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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桩黝黑，形状奇特，零星地分布在潮间

带上，随着潮水退去，这些树桩也逐渐露出海

面。这里就是位于福建晋江的深沪湾海底古

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存着有 7000
多年历史的海底古森林和有 9000—25000 年

历史的古牡蛎礁遗迹。

全国唯一，世界罕见——这一珍稀地质

资源对研究自然环境变化、地球气候规律等

具有重要意义。

对研究古海洋、海陆变迁
等具有重大价值

小 时 候 ，张 汝 媚 就 听 过 关 于 那 片 海 的

故事。

张汝媚出生于晋江市深沪镇，家中世代

以打鱼为生。村里很早就流传着这样的说

法：渔民出海，渔网常被勾住，下到海里查看，

却什么也没有。潮水退去，沙滩上还常常出

现一些奇怪的树桩。

1986 年，广东省地震局一名叫徐起浩的

研究员偶然间听到了这一传说，专程到晋江

考察。在如今属于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一片区域内，徐起浩第一

次见到了那些古树桩。

“并不像海边常见的红树林。”带着疑问，

徐起浩取样、化验，得出结论：树种为油杉，距

今已有约 7500 年。

油杉一般生长在丘陵地带，怎么会出现

在海底？徐起浩推断：这里过去是一片古森

林，数千年过去，只有一些因被海沙迅速掩埋

而逃离风化侵蚀命运的树桩、树根和树干留

存下来，这里也成了一片大海。不仅如此，距

离这些古油杉不远处，还发现了大片古牡蛎

礁，距今已有 9000—25000 年。一个陆生、一

个水生，两种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生物，出现

在相距如此之近的同一潮间带，为本就难以

解释的海底古森林更添一分神秘。

晋江市迅速启动自然保护区申报工作。

1991 年，深沪湾海底古森林被确认为县级自

然 保 护 区 ，1992 年 升 格 为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2004 年，晋江市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配备

专人和经费保障，保护区的管理保护工作走

上了规范化道路。

至今，科学上仍不能确切地解释古森林和

古牡蛎礁的成因——地壳运动说、海平面升降

说、自然环境变迁说……科学家们众说纷纭。

然而，学者们在古森林遗迹意义的认识上却不

谋而合——古森林和古牡蛎礁及其自然环境和

自然资源，对研究古海洋、古气候、古植物及海

陆变迁具有重大价值，也是认识地壳运动、地球

气候环境变化规律的重要实证。

开展科研监测，为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提供保障

对照着遥感影像和无人机画面，自然资

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胡毅一行人沿着

潮间带向前走。潮水退去，一株株古树桩映

入眼帘。

谈保护，摸清家底是关键。自 2017 年起，

胡毅受保护区管理处委托，对海底古森林遗

迹开展科研监测。

尽管在来之前已经阅读了大量文献，第

一次见到那些古树桩时，胡毅还是为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深深折服。五六个人排成一排，

胡毅和团队成员行走在潮间带上，生怕遗漏

任何一处古树桩。此后，胡毅隔三差五便会

到深沪湾开展科研监测。对不同季节、不同

时刻的潮间带进行多次测量后，胡毅不仅帮

助保护区确定了 19 株裸露在潮间带上的古

树桩的定位，对树桩的分布范围、面积大小也

有了基本认识。

保护海底古森林，就得保护它周围的自

然环境。除了依托专业团队对保护对象开展

科学研究，管理处还对保护区内的海洋生态

环境质量进行常态化监测。每年春季大小潮

和秋季大小潮期间，管理处都会组织对保护

区范围内海域的水质、沉积物、生物质量等进

行取样监测。

“近 3 年的监测结果均显示，保护区海洋

水质稳定在Ⅱ类以上，沉积物质量良好。如

果出现水质不达标、生物质量数据异常等情

况，我们会第一时间有针对性地查找原因，制

定并实施相应的保护行动。”保护区管理处主

任苏文伟介绍。

在深沪湾海岸线沿线，矗立着 5 座通信

基站高塔。高塔内安装着一套智慧高空监控

系统，全天候、多角度对周围半径 2000 米的范

围进行监测，一旦发现异常情况，设备便可实

现自动报警。智慧高空监控系统与管理处内

部信息管理系统共同组建成管护监测一体化

平台，有效弥补了人工巡查力量不足的问题。

“古森林遗迹意义重大，但目前仍存在家底

不清的问题。例如古树桩的发现仍局限在潮间

带，更大范围内有没有古树桩？具体位置在哪

里？有没有除古树桩之外更多的古森林组成部

分？目前的技术手段还难以精确探测。”胡毅

说：“古森林遗迹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亟须尽快

投入更多力量，共同开展研究与保护。”

加强自然科普，保护观念
深入人心

“老师，大海里为什么会有森林？”“这些

森林长什么样子？”

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科普馆内，孩子们围着张汝媚，七嘴八舌地

抛出他们对古森林的疑问。馆内，张汝媚领

着孩子们看展览墙上的图片、玩海底古森林

VR 冒险、耐心回答他们的提问……从小听着

深沪湾故事的她，如今成为这里的一名讲解

员，从科学的角度阐述深沪湾海底古森林的

奥秘。

“保护工作需要人人参与。通过加强科

普，让更多人认识海底古森林的意义，提高保

护意识，保护效果才会更好。”保护区管理处

工程师洪少雄说。

现在，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内建有 1600 平方米的海洋科普馆、

500 平方米的地质博物馆和 300 平方米的学

术报告厅；建有生态宣传栏、宣传墙等户外宣

教设施；还举办世界海洋日、全国海洋宣传日

活动……近 5 年来，保护区累计举办主题科

普宣传活动 37 场、现场知识竞赛 7 场、专题展

览 1 场，受众达上万人次。

“可以明显感觉到人们的整体保护意识

在提高。原先会到保护区内赶海、挖贝壳的

大人和孩子，如今都有意识地将活动范围控

制在保护区范围之外。”保护区管理处监察科

科长王建筑说。

开展生态修复、种植沿海防护林、加强对

保护区的执法保护……除科普教育之外，一

系列保护举措也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效，海底

古森林遗迹受到人为破坏的风险得到了很大

程度的控制。

去年 7 月，泉州市观鸟学会的一群观鸟

爱好者在深沪湾看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大凤头燕鸥。“鸟类是反映一个地区生

态环境的重要指标。深沪湾的鸟类越来越

多，恰恰反映了保护区的保护有成效。”泉州

市观鸟学会会长吴轲朝说。

图①：保护区美景。

陈庆煌摄（人民视觉）

图②：保护区的古牡蛎礁。

赵 敏摄（影像中国）

图③：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勺嘴

鹬在深沪湾滩涂一带栖息觅食。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福建晋江深沪湾海底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科技助力 守护海底古森林
本报记者 王崟欣

本报济南 2月 14日电 （记者李蕊）近日，山东省生态

环境厅等 12 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黄河生态保护治理攻坚

战行动计划》，针对部分重大事项，明确具体攻坚完成时限，

为黄河生态保护治理制定时间表、路线图。

《行动计划》明确了具体攻坚完成时限，到 2023 年底前

山东计划完成 3 项主要攻坚任务，包括完成全部入海排污

口整治，基本完成黄河干流、大汶河流域、南四湖流域内行

政村生活污水治理，基本完成沿黄 9 市已排查出的 1109 处

农村黑臭水体治理。

今年底前完成3项主要攻坚任务

山东为保护治理黄河制定时间表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走近海洋保护区②走近海洋保护区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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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作为我国唯一以海底古森
林遗迹为保护对象的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福建晋江深沪湾海底
古森林遗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保存着有7000多年历史的海底
古森林和有 9000—25000年历
史的古牡蛎礁遗迹。随着时间
流逝，海底的古森林遗迹逐渐露
出水面，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
光，也提醒着人们关注其亟待被
保护的现实。

本报北京 2月 14日电 （记者王浩）

近日，水利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

局、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

推 进 生 态 清 洁 小 流 域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提出用 5 年时间，全国形成推进生

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工作格局；用 10 至

15 年时间，全国适宜区域建成生态清洁

小流域。

小流域面积一般不大于 50 平方公

里，但大多涵盖了山、水、林、田、路、村等

相关要素。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小流

域综合治理的深化与发展，对保护涵养

水源、复苏河湖生态环境、科学开展大规

模国土绿化行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具有重要作用。

《指导意见》明确了重点任务。在治

山保水上，以防治水土流失为重点，采取

水土保持工程、植物、耕作等措施，加强

人为水土流失监管。在治河疏水上，围

绕保护修复流域河湖水生态系统，复苏

河湖生态环境，实施河道、沟道、塘坝等

水系综合整治。在治污洁水上，结合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流域内水污染治

理、生活污水和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农业

面源污染防治和乡村绿化美化等。在以

水兴业上，实施“小流域+”，因地制宜打

造特色小流域产业综合体。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要素多，需要

加强协同配合。《指导意见》提出各地可

依托河湖长制、水土保持议事协调机构

等平台，完善政策举措，推进相关项目实施。各地要充分发

挥农民主体作用，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支持有条件地区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或引入社会资本管理

等方式落实管护主体，鼓励项目区群众优先参与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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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2 月 14 日电 （记者罗艾桦）近日，中国（湛

江）红树林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高端论坛暨红树林保护与恢

复国家创新联盟第三次大会在广东省湛江市召开。论坛围

绕“点‘湛’红树林，拥抱海洋蓝”主题展开研讨交流，以推动

中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红树林保护、修复与可持续利用。

湛江岛屿多、海湾多、生物多样性丰富。据了解，湛江

市通过近 20 年的努力使红树林面积呈逆势增长，被誉为

“世界湿地生态恢复的成功范例”。

中国（湛江）红树林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高端论坛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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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 2 月 14 日电 （记者黄娴）贵州省 15 家单位

日前联合印发《贵州省深入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

方案》，从城市空气、臭氧防治、柴油车污染 3 个方面精准发

力，持续巩固和改善全省环境空气质量。

该方案以细颗粒物、臭氧为重点管控污染物，以中心城

市为重点管控区域，以建筑施工工地、城区主干道和挥发性

有机物、氮氧化物主要排放源为重点管控对象，全面加强大

气污染防治。力争到 2025 年全省 9 个中心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平均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98.8%，细颗粒物平均浓度控制

在每立方米 22 微克以内，县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平均优良

天数比率保持在 97%以上，消除重污染天气，基本消除中度

污染天气，有效控制轻度污染天气，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

碧水、净土保卫战。

贵州持续巩固改善环境空气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