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广西北海市向东驱车约一个半小时，便

来到了合浦县沙田半岛。放眼望去，海岸线上

翠木葱茏，那是万亩红树林在海浪的推动下摇

曳生姿。成群的鹭鸟不时起落，生趣盎然。

“这里就是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保护区的英罗港分布着全国连片面

积最大的天然红海榄林（红树植物的一种），是

我国重要的红树林种源基地和基因库。”保护

区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保护区始建于

1980 年，1990 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随

着近年来各项保护工作的持续推进，保护区红

树林面积从 1990 年的 730 公顷增加到 2010 年

的 818.8 公顷，再到 2021 年的 919.6 公顷。”

“红树林可以防风消浪、护
堤固滩、净化海水，有‘海洋绿
肺’的美誉”

朝阳初升，保护区护林员莫积瑞穿好水

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踩进海边的滩涂里，开始

了一天的巡护。“每天要沿着滩涂走 20 公里，主

要是清理漂浮的垃圾和防止游客误入，走走停

停要 8 个小时。”莫积瑞说，这条巡护路，他已经

走了 30 年。

莫积瑞是当地人，今年 67 岁，在保护区建

立之初就加入了保护区的护林员队伍。

“红树林可以防风消浪、护堤固滩、净化海

水，有‘海洋绿肺’的美誉；同时，作为近海海洋

生物生长、栖息的场所，红树林也是生物多样

性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说起红树林的作

用，莫积瑞如数家珍。

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末北海市遭遇了一

次大台风，当地不少地方都被水淹了，唯有被

红树林保护的几个村子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靠泊在红树林里的渔船也没事，这都归功于

天然的海岸防御屏障——红树林。它盘根错

节的发达根系和茂密高大的枝体，能有效抵御

风浪。”莫积瑞说。

2000 年，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

划”保护区网络，2002 年被列为国际重要湿地。

“然而，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也是一波三

折，殊为不易。”保护区管理中心英罗管理站副

站长庞继山说，保护区周边社区有 7 万多人，养

殖塘等问题在保护区成立之前就存在，一定程

度上挤压了红树林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污染，

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是红树林保护修复工

作的第一道坎。

与此同时，互花米草等外来物种的入侵也

威胁着红树林的生存。“就拿互花米草来说，它

会占据红树林宜林滩涂，蚕食本地红树林的生

长空间；加速抬高滩涂，使潮汐流减弱，以致滩

涂板结和动物退失，让生物多样性下降；阻挡

红树林的自然演替进程，迫使红树林生态系统

发生退化性改变。”庞继山说。

“每修复一亩红树林都很辛
苦，但也都是巨大的成功”

庞继山告诉记者，2019 年，为了更好地保

护红树林，保护区管理中心在保护区丹兜海片

区的永安村至新村范围内投入 500 万元，实施

养殖塘生态补偿，对当地丢荒地和养殖塘共计

906 亩开展生态补偿。

同时，保护区管理中心联合合浦县人民

政府和山口、沙田、白沙三镇人民政府及当地

国土、林业、海洋等职能部门，多次开展专项

清除海域非法养殖执法行动。截至去年底，

累 计 清 除 海 域 非 法 养 殖 蚝 架 、蚝 排 、蚝 柱 共

6908 亩。

“保护区还是鸟类迁徙通道上重要的中转

站。2021 年，保护区投入 100 万元，在 906 亩生

态补偿丢荒地和养殖塘上实施了黑脸琵鹭、勺

嘴鹬等珍稀鸟类栖息地改造项目，成功建设了

约 900 亩人工湿地，为数以万计的鸟类营造理

想 的 栖 息 环 境 。”保 护 区 管 理 中 心 相 关 负 责

人说。

2022 年，保护区又投入 1155 万元生态补

偿资金，继续对保护区周边 2000 多亩养殖塘进

行生态补偿，实施退塘还湿，促进滨海湿地生

态系统的生态质量恢复和提升。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保护区则探索采

取生态治理方式，通过人工刈割等方式，截至

去年 11 月已清除互花米草约 50 公顷。

保护区还通过生态治理、清除人为干扰等

方式，进行红树林自然恢复。近 3 年来，保护区

红树林自然修复面积达 800 亩。“每修复一亩红

树林都很辛苦，但也都是巨大的成功。”庞继

山说。

“我们的保护观念、方法也
在不断更新”

走进保护区，一些太阳能杀虫灯引起了记

者注意。

“过去，我们常开杀虫灯，确实能有效应对

红树林虫害，但后来我们和科研机构联合调研

发现，杀虫灯对益虫也会有一定影响。如今，

我们根据科学性、适时性、合理性的原则，在虫

害高发期才会启用杀虫灯。这些年，我们的保

护观念、方法也在不断更新。”保护区管理中心

技术员韦杰说。

根据《广西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2020—2025 年）》，广西山口红树林

生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任务是：营造红树林

380 公顷，占广西的 38%；修复红树林 320 公顷，

占广西的 10%。近年来，保护区加强了与相关

科研机构的合作，汇集各方力量共同开展红树

林保护修复工作——如今，保护区工作人员用

上了无人机、自动监测仪器、远程监控等现代

化装备，还建起了生物多样性监管平台……

在合浦县山口镇北界墩仔村，一个占地

121 亩的红树林林苗一体化示范基地成为保

护 区 的“ 宝 贝 ”。“ 这 个 基 地 在 涨 潮 时 是 完 全

淹 没 在 海 水 里 的 ，一 点 也 看 不 出 来 ，退 潮 时

才 会 显 现 。”保 护 区 管 理 中 心 高 级 工 程 师 韦

江玲说。

“红树林对于生长环境要求苛刻，每一种

红树植物适应的海水盐度都不一样，需要专

门培育，一般要培育两年以上才能移栽。”韦

江玲说。目前，基地育有红海榄、秋茄、木榄

等红树植物幼苗，共计约 120 万株，已经有一

部分树苗达到移栽标准，可为保护区开展红

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提供种苗保障。就地

育苗、就地种植，避免了红树植物出现生态适

应等方面的问题，可以有效提高红树林种植

成活率。

从种苗培育，到造林管护、科研监测，红树

林保护修复是一个系统性工程。近年来，保护

区管理中心出台《红树林生态资源管护制度》，

与巡护员签订公益林管护合同，形成“管理中

心+管理站+护林员”三级管理模式，推进林长

制，从制度层面严格规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各

个方面。

图①：鸟儿在红树林中繁衍生息。

图②：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英罗港的红树林。

以上图片均由广西山口红树林生态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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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海洋保护区的

建设，为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开辟了新

的途径。

在广西合浦开展红树林保护修

复，在福建晋江探寻古森林遗迹，在

山东昌邑守护天然柽柳林……即日

起，本版推出“美丽中国·走近海洋保

护区”系列报道，关注不同类型的海

洋自然保护区如何因地制宜修复海

洋生态系统，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走近海洋保护区①走近海洋保护区①

R

本版责编：陈 娟 张 晔 何宇澈

版式设计：张芳曼

本报济南 2月 12日电 （记者李蕊）记者从山东省

生态环境厅获悉：截至 2022 年底，山东已整治入海排污

口 20882 个，占全部入海排污口的 99.8%，超过年度整治

任务 19.8个百分点。

近年来，山东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组织开展

为期 4 个月的入海河流总氮治理省市联合行动，累计

巡河 15000 多公里，加密监测 3125 个点位，获得数据

14909 个，排查出入海河流总氮污染问题 2469 个，目

前，已完成 90%的问题整改。

在入海排污口整治方面，山东坚持进度和质量双控，

组织对已完成整治的入海排污口开展“线上线下”逐口核

查，鼓励实施入海排污口监测试点。如今，经过多年整

治，山东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稳定在 90%左右。

陆海统筹、河海联动

山东已整治入海排污口2万余个

本 报 太 原 2 月 12 日 电

（记者付明丽）近日，记者从山

西省林草工作会上获悉：今年

山 西 将 继 续 开 展 国 土 绿 化 行

动，扩绿、补绿、护绿三管齐下，

高标准完成 400 万亩年度营造

林任务和 100 万亩森林抚育任

务、加快推进太行山（中条山）

国家公园建设。

今年，山西将分区建立草

种种质资源数据库，突出加强

乡土草种的选育培育，重点打

造 建 设 晋 北 万 亩 草 种 繁 育 基

地，以优良种源夯实保护修复

基础。依托亚高山草甸保护修

复和黄土高原区退化草原治理

项目，完成种草改良和草原修

复治理 100 万亩。

2022 年，山西全年营造林

550.99万亩，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任务。林草惠民项目带动 30 多

万脱贫人口增收 6.13 亿元。保

护修复草原 28 万亩，种草改良

30 万亩，繁育草种 0.53 万亩，草

原生态保护修复步入质效并重

的新阶段。

本 报 重 庆 2 月 12 日 电

（记者常碧罗）记者从重庆市林

业局获悉：今年重庆将实施营

造林 500 万亩，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50 万亩，国

家储备林林地收储 100 万亩、营造林及管护 100 万亩，

新增和改造油茶 29.71 万亩，重庆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55%以上。

今年，重庆市林业局将推进科学绿化试点示范市

建设，建设绿色示范村 100 个。同时，做好林木种质资

源保护和林木种苗供应保障，认定 7 个以上市级林木

种质资源库，完成全市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规划

编制，规范建设 10 个良种繁育基地和 20 个林业保障性

苗圃，新建一批优良乡土树种采种基地，审（认）定林木

良种 5 个以上。

2022 年，重庆完成营造林 510.7 万亩、“两岸青山·
千里林带”建设 50.1 万亩、国家储备林建设集体林地

收储 100 万亩、营造林及经营管护 100 万亩、退耕还林

提质增效 100 万亩，市级以上林业投资达 55.5 亿元，增

长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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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2日电 （记者李红梅）2 月 12 日白

天，山西北部、河北西部和北部、北京、天津北部等地降

雪、雨或雨夹雪，江苏中东部、安徽东南部、浙江西部、

上海等地部分地区降小到中雨。中央气象台预计，西

北华北等地有雪或雨夹雪，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等地

有雨，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中东部地区，中东部大部地区

将有 4—8 摄氏度降温。

预计 12 日夜间至 14 日，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中东

部大部地区有 4—8 摄氏度降温，江南南部、华南北部

等地局地降温 10 摄氏度以上，江南及以北地区将伴有

4—5 级偏北风，阵风 6 级左右。

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中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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