圾设施建设项目，

力争 6 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10 月底前全部完

成建设任务。《方案》还要求结合当地实际，统

筹推进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置利用设施建设，促

进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

河北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体系全覆盖
力争10月底前全部完成建设任务

本报哈尔滨 4月 20日电 （记者张艺开）记者近日

从黑龙江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1982 年至今，黑龙江

省完成义务植树 28 亿余株，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47.3%，

森林蓄积量达到 22.4 亿立方米。在黑龙江省西北沙化

严重地区，40 年来累计治理沙化土地 60.1 万公顷。

据了解，黑龙江省城乡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城

市建成区绿地面积达到 74819 公顷，绿化覆盖面积达

到 84311 公顷，城市公园达到 658 个，村庄绿化覆盖率

达到 17.7%，城乡生态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

40 年来，黑龙江省生态脆弱地区治理明显加强。

在黑龙江省西北沙化严重地区，沙区森林覆盖率由建

设初期的不足 2%提高到 9.28%，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

率达到 85.7%。

40年义务植树28亿余株

黑龙江森林覆盖率达47.3%

本报重庆 4月 20日电 （记者刘新吾）日前，记者

从 2021 年重庆市汛期地质灾害防治电视电话会上获

悉：重庆已建成 7000 多处智能化地灾监测预警点，可

依靠技术手段，助推实现对地质灾害的智能化精准

预警。

据了解，地质灾害常具有隐蔽性、潜伏性、突发性

等特征。结合“四重网格化”监测预警体系，重庆 7000
多处预警点的地灾技防设备能更好发挥预警作用。此

外，为加强主动预防，今年重庆还将在綦江、武隆、巫山

试点推行地灾“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同时加强隐患

点精准监测和风险区内地灾易发部位、人口居住区周

边的巡查监测，将监测管理范围从“点”扩大到“面”。

下一步，重庆市还将全面完成全市各个区县 1∶50000
地质灾害调查和重点区域 1∶10000 精细化调查工作。

据介绍，大数据智能化应用将在重庆地灾监测预

警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为技术支持的全市地质灾害综合管理系统和重庆地灾

防治 APP（升级版）预计将于今年内上线运行，重庆市

还将继续建设地灾专群结合监测预警项目和地灾群测

群防智能化项目，进一步提升地灾监测预警能力。

重庆提升地灾监测预警能力
建成7000多处智能化预警点

本报西宁 4月 20日电 （记者刘雨瑞）近日，青海

省七个市州（果洛、玉树、黄南、海南、海北五个藏族自

治州及西宁、海东两市）人民检察院联合签订了《关于

建立黄河上游（青海段）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跨区域检

察协作机制的意见》，青海首个在黄河流域以生态环境

及资源保护为主要任务的检察机关跨区域协作机制正

式形成。

据介绍，七个市州检察机关将打破以往上游破坏

下游检察机关追办案件难度大、耗时长、效率低等弊

端，在刑事、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诉讼等方面，就涉及

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等领域的案件开展跨区域协作办

案。在黄河上游青海段构建起精准打击、多元化监督、

专业化办案、社会化治理、法治化服务相结合的环境资

源全方位保护格局，变行政区域下的“小保护”为流域

内的“大保护”。

保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与资源

青海建立检察协作机制

本报北京 4 月 20 日电 （记

者王浩）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据预

测，2021 年汛期，珠江流域主汛期

降雨集中，汛情可能偏重，西江、

北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中小河

流可能频繁超警，流域可能出现

旱涝并存、旱涝急转的现象。

面对今年严峻的防汛抗旱形

势，珠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要求

流域各省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时刻绷紧防汛抗旱这根弦，

坚 持 预 防 预 备 和 应 急 处 突 相 结

合 ，加 强 统 筹 协 调 ，周 密 安 排 部

署，全力以赴做好今年珠江流域

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各地要强化

责任落实、协调联动和科学调度，

有效防范重大灾害，全力保障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流域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提 供 有 力

支撑。

水利部全力做好珠江流域水

旱灾害防御，提出相关地区严格

落实防汛责任，突出防御重点，流

域 统 筹 联 动 ，提 升 风 险 防 控 能

力。珠江水利委员会将加强雨水

情监测预报预警，紧盯流域汛情

发展变化，科学实施水工程调度，

减轻流域防洪压力，进一步细化

完善流域洪水防御方案，针对标

准内洪水的防御，要逐项落实防

御措施，确保不出意外；针对超标

洪水的防御，要以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为首要目标，进一步细化防

御预案，做好与地方预案的衔接，

切实提高可操作性，确保第一时间提出科学的意见

建议。

珠江水利委员会及时全面排查今年流域防汛减灾

存在的风险隐患，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加强督查

检查和技术指导，进一步督促地方细化落实洪水防御、

人员转移避险等预案方案，及时协助指导做好水旱灾

害防御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水旱灾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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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福州 4 月 20 日电 （记者刘晓宇）日

前，《福建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通过审

议，并将于 6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办法》，古树

是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

重要历史、文化、观赏、科学价值和重要纪念意

义的树木，省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每 10 年

至少组织开展一次行政区域内古树名木普查。

《办法》规定，树龄在 500 年以上的树木

为一级古树，树龄在 300 年以上不满 500 年的

树木为二级古树，树龄在 100 年以上不满 300
年的树木为三级古树；古树名木实行日常养

护和专业养护相结合，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

方式对古树名木进行养护；在保护优先的前

提下可以合理利用古树名木资源，鼓励挖掘

提炼古树名木景观、生态和历史人文价值，建

设古树名木公园和保护小区等。《办法》特别

提 出 禁 止 剥 损 树 皮 、挖 根 、灌 注 有 毒 有 害 物

质、刻划、钉钉子、悬挂重物或者以古树名木

为支撑物等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损害古树

名木的行为将受到处罚，比如，剥损树皮、挖

根、灌注有毒有害物质，将被处 2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福建出台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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