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0 地方之窗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2年10月13日 星期四2022年10月13日 星期四

走进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仁和
街道三白潭村，一个个标准化生态
养殖塘映入眼帘，清澈的水中鱼群
活跃，这里是当地有名的水产养殖
基地。

“这几年养殖科学了，效益也
跟着节节攀升。”养殖大户蒋永忠
告诉记者，早些年间，当地养殖普
遍缺少尾水处理能力，养殖尾水直
排入河，不仅造成水污染，鱼也养
不好，水产养殖发展一度受限。

转变从何开始？仁和街道区
域发展办公室主任张卓琦介绍，
这 几 年 区 里 大 力 推 动 “ 西 部 富
美”行动和乡村振兴，精准开展
农业项目招引，率先引入农村职
业经理人模式发展集体经济，探
索城郊型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新路
径，成功创建一批现代化农业产
业 园 ， 探 索 建 设 未 来 乡 村 示 范
带。三白潭村也顺势建起未来渔
业科创孵化园，引进“工厂化循

环水养殖系统”等系列先进养殖
技术，利用成果转化推动养殖工
艺标准化和养殖系统信息化，让
养殖产品实现了可追溯与绿色化。

来自宁波大学海洋学院的养殖
团队正是被孵化园吸引而来的专业
人才，入驻后开发了海水蟹生态集
约化养殖体系，让不靠海的余杭也
能产海蟹。一家农业龙头企业当起
了“职业经理人”，通过“公司＋
农户”订单模式与养殖户合作养
鱼，由企业向农户提供优质鱼苗和
饲料，并和农户签订水产品回购协
议，蒋永忠便参与了这项合作，他
说，“孵化园开展免费鱼病检测、
水 质 化 验 、 养 殖 管 理 等 技 术 服
务，科学指导养殖生产，让我们
很安心。”

截至目前，未来渔业科创孵化
园已吸引孵化农业科创、文创企业
14 家，带动 250 余户养殖户、村民
1500 余人，带动养殖面积 1 万余

亩，累计增加养殖户收入 4000 余
万元。余杭甲鱼等一批当地农渔产
品还成功走出国门，出口到韩国、
日本、新加坡、泰国等国家。

三白潭村的成功转型，正是余
杭区推动落实乡村振兴的缩影。这
几年，余杭区先后出台支持乡村振
兴战略系列政策文件25份，在产业
发展、乡村经营、美丽乡村等乡村
振兴多个领域进行体制机制的有益
探索；“十三五”以来区财政累计
向“三农”投入近 300 亿元。全区
已累计引培农创客 251 名，新增区
级农创客示范基地6家。

“下一步，我们将以打造全国
乡村振兴样板地、都市现代农业示
范区、全域美丽乡村标杆区、‘三
农’共富先行区的‘一地三区’为
定位，努力探索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的

‘余杭实践’。”余杭区农业农村局
局长吴建中说。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江州
区，群众遇到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都可以到“诊所”看“病”。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江州
区创新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模
式，创建并推广“民事诊所”，“对
症下药”，专门解决人民群众遇
到的难题，“快诊快治”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关键小事”。

江州区石景林街道友谊社区佛
子新园是一个安置小区，小区内集
体建有 1栋 7600平方米的综合大楼
和 1个占地面积 1200平方米的综合
农贸市场。但这些设施没有投入
运营，居民也就没有收益，于是他
们将问题反映到“民事诊所”。

社区书记李远松第一时间派出
党员、网格员等网格先锋到现场

“会诊”，找准“病灶”，各方认领责
任：在街道和“双报到”单位——崇
左市政协办的帮助下，社区干部主
动“走出去”招商。

李远松带领社区干部，多次到
南宁、深圳等地寻找客商。最终，
成功引进一家有实力的商家接手投
资经营。现在，集体每年有40万元
的收益，哪户家里有困难，小区都
会划拨经费补助。“这样的‘民事
诊所’，真正是为民解忧。”居民周
杰高兴地说。

“为了帮助群众解难题，我们
创建‘民事诊所’，‘对症下药’解
决问题。”江州区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左涛说，目前，江州区已在乡
镇、街道创建“民事诊所”67 个，
配备“医生”580名。

“民事诊所”广泛吸收党员志
愿者、网格员、单元长等群体参
与，整合辖区资源，通过听民意、
询症结、看实地、解难题的“闻问
望切”工作法推进社区服务。

“‘民事诊所’最关键就是要
方便群众解决问题。”江州区委副
书记黄运辉说，江州区构建起街

道、社区、网格、小区、楼栋五级
联动组织体系。

“民事诊所”还将“坐诊”变为主
动“出诊”。江州区罗白乡岜萌村网
格“医生”岑志强在走访中发现，村
头新修灌溉农田水渠未安装防护
栏，存在安全隐患。他当即联系相
关单位，仅用 2 天时间便建起 60 多
米的防护栏。“护栏建起来，给群众
增加了安全感。”村民黄书民说。

今年以来，江州区“民事诊
所”已对基层 1528 个“疑难杂症”
开出了处置良方，解决了一大批群
众遇到的难题。

“初心深处是民心，为民服务
不止步。”江州区委书记、中泰产
业园 （市城市工业区） 党工委书记
梁金昌说，下一步，江州区将继续深
化“民事诊所”的体制机制，使之成
为“问题不上交、事在格中办、服务
不缺位”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新模
式，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

广西崇左江州：

“民事诊所”解民忧
庞革平 陆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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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杭州余杭：

“未来农业”促共富
本报记者 窦瀚洋

双管齐下，治理成效明显

红树林作为“海岸卫士”“海洋绿
肺”，在净化海水、防风消浪、固碳储
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广东省湛江市海岸线总长
2325.9公里，蜿蜒绵长的海岸线上分布
着 9000 多公顷红树林，占全国红树林
面积的 33％。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沿雷州半岛 1556 公里海岸线间
断性分布，总面积20278.8公顷。

得天独厚的红树林成为提升城市
环境的重要抓手。湛江市麻章区濒
临南海，有着适宜红树林生长的绝佳
环境。

“历史上，由于围海造田等违背自
然规律的行为，麻章红树林遭到较大
破坏。”麻章区文联主席彭镇强向记者
介绍，近年来，随着绿色理念逐步深
入人心，人们也越来越重视保护红树
林。如今，麻章区沿海很多村庄都制
定了村规民约，不准砍伐红树林，不
得开垦红树林搞养殖，红树林生态逐
渐得到恢复，面积正逐年增加。“麻章
区也正在规划在多个区域恢复种植红
树林，进一步修复曾经遭受破坏的红
树林带，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彭镇
强说。

“现如今，全世界红树林面积逐年
递减，但湛江红树林面积逆势递增，
被国际湿地专家称为世界湿地恢复的
成功范例。”麻章区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向记者介绍，一方面，麻章加强
红树林资源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普
及红树林资源保护知识，引导全区干
部群众树牢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公民
对红树林资源的保护意识，特别是注
重对青少年保护意识的培养；另一方
面麻章区加强对保护区的管理，保护
区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保护
区周边适当控制人为活动。

一边对破坏生态的违法行为严厉
打击；另一边科学规划、科学论证，
积极开展红树林的修复工作。双管齐
下，治理成效破土而出。麻章区通过
对清退的养殖塘开展红树林人工造
林，进行生态修复，共新种红树林
4200 亩，目前，红树林成活率高，长
势良好。如今，麻章区红树林保护区
作为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红树林面积占全
市的21%，全省的16%。打造红树林之
城，营造红树林文化，成为粤西沿海
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人工种植，改善人居环境

海边的人们渴望亲海近海，与红

树林“零距离”邂逅。于是，茂名将
木栈道延伸到电白区水东湾红树林深
处，不仅成为城市人身边观海、休
闲、散步的好去处；更打造成红树林
科普教育栈道，让孩子们从小习惯与
红树林相依，学会与海洋共处。

1999 年，茂名市水东湾红树林自
然保护区正式设立，从 2004 年开始，
种植海桑、拉关木、白骨壤等 10 多个
红树林品种，形成混交林，沿海岸带
状分布。但有一段时间，由于红树林
面积大，疏于管理，导致垃圾聚集较
多，不仅影响了红树林生长，更影响
了周边生活环境。

保护区怎么保护？人居环境怎么
改善？近年来，茂名多次聘请国内专
家到电白区考察论证，整顿清理水东
湾内非法占用滩涂养殖鱼虾塘，引种
桐花树、木榄、海南海桑等优良新品
种，成功解决了种植红树林成活率
低、保存率不高等造林技术问题，在
高盐、高沙困难滩涂营造大面积试验
林和推广林，恢复种植红树林面积800
多公顷。

茂名铺设海堤雨污分流管道，铺
建跨海管道，改造升级污水处理厂；
补植、修复约 1125 亩红树林保护区，
构筑生态缓冲带，有效推进红树林生
态健康发展。

茂名对景观资源适度进行旅游开
发，为保护区持续发展增添后劲。设
立红树林保护区管理总站，加强管护
管理，每周安排人员对区域红树林进
行日常清洁管护，每年对红树林种子
幼苗及其衍生物清理以及景点区域红
树林修剪；投资建设水东湾海堤防灾
减灾工程，投资建设水上科普栈道，
方便对红树林管理，也为群众近距离
观察红树林提供条件。

目前，水东湾水生态现状已逐步
改善，吸引鸟类近200种栖息，是“广
东十大观鸟胜地”之一，被人们称为

“海上森林”。“电白红树林科普教育栈
道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参观游玩。”电
白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小猛向记
者介绍，“这不仅让群众尝到了好生态
的甜头，更增强了群众对红树林的认
识以及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生态养殖，助推产业发展

位于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程村镇
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是粤西地区除
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外，仅
存的连片面积较大的天然红树林，保
护区规划总面积 1.5万亩。茂密连片的
红树林，不仅是程村湾海洋生态自然
保护区的主角，也是程村镇百姓多年
养蚝历史的见证。

红树林起着净化海滩生态环境的
作用，这种天然屏障使程村成为极为

难得的生蚝养殖基地。2021 年，程村
镇养蚝海域面积 2000 多公顷，产鲜蚝
5.9万吨。

在一望无际的海域，片片红树林
与碧海、蓝天、鹭影、村庄组成和谐
生态画卷，满载而归的渔船一艘接
一艘。丰收景象的背后，红树林功
不可没。

“蚝的生长对环境要求比较高，
需要有特定的水质和水流。”广东省
农科院研究员、阳西县农业农村局挂
职副局长夏宁介绍，红树林不但提供
了优良的水质水流，还提供了蚝生长
繁殖必需的微生物环境，红树林的落
叶分解之后转化成的单胞藻是蚝最好
的饲料。

从湛江一路往东到茂名，再到阳
江；从野生修复重筑“海岸卫士”，到
人工种植提升人居环境，再到生态养
殖助推产业发展，红树林的作用愈发
明显，重新染绿了祖国的南海之滨，
惠及千家万户。

红树林不仅是候鸟天堂和鱼、虾、蟹、
贝类重要的产卵场和增殖地，是维持生物多
样性的“乐园”，更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
要标志。

作为全国红树林面积最大的省份，广东
全面加强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在岛屿漫长
的海岸线上，蓝天碧水交界处，红树林浴海
而生，在海与陆间筑起一道绿色屏障。放眼
望去，绵延的红树林拱卫着湛江雷州半岛。
退潮后的滩涂，不时可见招潮蟹进进出出，
外出觅食的鹭鸟在蜿蜒的红树林树冠上盘
旋。海从城中过，红树林起起伏伏，犹如一
条“翡翠项链”装饰着雷州半岛的这片海。

一路粤西行走，从湛江麻章到茂名水东
湾，从阳江海陵岛到江门镇海湾，从中山翠
亨区到深圳西湾，一个个红树林湿地公园环
绕，这样让人心驰神往的场景点缀在广东
4000多公里的绵长海岸线上……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统筹推进红树林系
统保护和集中连片开发，打造红树林生态建
设新名片。根据自然资源部和国家林草局联
合编制印发的 《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
划 （2020-2025年）》，广东到 2025年要营造
修复 8000公顷红树林。为此，广东各地各部
门全力推进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建设，力争
到2025年创建5个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充分发挥红树林经
济优势，打造高质量发展绿色引擎，让红树林成为带动周边区
域社会经济绿色发展的“金树林”。广东结合美丽乡村建设、乡
村振兴和绿色产业发展等内容，充分挖掘红树林生态产品价
值，推进红树林及其周边生态养殖、碳汇交易、生态旅游和科
普教育等相关绿色产业建设，培育“红树林+生态产业”新发展
模式，努力打造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变的“广东样板”。

目前，广东已先行下达省级财政资金1.3亿元支持江门台山
镇海湾、雷州东海岸率先开展首批示范区建设，组织起草 《广
东省万亩级红树林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

绵延的红树林拱卫着广东沿海城市，探索“落地成林”之
路任重道远。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围海养殖、开垦
和高强度的人为开发，同时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影响，广东红树
林的适宜生境大幅缩减。目前宜林空间以养殖塘为主，因此退
塘还林成为红树林营造任务的重点。为此，湛江凝心聚力打造
红树林之城，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
路。2021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部署在湛江开展红树林综合利
用实验项目，借鉴桑基鱼塘模式，探索红树林生态修复和养殖
塘耦合共存模式。经实地调查，选取湛江东海岛西部养殖塘作
为示范基地，通过在养殖塘种植一定面积的红树，达到修复红
树林的目的。同时，以红树林生态系统反哺养殖塘内的鱼虾蟹
贝，提升渔业产品质量和品质，实现互惠互利。

目前，试验示范基地建设基本完成，初步实现了退塘还湿
还林的目标。试验区总面积为 366.10亩，红树林群落总面积为
222.97 亩，其中包括白骨壤、红海榄、桐花、秋茄、木榄等红
树树种，实现养殖水面减少、综合效益增加的良好局面，为养
殖塘区域开展红树林保护修复提供了经验借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东沿海城市致力于“红树林之
城”建设，切实保护好、利用好、发展好红树林，推动可持续发展，
打造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广东范本，让“红树林之城”成为广东生态
文明建设的新名片，成为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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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守护海洋 我们守护红树林

姜晓丹

驱车行驶在广东沿海，整齐茂密、一望无际、碧绿连天的红树
林映入眼中，红树林不仅在这条海岸线上镶出了一道美丽的绿色
风景线，还有着防风固堤、削减海啸、过滤海水、给漂洋过海的
候鸟提供一个安逸的落脚和栖息地、让浅海生物生存繁衍等生态
功能。

“鸟类天堂”“捕碳能手”“海岸卫士”“鱼虾乐园”……这么多
的称号，都代表着人们对红树林的喜爱与重视。红树林这种海洋植
物群落，深入了解才更能知道其美丽神奇。

红树林曾因海水池塘养殖业的迅速发展遭到严重破坏，又在国
家推动的生态恢复工程中重获生机。红树林修复保护在行动，红树
林守护海洋，我们守护红树林。无论是野生红树林的生态修复，还
是人工培育种植红树林，近年来，广东沿海各市都加强了对红树林
的保护与建设，不仅保护了海洋环境，提升了人居环境，还促进了
产业发展。

广东

千里红树林 沿海筑“绿堤”
本报记者 吴 冰 贺林平 姜晓丹 人民网记者 初梓瑞

9月底，粤西的海风仍带着些许湿
热的气息。傍晚，广东省茂名市电白
区水东街迎来一天中烟火气最旺的时
候，居民悠闲漫步在海堤路上，眼
前，郁郁葱葱的红树整齐排列，翠绿
的枝叶随海风摇曳，两米多宽的木栈
道从岸边伸进红树林中央……这片红
树林自然保护区，十几年前是脏乱的

养殖塘，原生红树林被过量砍伐，养
殖用具、物料杂乱无章地散在滩涂上。

作为全国红树林面积最大的省
份，广东近年来全面加强红树林保护
修复工作。截至2021年底，新营造红
树林 1058.87 公顷，修复现有红树林
63.73公顷，开展红树林营造修复项目
34个，累计投入中央、省级生态修复

专项资金6.6亿元，支持红树林营造项
目17个。

如今，沿着4000多公里的绵长海
岸线，穿梭于郁郁葱葱的“海上氧
吧”，随处可见林下招潮蟹进进出出，
树上鹭鸟往来盘旋，万顷红树林，

“绿”了千里海疆，谱写了一曲人与海
洋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协奏曲”。

阳江市阳西县程村红树林。 陈达洲摄

茂名市水东湾红树林。 丘立贺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