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生态 2023年 6月 13日 星期二1414

夏日的海边，蓝色的海水翻涌起滚滚浪

花，浪涛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往远处望去，天

和海连在一起，温和的海风吹过脸颊，清新的

空气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是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洞头岛东岙

沙滩。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和美海岛”名

单，33 个海岛入选。在洞头区中南部海域，

有着“东海明珠”“海上花园”美称的洞头岛名

列其中。

前些年，洞头岛近岸海域一度污染严重，

海洋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016 年，洞头区成

为全国首批 8 个蓝色海湾整治试点单位之

一。近年来，当地通过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带动产业转型、海岛振兴，走出一条既彰

显海韵、又留得住乡愁的绿色发展道路。

修复生态，守护“南红北
柳”生态交错区

傍晚时分，行走在东岙村的东岙沙滩，

李昌达望着在海边结伴拍照的游客，露出了

笑容。作为温州市（洞头）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见证了这片沙滩

的转变。

“过去是没有这个沙滩的，沙子都被人

们取走、运出去卖掉或者建了房子。村民们

的环保意识也比较薄弱，平时生活污水都直

排大海。”李昌达说，“东岙沙滩整治修复是

温州市蓝色海湾整治行动首个沙滩修复工

程，于 2017 年完工，修复沙滩面积 1.64 万平

方米。”

东岙沙滩的成功修复，正是当地蓝色海

湾整治行动的一个缩影。

来到洞头区霓岙村，村民柯受宾指着一

片海滩说：“以前那个海滩边都是石头、泥巴，

现在改造提升了，周围有停车场、休闲区，还

有红树林栈道，非常美观。”

柯受宾所说的，就是位于洞头区霓屿南

岸滩涂的一片红树林种植区。经过近 3 年的

培育，这里的海洋生态逐渐修复，出现了海岸

带野生柽柳、芦苇、碱蓬和种植红树林和谐共

生的独特景象，成为独具特色的“南红北柳”

生态交错区。

“洞头区自 2016 年起探索培育红树林，

并逐步打造红树林生态湿地公园，2018 年底

首次发现野生柽柳树苗，2020 年 9 月试种第

一批 50 亩人工种植柽柳。”李昌达介绍，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开展以后，洞头区累计种植了

82 公顷红树林、6.5 公顷柽柳林，成活率高达

91%以上。

如今，中、低潮间带的红树林与高潮间带

的柽柳在霓屿海岸线共同生长，发挥着防风

消浪、促淤保滩、固岸护堤等作用。

海洋生态修复带来最明显的成果，就是

海岛生物链的巩固与延伸。“最多的时候能看

到三四百只白鹭，平时也经常能看到成群的

白鹭在这里觅食，说明这里的饵料丰富起来

了 ，鸟 类 吃 的 小 鱼 、小 蟹 、贝 类 品 种 越 来 越

多。”李昌达说。同时，洞头区还邀请温州大

学相关科研人员联合观测，目前已发现几十

种鸟类，包括一些珍稀鸟类。

“在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中，我们主张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修复受损退化的海洋生态系

统。”温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洞头分局副局

长张海环介绍，一期项目总投资 4.76 亿元，规

划面积 15 平方公里，涉及 17 个村 2.5 万人。

通过治理，洞头区完成清淤疏浚 157 万平方

米，修复沙滩面积 10.51 万平方米，建设海洋

生态廊道 23 公里。

2019 年 4 月，洞头区再次开展新一轮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项目总投资 4.51 亿元，内容

包括“破堤通海、十里湿地、生态海堤、退养还

海”。截至目前，洞头区共修复了 10 个被过

度挖掘、侵蚀蜕化的沙砾滩，面积 27.67 万平

方米，累计修复岸线 22.76 公里，恢复了岸线

亲水功能。

数字赋能，引入社会资
本、共护碧海蓝天

在东岙沙滩上立着一块电子显示屏，屏

幕上显示“温州东岙蓝色海湾指数”，同时滚

动着游客人数、沙滩游乐指数、廊道观光指数

等信息。

什么是“蓝色海湾指数”？李昌达告诉记

者，该指数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工程对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改善海

洋环境质量，提升海岸、海域和海岛生态环境

功能，维护海洋生态安全，促进沿海城市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效应评价指数。

李 昌 达 介 绍 ，“ 蓝 色 海 湾 指 数 ”是 国 内

海 洋 生 态 修 复 领 域 的 创 新 性 成 果 ，可 用 于

蓝色海湾整治修复效果评估。按照这套评

价 体 系 ，东 岙 沙 滩“ 蓝 色 海 湾 指 数 ”为

85.99，表明海湾质量状况良好、稳定，保护

和管理较全面。

扮靓后的海岸线，吸引了大批客商前来

投资，洞头区积极探索出社会资本共建新模

式。“洞头区发挥温州市民营经济优势，按照

谁修复、谁受益的原则，吸引 10 多家民企参

与。”张海环说。

比如，洞头区韭菜岙沙滩修复采用“村

企共建”模式，村民通过参与陆域配套设施

建设、后续运营等方式获取收益。“以‘政府

修复+村企共建’的模式签订承包合同，政府

投入修复沙滩，村民参与陆域配套设施建设，

企业则以每年 70 万元的租金和约 65 万元的

管养沙滩费用‘入股’，获得了沙滩 15 年的特

许经营权。”洞头区韭菜岙沙滩经营业主杨

森权说。

东沙渔港边的人工沙滩，由浅水湾酒店

项目业主投资建设，兼顾酒店配套与生态功

能；东岙沙滩修复后，后续管养交给东岙村集

体，通过经营来平衡管理费用。这一系列做

法，均取得了不错效果。

发展生态旅游，环保理
念深入人心

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也给当地乡村振

兴带来了机遇，释放出生态旅游发展带来的

红利。

在洞头岛花岗岸线中屿的“网红”堤坝，

碧海蓝天映衬下，绿树红岩和浪漫的景观设

施，成为游客来洞头旅游必备打卡点之一，这

里是洞头区沙角村“中屿等到你”景区。

张海环介绍，蓝色海湾生态建设项目花

岗岸线建设工程通过石滩修复、清除淤泥、植

被养护等生态修复和改造，将曾经废弃不用

的海岸堤坝，依托专业摄影点缀式的改造提

升，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据统计，2022
年洞头区沙角村“中屿等到你”景区实现年旅

游综合收入超 3000 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超 230 万元。

蓝色海湾整治，让海岛人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以前，我们这个小村子只有两三间海鲜

排档，大部分村民以捕鱼为生。最近几年，眼

见着民宿和餐饮店越开越多，很多渔民也都

转产转业。”东岙村海鲜排档“东海渔村”负责

人洪求强今年 52 岁，在村里经营渔家乐已有

16 年。他告诉记者，他曾经作为渔民每次出

海都要一个星期左右，如今“洗脚上岸”经营

渔家乐，不仅收入提高了，还有更多时间陪伴

家人，日子更安稳了。随着村庄设施和生态

环境不断提升、完善，洪求强对今后的生活也

更有信心。

李昌达告诉记者，洞头区有 302 个岛，其

中 14 个海岛有居民。曾经东岙村以捕鱼为

生的村民，现在大部分转为在家门口搞休闲

旅游产业。通过修复沙滩和周边的生态廊

道，改善了村庄环境，在促进村民增收的同

时，也提高了人们保护环境的意识。

截至去年底，洞头区共形成 15 个民宿村

集群，共有民宿 594 家，民宿村户均年收入超

15 万元；如今，每年有上千名年轻人回乡创

业，常住人口比 10 年前增长了 22%。

图为东岙沙滩。本报记者 何宇澈摄

修复海洋生态修复海洋生态、、发展生态旅游发展生态旅游，，浙江温州洞头区浙江温州洞头区——

建设和美海岛建设和美海岛 守护碧海蓝天守护碧海蓝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何宇澈何宇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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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了
“和美海岛”名单，位于浙江温
州洞头区中南部海域的洞头
岛成功入选。近年来，依托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当地积极开
展海洋生态修复，创新效果评
估体系，海岛人民的日子越过
越红火。

独 特 的 地 理 环
境、充沛的水资源，让
秦岭成为了我国的中
央水塔；保护好秦岭
生态环境，维护好秦
岭水源涵养能力，对
保障我国水安全至关
重要

本报汕头 6月 12日电 （记者刘诗瑶）以

“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

主题的“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

活动日前在广东汕头举办。自然资源部公布

了“和美海岛”名单，33 个海岛入选，包括辽

宁省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岛群）、大王家岛、

獐子岛，山东省南长山岛和北长山岛（岛群）、

大黑山岛、砣矶岛，江苏省连岛，上海市崇明

岛，浙江省南麂岛、花鸟山岛、洞头岛、玉环

岛、枸杞岛、花岙岛、上大陈岛和下大陈岛（岛

群）、秀山岛，福建省湄洲岛、鼓浪屿、海坛岛、

大嵛山、惠屿、南日岛，广东省东澳岛、海陵

岛、南澳岛、上川岛、外伶仃岛、桂山岛、三角

岛，广西壮族自治区涠洲岛，海南省东屿岛、

分界洲、赵述岛。

我国共有海岛 1.1 万余个，其中有居民海

岛 480 多个。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工作是经全

国评比达标表彰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批准，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开展的国家级创建示范活

动。通过和美海岛创建示范工作，旨在建设

一批“生态美、生活美、生产美”的和美海岛，

通过以点带面，推动海岛地区实现绿色低碳

发展，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形成岛绿、滩

净、水清、物丰的人岛和谐新格局。

33个海岛入选“和美海岛”名单
本报北京 6 月 12 日电 （王浩、李梅英）近日，水利部联

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召开视频

会议，部署启动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此次专项执法

行动是五部门首次联合开展的执法行动，自今年 6 月开始至

年底基本结束，将持续开展违法线索排查、案件查处、监督检

查，共同维护好河湖安全。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锚定水事秩序明显好转、河湖安全持

续改善、协作机制更加顺畅的目标，聚焦防洪安全、水资源水

生态水环境保护、河道采砂管理、水利基础设施安全等重点

领域，加大对严重影响行洪的违法案件查处力度，对性质严

重、影响恶劣的重大案件实行挂牌督办、重点盯办、共同查

处，不断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规范化水平。

五部门首次联合开展
河湖安全保护专项执法行动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

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

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从南到北，在我

国众多的名山大川中，论降雨量和产

水量，秦岭并不是最丰沛的，为何能被

誉为中央水塔？

首先秦岭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

是我国南北地质、气候、生物、水系、土

壤等地理要素的天然分界线。独特的

地理环境造就了充沛水汽。携带暖湿

气流的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是秦岭地

区降雨的主要水汽来源。当季风携带

水汽翻越秦岭时，迎风坡造成水汽抬

升、形成降雨，进而形成径流。比如秦

岭南坡的汉江水系，约有 47%的降雨形

成径流，北坡的渭河水系也有约 40%的降雨形成径流。

秦岭还有着充沛的水资源。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不少

支流的水源就来自秦岭。秦岭南坡水资源储量 182亿立方米，

约占陕西南部水资源储量的 58％。长江重要支流嘉陵江、汉

江均发源于此，从秦岭而来的水，为这两条河流分别贡献了约

141亿立方米和 41亿立方米的水量；秦岭北坡水资源储量约

40亿立方米，涵养了黄河重要支流渭河、洛河，其中秦岭为渭

河贡献了约 35亿立方米的水量，占全河径流量的 40%。

秦岭还关系着华北地区人民群众生活的“大水缸”。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是丹江口水库，水库 70%的水量来自发源

于秦岭的汉江及其支流丹江。2021至 2022年度，南水北调中

线一期工程调水再创历史新高，超 92亿立方米，惠泽豫冀津京

沿线地区。这为秦岭成为中央水塔写下了鲜明注脚。

那么，中央水塔的“塔”又怎么理解？秦岭主脊海拔在

2000 米至 2800 米，最高主峰太白山海拔 3700 多米，巍峨高

耸的山体对水汽产生了显著的滞留作用，将大量水汽转化

为了降雨，这也是“秦岭—淮河”线与我国 800 毫米等降水

量线基本重合的重要原因。俯瞰大地，秦岭宛若耸入云雾

之“塔”，飞流从山巅直下，汇入江河。

如今，南水北调、引汉济渭等国家水网工程都与秦岭

息息相关，中央水塔作用日益凸显。保护好秦岭生态环

境，维护好秦岭水源涵养能力，对保障我国水安全至关重

要。保护好秦岭，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加强植被保护、保持水土，保护水源和湿地、加大

生态环境修复治理力度，让中央水塔永葆生机。

（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本报记者

王浩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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