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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忆是一位在洞
庭湖边长大的湘妹
子，爷爷是渔民，虽
然很早就去世了，但
奶奶经常讲爷爷在湖
面捕鱼的故事。在奶
奶的故事中，蒋忆第
一次听说了“江猪
子 ”， 也 就 是 “ 江
豚”。故事里那个时
候的江豚很多，渔民
外出捕鱼，总是担心
遇到江豚把船拱翻。

但读大学期间，
“生态学”专业的蒋
忆却透过一次次水污
染调查，了解到水污
染对水生动物的扼杀
非常严重。怀揣着保
护珍稀物种的理想与
情 怀 ， 2013 年 底 开
始，蒋忆踏上了漫漫

“护豚之路”。
2014 年 ， 蒋 忆

大学毕业，在考研、
就业的抉择面前，她

选择了直接进入保护海洋的机构。
在洞庭湖区域跟着渔民叔叔们学习
江豚的生活习性和湖区环境，协助
洞庭守护者开展筹款、宣传科普等
工作。

“当地渔政部门非常信任我
们，有一次拦截非法电捕鱼船的联
合行动，让我们的负责人何叔叔担
任总指挥。虽然当天行动提前走漏
了风声，但富有经验的何叔叔依然
根据船只行驶影响水草的方向，判
断出违法电鱼船藏匿地点，带领渔
政执法大队成功拦截五条非法捕捞
鱼船。”回忆往事，蒋忆历历在目。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是她和几
个志愿者驾着快艇逼近非法捕捞船
只。非法捕鱼的渔民不仅大声骂
人，还用力将志愿者往船下推。其
中一个渔民，甚至从大衣口袋里掏
出了一把大菜刀。

就这样，在一次次的摸爬滚打

中，蒋忆慢慢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江
豚守护者。

2016 年的清明节，有人联系
到蒋忆，说在鄱阳湖水域一天之内
连续发现6头死亡江豚，这件事深
深刺激了蒋忆，她开始关注鄱阳湖
江豚及其栖息地保护。2016 年 8
月，蒋忆离开养育她的洞庭湖，单
枪匹马进入人生地不熟的鄱阳湖。

那时的鄱阳湖，大白天都能遇
到非法电捕鱼船，并且湖面还有渔
民布置的大量“迷魂阵”。2016年
10 月 ， 刚 刚 到 江 西 两 个 月 的 蒋
忆，带领志愿者和渔民团队，从

“迷魂阵”中成功解救一头江豚。
一时间，鄱阳湖“迷魂阵”成为社
会关注的焦点，也引发当地渔政部
门的高度重视，为后期鄱阳湖江豚
守护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

2016 年底，蒋忆成立了三个
护豚队，分别保护九江濂溪区、都
昌县、安徽嘉鱼县三处水域的江
豚。2017 年，她成立了余干县康
山乡护豚队，推动支持成立彭泽县
护豚队、湖口县江豚保护团队，并
独立注册九江市青山绿水自然保护
中心。鄱阳湖江豚保护由此打开新
的局面。

蒋忆希望能守护好江豚的每一
块栖息地，用心填补每一处守护江
豚的空白。2020年7月，已经在长
江江豚保护领域卓有成效的蒋忆，
再次做出新选择，由长江水域转战
钱塘江流域及河口地区、东海海
域，出任刚刚成立的浙江大学教育
基金会钱塘江江豚保护基金副秘书
长，只为守护长江江豚的亲兄弟

“海水江豚”。这已经是她从事江豚
保护的第七个年头。

“‘钱塘江江豚保护基金’将
逐步开展钱塘江流域及河口地区水
生态、水生动物生存环境、钱塘江
流域及河口地区江豚生存环境基础
调查，了解江豚分布情况、生存环
境，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一起提出
保护建议，有针对性开展保护行动
等。”蒋忆说。

小人物小人物 大能量大能量
袁袁 嫄嫄

蔚蓝海洋是地球生
命的摇篮、人类文明的
起源，为人类生存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依托
和物质保障。在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的队伍中，
有这样一群普通人：渔
民、画家、潜水员、公
益人等，虽然每个人能
力有限、影响力有限，
但他们却希望通过自己
的“小能量”，一点点
撬动身边人，逐步凝聚
成整个社会关注海洋保
护的“大能量”，以此
推动海洋生态保护。

提 起 林 永
法 ， 那 可 是 风
云 人 物 ， 这 位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象 山 县“ 渔 老
大 ”，2008 年 被
选 为 北 京 奥 运
会 火 炬 手 ， 参
加 了 奥 运 火 炬
在 杭 州 湾 跨 海
大 桥 上 的 传
递 ， 同 年 被 评
为 中 国 十 大 感
动 海 洋 人 物 ，
一 直 致 力 于 海
洋环保事业。

虽 然 是 一
个 再 普 通 不 过
的 渔 民 ， 可 他
却 做 着 联 合 国
都 关 注 的 事
情 。 不 仅 参 与
伏 季 休 渔 活
动 ， 保 护 幼
鱼 ， 并 带 头 在
自 己 的 渔 船 上
控 制 油 污 水 排
放 ， 坚 持 不 抛
弃 不 可 降 解 废
弃 物 ， 以 实 际
行 动 保 护 海 洋
环 境 。2000 年 ，
林 永 法 更 联 合
其他 20 位船老
大 ， 发 起 了 中
国渔民“蓝色保
护 志 愿 者 ”行
动 ，并 喊 出“ 善
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的口号。2001 年，通过电子
邮件和漂流瓶，他们向联合
国和环太平洋 20 多个濒海
国家元首呼吁全世界人民共
同保护海洋，得到热烈响应。
联合国原秘书长安南和新西
兰等国家元首均回信表示赞
赏和支持。

就是这样一位因为受益
于海洋，更懂得需要保护海
洋的渔民，多年来持续参与
公益净滩活动。每年的“全国
净滩公益行动”现场，都能看
到他卖力捡拾海洋垃圾的身
影。面对捡不完的海岸垃圾，
林永法痛心疾首。他呼吁，这
些垃圾在伤害海洋，大家要
携手保护海洋。

李煜，是秦皇岛一家画室的
创立者，更是秦皇岛创业者协会
的志愿者。在今年的“全国净滩
公益行动”秦皇岛会场上，她不
仅带着一群可爱的孩子们参与净
滩，还带着他们的画作，美丽的
海洋环境、可爱的海洋动物、热
爱海洋的未来畅想等，为所有人
呈现出一幅又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画面。纯真的画面，
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最初加入秦皇岛创业者协
会，李煜只是想为保护海洋发挥
光热，减少海洋垃圾污染。可渐
渐地，李煜不仅爱上了海洋，也
开始了解海洋。从事美术教育的

她，尝试将海洋主题、海洋保护
理念融汇到日常的教学工作中，
孩子们在学习绘画技巧的同时，
不仅持续关注大自然和生态环
境，更学习到应该如何爱护身
边的海洋。作品中，常常可以
看到美丽的鸟儿栖息在郁郁葱
葱的树林间，可爱的鲸鱼自由
自在地在碧蓝的大海中畅游，
金黄的沙滩上没有一点垃圾。

不仅如此，李煜还会带着
孩子们一起参与净滩活动，让
他 们 通 过 活 动 ， 了 解 垃 圾 分
类，更加懂得如何保护海洋。
孩子们现在常常提醒家人，不
能乱扔瓶子，可以回收。这种

潜移默化的培养，让孩子们从小
就树立起保护海洋的责任心。

喜欢大海，憧憬在海边工
作的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志愿
者李波，义无反顾地来到三亚
做救援工作已经有二十多个年
头。跟着鱼儿在海里畅游，欣
赏 美 丽 的 珊 瑚 是 他 觉 得 最 舒
服、最美好的事情。可在一次
台风过后，李波惊异地看到，
往日美丽的海洋，从海面到海
底到处都是塑料垃圾、生活垃
圾等等。倍感痛心的李波戴好
泳镜，一次次闭气潜入海底，
徒手清理、带离渔网、塑料瓶
等各种不属于海底的污染物。
虽 然 清 理 海 洋 垃 圾 会 经 常 受

伤，但伤痕累累的李波却依然
坚持着。因为他想要还大海一
个本来的面目。

就这样，从一个人到一群
人，凡是李波带过的救援队的

学员都知道，必修课就是随他
一起潜入海底清理海底垃圾1-2
次，才能达到合格标准。但大
家却乐此不疲，穿着潜水衣、
戴着面镜、手套等，一次次下
潜，或捆绑、或装进网袋，一
点点将海里的垃圾带离。最多
的一次，李波和他的伙伴们带
离了800斤垃圾。

背上沉重的氧气瓶潜水清
理虽然很辛苦，但李波却从未
想过放弃。就连日常救援队的
拉练，也常常与海岸、海底垃
圾清理结合在一起，因为这是
他们想要守护的海洋。

提起东亚江豚，在网上可以
查到很多“江河卫士”大海守望者
任增颖发布的信息。从 2012 年 11
月 23 日至今，大连海洋产业发展
促进会副秘书长任增颖对东亚江
豚的命运持续关注了8年。

许多人不认识、甚至不知道
有 东 亚 江 豚 这 种 物 种 ， 因 此 ，

“海水江豚也是江豚”成为任增
颖“八年如一日”的宣传口号。

“我想做的是，至少让大家知道

东亚江豚的存在，再通过搜索关
注了解东亚江豚，然后才有保护
东亚江豚的可能性。”除了在近
岸海域广泛宣传“海水江豚也是
江豚”，任增颖还常常在被学校
邀请进行滨海湿地保护科普教育
的讲台上，为中小学生们普及东
亚江豚相关知识。

作为一种洄游生物，东亚江
豚的洄游路线至今仍未被确定。
东亚江豚喜欢生活在近岸浅水域

及咸淡水交汇水域，也因此东亚
江豚的种群生存情况才会被当作
海水污染状况的风向标之一。

“公众普遍对东亚江豚缺少
认识，这本身也会对东亚江豚的
救助、救护造成不当影响。比
如，许多人不知道发现东亚江豚
应该如何救护，应该拨打哪个救
助电话，甚至不知道不能轻易搬
运东亚江豚，以免对其造成二次
伤害。”这是任增颖最担心的。

采访中，任增颖多次重复一
句话——“海水江豚也是江豚”，
希望社会各界能像重视“微笑天
使”长江江豚那样关注海水江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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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市西秀海滩附
近海域，帆船运动爱好者
驰骋在浩瀚的海面上。
王程龙摄 （人民图片）
其他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蒋忆给杭州市学军小学的小河长们科普江豚知识。

任增颖在黄河三角洲黄河入
海口湿地做宣传。

任增颖在黄河三角洲黄河入
海口湿地做宣传。

李煜 （左） 在今年“全国净
滩公益行动”中，带领孩子们展
出海洋主题画作。

李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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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
拾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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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
。

在今年“全国净滩公益
行动”中，林永法在接受媒
体采访。

海洋是人类宝贵的财富，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是全球责任。中国是
一个海洋大国，拥有辽阔的海域、
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海湾、河
口、海岛、盐沼、滩涂、海草、红
树林、珊瑚礁等众多类型的海洋生
态系统。当前，中国把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同时，
努力助推海洋环境保护的国际合
作，主动肩负起国际责任和义务。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加
大海洋保护区建设力度，保护区数

量迅速增加，海洋环境凸显出外海
水质良好的态势。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海洋保护区已建立 271 个，总
面积约12.4万平方公里。

本世纪初，中国启动海洋保护
工作的系统部署，最近发布的《中国
海洋保护行业报告》（2020）认为，以
渔业资源养护为最初的切入点，海
洋保护理念逐渐在政策序列中得到
明晰。如今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原
则已经贯穿于整个涉海领域。

捕捞是影响海洋生态系统最重

要的因素，针对这一问题，中国采
取许多措施，包括制定国家保护动
物名录、制定休渔与减船制度、建
立各种保护区和保护站、制止非法
贸易、救助和人工孵化等，有效保
护了海洋资源。

近年来，沿海省份普遍把海洋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领域，把
发展海洋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
长点。在海洋经济不断增长的同
时，海洋资源保护也取得了明显成
效：长期存在的乱占岸线湿地、违

法围填海和违法向海排污行为已得
到初步遏制；海洋污染情况有所改
善，2019年，全国近岸海域水质总
体稳中向好，优良（一、二类）水质海
域比例达到 76.6%，比 2016 年上升
3.7个百分点；通过实施“蓝色海湾”

“南红北柳”等生态工程，已累计建
立各类海洋保护区270余处，整治和
修复海岸线200多公里、修复滨海湿
地5800多公顷。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美丽中国建设

的重要组成，是海洋强国建设的重
要基础，是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依托，是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的重要领域，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的重要抓手。今年，《全国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以更
高的战略定位，统筹了海洋保护的
相关事务。

生态环境部表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十四五”规划编制要以

“美丽海湾”为统领，扎实推动海
湾生态环境质量改善，让公众享受
到“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鸥翔
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湾。

目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依然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比如陆
源污染排放量大，近岸海域水质改
善成效还不稳固；海洋生态环境脆
弱，海洋生态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根
本遏制；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海

洋赤潮、浒苔等生态灾害仍处于多
发期等。

对于未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国家主管部门强调，要用新体制凝
聚新优势，用新思路谋划新突破，
在新起点上奋力开创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新局面。具体做法上，将加快
健全完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
法规和制度体系；加快解决突出的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强化海洋生
态、陆源排污、海上排污和企业监
管；加快打造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队
伍、监管应急队伍、技术支撑队伍
和执法队伍；践行“海洋命运共同
体”理念，深化与“一带一路”国家和
全球主要海洋
国家的合作，努
力为保护全球
海洋生态环境
发挥积极作用。

鱼鸥翔集 人海和谐
鞠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