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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届全国净滩公益活动深圳主会场
上，深圳市蓝色海洋环境保护协会海洋环保大
使、中国第一位沃尔沃环球帆船总冠军陈锦浩
主动请缨，组织“蓝色守护帆船队”首航，出海
清理海面垃圾，与海滩垃圾清理、海底垃圾清
理形成闭环，全方位守护蔚蓝海洋。

在担任“蓝色守护帆船队”队长以前，
陈锦浩一直致力于倡导和实践海洋环保，向

小水手们传递海洋环保的知识理念，培养他们
养成随手清理海洋垃圾的习惯。而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次出海清洁是在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
的支持下，使用特制的垃圾收集器收集海洋垃
圾，大大降低了清洁难度，使海面清洁得到更
好的推广。

净滩公益活动上，还有着更多像陈锦浩一
样的公益人。

在 2020 年的全国净滩公益行动连云港分
会场，不时会看到这样一个忙碌的身影，调试音
响、发放物资……他，就是正在中国地质大学读
研一的志愿者小朱。从初中开始，小朱就跟着爸
爸志愿参加净滩活动。那时，他是热衷于捡拾垃
圾的少年，如今，成长为志愿者团队的骨干。守
护好家门口的海岸线，是他的梦想。

已经 78 岁的任爷爷是连云港市清洁海岸
志愿服务中心志愿者团队的元老。只要通知有
活动，任爷爷总是积极参与，场场不落下。大
家担心任爷爷的身体和安全，可任爷爷却说，
我要多为家乡的大海尽自己的一份力。

海 洋 是 地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的 重 要 来 源 之
一 ， 为 人 类 带
来 了 丰 厚 的 宝
藏 。 目 前 ， 全
球 海 洋 经 济 已
是 第 七 大 经 济
体 ， 到 2030 年
前 ， 还 将 再 增
长 3 倍。 中国
海 域 位 于 亚 洲
大 陆 东 侧 的
中 、 低 纬 度
带 ， 跨 越 热
带 、 亚 热 带 和
温 带 三 个 气 候
带 ， 大 陆 岸 线
长 达 1.8 万 公
里 ， 海 域 分 布
有 6500 多 个 岛
屿 。 据 统 计 ，
中 国 管 辖 海 域
拥有 20278种生
物 ， 拥 有 丰 富
的 海 洋 生 物 资
源、矿产、油气、
滨海旅游、可再
生能源资源，开
发潜力巨大。

但 随 着 人
类 活 动 以 及 各
种 因 素 的 干
扰 ，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和 海 洋 生
物 安 全 受 到 严
重 影 响 ， 海 洋
生物多样性面临多重威胁，很
多 海 洋 物 种 濒 临 绝 迹 。 据 统
计，全球40%的海域正在遭受人
类 活 动 的 制 约 ， 诸 如 1978 年

“卡迪兹 （Cadiz） 号”油轮事
件 、 1979 年 墨 西 哥 湾 井 喷 事
件、2011 年福岛核电站泄漏事
件等，类似的污染事件使海洋
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全球海洋
物种资源正在逐步衰竭，甚至
濒临绝迹。由于过度捕捞，鲨
鱼、金枪鱼、海龟等物种数量
锐减，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威胁
主要来自于污染和气候变化、
过度捕捞、破坏性的捕捞作业
方式、海底采矿、航运、铺设
海底电缆和管道等。

在海洋污染面前，谁都无
法独善其身，需要全球凝聚共
识，全员参与治理。因为海洋
是一个庞大的生产力系统，其
生 物 量 囊 括 地 球 上 大 部 分 生
物，其生产力贡献值占全球生
态系统总贡献值的 2/3。目前，
全球多数海洋自然保护区地处
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自然
灾害、人为破坏的双重威胁一
直存在，一地如果突发意外事
件，生活在这一生态系统中的
所有生命必受牵连。例如，全
球海洋赤潮灾害就是因为大量
污水排放入海，致使养殖业巨
大经济损失，海洋生态遭受巨
大破坏。在我国，上世纪 70 年
代仅发现 9 次赤潮，但 2001—
2004年共发生赤潮371次，总面
积超过6.6万平方公里。

对于海洋环境治理，中国
历来高度重视，提出“海洋命
运共同体”的理念，旨在让世
界 人 民 共 同 保 护 全 球 海 洋 资
源，并一直积极努力取得一定
成效。《2019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
境状况公报》 显示，中国海洋
生态环境状况整体稳中趋好，
海水环境质量总体得到改善。

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较
为 完 善 的 海 洋 自 然 保 护 区 体
系，由国家海洋局及其涉海部
门建设并管理的海洋自然保护
区已有 60 多处。在保护区的各
项管理工作中，也相应制定了
各种技术规范和标准，包括保
护 对 象 、 类 型 等 管 理 技 术 标
准。尽管海洋自然保护区仍存
在资金不足、装备不够先进等
情况，但中国仍然坚持以自然
保护为宗旨，积极开展各项管
理工作。保护区在完善管理机
构、健全管理体制、强化保护
区的监察执法等方面进行了扎
实有效的工作。

海 洋 保 护 工 作 任 重 而 道
远 ， 唯 有 各 国 凝 聚 共 识 ， 政
府、科研机构、媒体、企业、
社会组织和公众一起加油，共
同应对海洋污染，构建海洋命
运共同体，才能为我们的子孙
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蓝
色
正
能
量

人
海
共
和
谐

修复珊瑚礁、捡拾垃
圾、保护海洋生态，一群普
通人无怨无悔地将全部力量
投入到海洋生态保护事业
中，用一己之力为人海和谐
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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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年满 30 岁的吴川良，在
27 岁那年瞒着父母，放弃了国家
级保护区里的“金饭碗”，成立
了 “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

也就是从那年起，吴川良潜
下心来集中精力主攻“珊瑚礁生
态保护修复”。第一年，研究所刚
起步，来不及自己研发技术，只
能花钱买技术、买服务；但仅仅
一年后，吴川良不惧骄阳和海
浪，长期驻守在西岛上历时数
月，带着团队开发出了自己的珊
瑚礁修复“独门秘笈”。

在 一 次 次 下 潜 、 一 次 次 观
察中，吴川良及团队发现，目
前国内外采用的珊瑚礁修复材
料主要是水泥、钢铁、聚氯乙
烯等高分子聚合物，这些材料
对珊瑚没有吸引能力，且可能
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如果受
到海浪和台风影响，移植的珊
瑚 就 很 难 稳 固 在 珊 瑚 礁 上 生
长，死亡率会大幅上升。

为此，吴川良带领他的团队
开始深入探索珊瑚的逃逸机制。

“能不能把逃逸的珊瑚收集起来，
重新附着？”“这些小个体珊瑚更
喜欢在什么样的材质上附着？”

“能不能根据珊瑚对附着材质的喜

好程度，开发出新的应用材料？”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川良

及其团队研发构建出一种珊瑚主
动接触、栖息，并在表面生长繁
殖的珊瑚礁底质材料。这不仅极
大地提高了珊瑚的存活率，加快
了珊瑚礁修复进程，而且在珊瑚
礁修复过程中也不会产生二次污
染。与传统珊瑚礁修复材料相
比，修复效果优势明显，还可以
一揽子解决珊瑚礁修复中的难题。

2019年10月21日，吴川良率
领研究团队签约入驻崖州湾科技
城，“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拥
有了国内领先的实验室。

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所有一
支非常年轻的团队，13 名研究人
员平均年龄不到 35岁，硕士学历
以上覆盖率达 80%。大家在相同
的价值观下埋头努力，展开珊瑚
礁生物和其他生物构成的海洋生
态系统研究、珊瑚礁生态修复技
术研发、珊瑚礁健康评价机制研

究等一系列高新技术项目与科学
研究工作。

第三年，又在原有技术上创
新研发，吴川良和他的团队开始
真正迈入珊瑚礁生态修复领域的

“专业赛道”。
吴川良的行为也感染了几个

和他一样热爱海洋事业的年轻
人，大家相继辞去原本安稳的工
作，和他一起将研究所做大做强。

“可能很多人认为环境保护和
经济发展之间是有矛盾的，很多
时候甚至会面临二选一的难题。
可是我们想做的却是在生态修复
过程中，探索研究新的生态应用
技术，以此助力地方政府发展蓝
色经济，同时，进一步促进生态
保护和相关研究。”在不断摸索前
进中，吴川良对于研究所的构想
越来越清晰，脚步也越来越扎实。

接手凤凰岛海域珊瑚礁生态
系统修复时，经过反复调研考
察，吴川良团队决定采用原生态

修复与替代性修复相结合的方
案，为珊瑚重新建造一个“家”：设
立出了用钢筋混凝土浇筑、具有
多维空间结构的人工生态礁体，
一个礁体表面可移植 100 株左右
的珊瑚种苗。并且，与金属人工礁
体相比，这种礁体抗风浪能力更
强、聚鱼效果更明显、造价也更低，
方便珊瑚落户安家。

在 拿 到 修 复 跟 踪 拍 摄 资 料
后，吴川良十分欣慰，因为“我
们移植的珊瑚种苗成活率达到了
80%以上，远超当初设定的修复
目标，兑现了‘还海底一个童话

世界’的承诺”。
目前，吴川良和团队已扎根

完成了十多项珊瑚礁现状调查、
国家环保督察海洋生态修复、环
境承载力等重大项目。研究所独
立或联合其他科研团队共同修复
的 珊 瑚 礁 区 域 已 经 超 过 40 公
顷；在凤凰岛海域开展的珊瑚礁
生态修复更是达到了 80%的修复
成活率。同时，吴川良和团队还
在海南海洋生态保护应用与推广
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力，正为海
南本土的海洋生态事业奉献着自
己的一腔热血。

天涯海角“护礁人”

2011年5月，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
梅联村迎来了一个既熟悉又特殊的年
轻人。说熟悉，因为这个年轻人土生
土长在这里；说特殊，是因为这个思
念家乡、希望陪伴亲人的年轻人以一
种全新的身份回到这里。他，就是

“大学生村官”赵克攀。
初时，回到梅联村的赵克攀是心

痛的，整个村子连一个垃圾桶也没
有。日常生活产生的垃圾往哪丢？答
案是——随便丢。那时的梅联村用

“遍地垃圾”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在赵克攀的记忆里，家乡的沙滩

干净又美丽。那时，全村人都喜欢把
席子铺在沙滩上睡觉。傍晚七八点的
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刻，大大小小的渔
船都满载而归。可再次回到家乡的赵
克攀，看到的却是满地垃圾，昔日可
以通宵打地铺的地方，如今散发着阵
阵腥臭味。

赵克攀在读大学期间就经常参与
海洋环境保护活动。从那时起，赵克攀
就把“保护海洋”装进了心里。现在，面
对梅联村遍地垃圾的状况，深感个人力
量的渺小，他想到了“蓝丝带海洋保护
协会”。“可不可以把蓝丝带海洋保护协
会的护海理念和做法带到梅联村，可不
可以和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一起推动
梅联村改变。”当他把这些情况、想法和
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的伙伴一说，立刻
得到了大家的支持。

2013年，“渔业社区共管模式”示
范项目落地梅联村，志愿者们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给每家每户配上垃圾桶，
给每条渔船也配上垃圾桶，宣传引导
村民们爱护环境、保护海洋，从不乱
扔垃圾开始。

然而在实际推广中却发生了意想
不到的事情：拿到一个个崭新的垃圾
桶后，村民们舍不得用来装垃圾，反
而作为日常生活用品装起了大米、鱼
虾等。无论赵克攀、志愿者们怎么做
工作，村民们还是依然如故。没办

法，志愿者又为村民们发放了第二个
垃圾桶，赵克攀每天都组织村委会干
部，开着拖拉机挨家挨户收垃圾。

最难的是，在宣传保护海洋，避
免过度捕鱼、不规范养殖造成海洋生
态破坏时，赵克攀和志愿者遇到了巨
大的阻力。“你们来干吗，滚！”“ 不
打鱼，怎么活！”……可赵克攀毫不气
馁，带着志愿者一家家做工作。同
时，每周组织村民观看与保护海洋、
保护生态有关的电影。他们还会在讲
座、座谈会等各种配套宣传活动中，
给村民们发放公益纪念品，每个纪念
品上都有保护海洋生态的理念，从各
方面培养、引导村民们养成保护海
洋、爱护环境的意识。

渐 渐 地 村 民 们 有 了 变 化 ， 到 了
2015 年，村民们大多都接受并认同保
护海洋。期间，他们还在梅联村外围
的东锣岛、西鼓岛周围延伸3海里放置
浮标，建立起珊瑚保护区，严禁捕鱼。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梅联村逐
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不仅
设置了垃圾处理中转站，还重新修
路，进行绿化，修建了统一的排污排
水管道等。如今，梅联村变成了一个
美丽村庄，在 2017 年获得了“美丽乡
村”的称号。

为了帮助村民在鱼越来越少的情
况下找到第二个经济来源，赵克攀又
和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一起推动打造

“梅联村民宿试点”。带头“吃螃蟹”
的村民腾出房间，改造成民宿；蓝丝
带海洋保护协会则协助村民进行民宿
推广。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越来越多
的“候鸟老人”喜欢上了这里，纷纷到梅
联村小住。看到效果的村民们开始争先

恐后地贴上门牌，将房间改造出租。2017
年，全村民宿爆满，达到 100%入住率；
2018年，甚至出现了租客比本村人还多
的局面。就连“专业化民宿”经营团队，
也开始进驻梅联村。

梅联村民宿业的发展还极大带动
了临近村落的民宿产业，梅西村、梅
东村也相继引入民宿经营。每年 10 月
到次年 4 月，梅联村、梅西村、梅东
村就成了“候鸟老人”的旅居必选地。

2020 年，在“渔业社区精准环保
项目”中，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一方
面聚焦渔业产业垃圾和休闲康养产业
垃圾减量、处理；另一方面携手社会
各界爱心组织举办“海洋文化+”阅读
计划系列活动，通过艺术展、影像
展、文明乡风墙绘等活动，打造有历
史、有文化、有活力的艺术梅联村。

“依山傍海，这是村子的福气，而
我们想做的，就是把村子变得更好、
更美丽。”在这里担任“大学生村官”
即将十年的赵克攀，希望明天的梅联
会更好。

蔚蓝赤子心蔚蓝赤子心

村里来了个年轻人

志愿者驾驶帆船在海上清理垃圾。志愿者驾驶帆船在海上清理垃圾。

吴川良团队正在进行珊瑚保育相关实验。

志愿者在梅联村清理垃圾。志愿者在梅联村清理垃圾。

梅联村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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