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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整治海湾：把最好的岸线还
给自然，把最美的海湾留给百姓

浙江温州洞头。干净澄澈的海湾像一
块碧玉，柔缓的波浪轻轻涌动，柔软洁白
的沙滩上，人们光着脚开心地嬉戏。

“水温 20摄氏度、波浪 2级、能见度良
好、漂浮物零……”洞头海洋生态与藻类
研究院院长李昌达盯着沙滩电子屏上的蓝
色海湾指数，露出了笑容，“每天，这些指
数帮助市民游客了解海湾实况，还能指导
渔民出海。”

“你想象不出这里以前啥样。”李昌达
掏出一张老照片，画面上碎石裸露、污水
横流、岸线破碎。“当时村民为了生计，填
海造地、挖沙盖房。景观变得脏乱差，还
因为缺了沙子的缓冲，海浪直接拍岸引发
灾害。”

今昔巨变，得益于生态治理。
先治污——洞头区率先成为全国第一

批开展“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 18 个城市
之一。把直排沙滩的污水管网集中改造，
净化处理后再排放，又把山体水引流到海
里，防止变成洪水污染大海。

再修复——“控制好污染源，再进行
碎石整理和新沙堆放，沙子的粗细都要精
心挑选。”李昌达捧起把沙子放在手心细细
研磨，“经历了多次台风天气，沙滩没被卷
跑，我们的修复经受住了考验。”

岸边，一溜错落有致、整洁有序的房
子映入眼帘，墙体都涂刷上了鲜亮的色
彩，配上碧海蓝天，宛如闯入了童话世
界。外出打拼的东岱村村民，看到家乡环
境变美了，纷纷回乡开上了民宿。

如今，洞头整个“蓝色海湾”整治区
域的民宿已有151家，占全区六成多，户均
年收入 10 万元以上，带动了千余名渔民农
民创业就业，真正实现了修复一片沙滩，
激活一个村庄，带动一片经济。

沙滩整治修复，仅仅是自然资源部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一部分。海洋环境
综合治理和生态廊道建设，在洞头也一刻
没有落下。

“台风天，我们都来东沙渔港避风。”
陈阿婆打渔多年，对渔港了如指掌。“过去
渔港能容纳 600 多艘渔船，但后来淤泥堵
塞、塑料瓶泡沫箱遍地，渔民都不愿来喽。”

重拳出击，海底清淤疏浚，东沙渔港
水深平均提升2.7米，水质改善了，浅湾终
于又变回了美港。

精准发力，建设海洋生态廊道。依托
洞头独特的海石崖地貌，景观由点及面、
串珠成链。

海洋和陆地唇齿相依，如果伤害了海
洋生态，也会对陆地生态和生态全局造成
损害。“碧海洁滩同样是金山银山。”洞头
的海洋生态治理实践，帮海岛群众换了一
种方式“靠海吃海”，也让这片蓝色海湾成
为美丽的海上花园。

放眼全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海
湾整治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尤其 2018
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 严格管
控围填海的通知》 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以高压态势震
慑违法围填海，加强用海监管，严格审核用
海项目，并加强围填海历史遗留区域的生态
修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争取把最好的岸
线还给自然，把最美的海湾留给百姓。

海洋放牧：让水下荒漠变
“森林”，实现对大海的反哺

打开一段历史影像，大块的人工鱼礁
被扔进贫瘠荒凉的海底。一年、三年、五
年……当屏幕上的时间数字向后推移，画
面终于发生了神奇变化。藻类在礁石着
陆，鱼虾贝类“安家落户”，熙熙攘攘、好
不热闹。

这是河北省祥云湾海域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里的一幕。十几年海洋生态修
复，这里的海底“荒漠”耕成了茂密的

“森林”，生态效益好，经济效益也有了。
祥云湾地处滦河与蓟河的入海口，有

着独特的牡蛎礁资源，一度滩净岸美、水
清藻绿、沙蟹如潮。随着沿海经济发展，
过度捕捞、环境污染等原因，海里的牡蛎
礁体锐减，生物多样性下降。河北乐亭县
闫各庄村渔民李庆春回忆：“拖网的网眼越
来越小，捕到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一些鱼

类几乎绝迹。”
海洋生态恶化，令人痛惜不已！从

2005 年开始，唐山海洋牧场实业有限公司
联合中国海洋大学，与自然资源部海洋一
所共同进行技术攻关，建设以人工鱼礁为
主体的海洋牧场。

“把礁石投放到海底，本质上是人工为
藻类‘搭台’，为鱼儿造窝。”唐山海洋牧
场实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初期有些
费力不讨好，常常一船几十万元的构件
礁，投进水里几天就消失不见，而且见效
非常慢。但看准了就不能放弃，“我们背负
着巨大压力，坚持投礁。”

投放人工鱼礁，背后是一套严密的海
洋生态修复逻辑。礁石入海，牡蛎就找到
了着床点，马尾藻、刚毛藻、海膜、孔石
莼等藻类才能附着在牡蛎上。有了藻类，
鱼虾蟹贝等自然就聚集过来。

年复一年，2.35万亩泥沙质人工鱼礁生
态系统工程效果良好，水质清澈，礁区内
生物量是非礁区生物量的 30 倍以上，带动
海产品养殖、饲料加工、海产品交易、海
产品加工、休闲渔业等上下游产业，直接
及间接带动 2000 余名渔民就业，渔户年人
均收入达4.5万元。

海洋牧场应该“牧”什么？各地集合
优势、因海制宜。山东省芙蓉岛西部海域
国 家 级 海 洋 牧 场 示 范 区 ， 大 规 模 推 行

“贝、藻、参”立体生态循环养殖，上层养
殖龙须菜，中层养殖扇贝，底层投礁、底
播增殖海螺、牡蛎和海参。海南三亚蜈支
洲岛海域海洋牧场内，排排珊瑚茁壮成
长、摇曳多姿。

数据显示，从 2015 年农业农村部启动
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创建工作算起，截
至目前已创建五批11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

“相比单一的增殖放流方式，海洋牧场
之于生态修复具有长效性、系统性等优
势。”专家说，海洋牧场本质上是一个抓
手，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做起，实现海洋
生物的自我补充，对海洋渔业资源枯竭进
行根本修复，实现对大海的反哺。

无数实践证明，只有充分保护海洋生
态系统的完整和平衡，才能实现渔业资源
的持续利用和绿色发展。实现海洋经济效
益、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坚持保护优
先、适度开发、陆海统筹、节约利用，始
终把海洋生态保护摆在突出位置。

生 态 修 复 ： 在海底“种
树”，把红树林变成金树林

“阿嬷，你看种好了多漂亮。”“阿公，
种上了，你还能拿林子管护费……”

洪荣标至今记得，当年自己调入厦门
海洋与渔业局的第二天，就被派到翔安区
去协调海滩“种树”。

种的啥树？这树不一般——树冠庞
大、根系发达、深扎水中，表皮暴露处呈
红色。没错，就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
岸潮间带的红树林。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以 14%的国土面积，
承载了40%的人口，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
总值。本世纪以来，沿海地区围填海规模
日益增大，用途扩大到港口物流、临海工
业和城镇建设等，导致滨海湿地面积持续
减少。

彼时，为响应国家保护海洋生态的号
召，厦门市选定下潭尾村作为试点，开展
红树林试验性种植。

“当时村民为了生存，把滨海湿地统统
围起来搞养殖。突然不让人干了，抵触情
绪很大。”为了做通工作，洪荣标跟着当地
干部一趟趟往村民家里钻。

沧海桑田。16 年后，人们爱惜红树林
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但保护红树林的工
作仍在继续，帮助厦门筑起更加坚实的海
上绿色长城。

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红树林研
究团队的陈光程和同事们定期在红树林开
展湿地调查。“我们想弄清楚，红树林生态
修复后，生态系统如果变化，湿地功能是
否得到提升。”

在红树林学术界，流传着很多动人的
故事。以林鹏院士、卢昌义教授为代表的
专家们，都是打着赤脚站在滩涂、水中，
一寸寸确认红树林生长的土壤，亲手栽培
幼小的树苗，他们对海洋生态的重视和热
爱，激励着年轻人。

老厦门人林敏，每天清晨都要在筼筜
湖跑步锻炼，观赏悠闲觅食的白鹭群。“70

年代围海造田让筼筜港
变成了筼筜湖，红树林
没了，鱼虾也不见踪
影。”林敏说，从 80 年
代开始，市里对导流堤
滩涂进行改造，2000年
开始复种上了红树林，
童年记忆里的生态景象
慢慢复原，离去的鱼儿
鸟儿都回来了。

如今厦门的红树林
连绵成片，遍布岛内外
滩涂，总面积近 200 万
平方米，是名副其实
的“城市绿肺”，还有
效 带 动 了 科 普 、 旅
游、休闲和观赏等产
业发展，红树林成了“金树林”。

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红树林修
复和研究等工作有序展开，我国红树林面
积减少的趋势得到扭转。在全球红树林面
积整体递减的同时，我国却成为世界上少
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的国家之一。
此外，全国退围还海、退养还滩、退耕还
湿的工作有序推进，被修复的滨海湿地累
计已达8000多公顷。

严守保护红线，弥补生态欠账。自然
资源部将继续依托“蓝色海湾”综合整治
行动推进工程建设，今年计划完成红树林
修复100多公顷，滨海湿地1200多公顷。同
时，依托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充分发挥
生态系统防潮御浪、固堤护岸的减灾功
能，实施海堤生态化建设，对连岛海堤、
围海海堤和海塘等沿岸建设工程整治改
造，构建更具韧性的海岸带综合防护体
系。此外，针对全国珊瑚礁、海草床等海
洋生态系统的现状调查也在进行中。

保护海洋、开发海洋、经略海洋，我
国海洋事业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蓝色经济点燃绿色引擎，2019 年全国
海洋生产总值超过8.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6.2%，海洋经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
建设海洋强国的航道上，中国这艘巨轮风
帆高扬、势头正劲。

““蓝色国土蓝色国土””加快向绿色发展加快向绿色发展、、人海和谐嬗变人海和谐嬗变

耕 海 牧 渔 奏 新 歌
本报记者 刘诗瑶 朱 隽

“多年不见的大牙鲆又出现了，我们老渔民都觉
得新鲜！”山东青岛会场社区的渔民杜海生说，“海洋
牧场里，平常不咋见的小黄鱼、鲈鱼、黑头多了，渔船
出去一个多小时，就能捞上100多斤梭子蟹。”

满载而归的杜大爷也曾经历无鱼可捕的苦闷。
“那些年捞得太狠，出去一趟都带不回啥！”改变发

生在兴建海洋牧场以后，投放废旧渔船、移植海
藻、放流鱼苗虾苗，“像放牧牛羊一样放牧鱼虾。”

赶海变牧海，水质净了，环境好了，海洋资源
也恢复了。约300万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1.8
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成千上万座堪称海上明珠的
海岛……作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中国坚持“保

护优先、生态用海、集约节约用海”新理念，创新
海洋生态保护模式，“蓝色海湾”“南红北柳”“污
染防治攻坚战”等一项项重大工程大力推进。

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物丰、人和，中国
海洋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实现
人海和谐共生，“蓝色国土”正奏响耕海牧渔新歌。

江苏如东，有这样一
个节日——放鱼节。每到
这个日子，一桶桶鲜活的
鱼苗，通过流水的滑道欢
快地游进大海。放鱼节连
续举办 12 年，累计放流各
类苗种1亿多尾。

山东青岛，有这样一
种课程。这个课上，同学
们可以系统地了解关于海
洋的各类知识。今后，海
洋教育课程体系会覆盖青
岛幼儿园到高中的基础教
育全学段。

浙江玉环，有这样一
款手机 APP。不管是巡滩
的滩长还是普通群众，发
现非法占用海滩、违禁渔
具下海等问题都可以随时
举报。强力监督，有效遏
制了损害海洋生态的行为。

无论是设立节日，还
是润物无声的课程涵养，
抑或是借助现代科技这样
的机制保障，其背后都是
想激发人们热爱海洋、呵
护海洋的意识，把保护海洋生态的理念化
作自觉的行动坚守。

美丽中国离不开美丽海洋。可喜的
是，随着人们海洋意识的增强，越来越多
的人认识到，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需要严
格的管理和精心的呵护，也有越来越多的
人投身于海洋的保护。因此，我国海洋生
态环境才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

海洋资源属于现在，更属于未来。养
海护海，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是涉及我
们子孙后代的千秋事业。不能因为眼前利
益而断送长远利益。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
海洋，处理好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资源环
境保护的关系，坚持绿色发展，科学施
策，实现人海和谐，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
碧海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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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说明：
图①：6 月 3 日，船舶

行驶在福建宁德三都澳退
养区海域。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图②：修复后的东岙

沙滩充满童趣。 林俊榜摄
图③：在海南

三 亚 蜈 支 洲 岛 海
域，旅游区工作人
员即将下潜到海洋
牧场进行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摄

图④：山东青岛栈桥
景区海鸥成群。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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