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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之美

面迎大海，背倚青山，北港村拥有得天
独厚的旅游资源——站在海堤上，看日升日
落、渔船归港，听风声作响、浪击岸礁；走
在村庄中，触摸着用花岗岩搭建的石厝，感受
传统渔村的别样风情。2016 年，北港村充分
利用风光资源，盘活闲置石厝，打造集文创、
民宿体验、休闲旅游为一体的特色主题村。

乘着旅游发展的东风，林建才于2017年
回到家乡北港村，将自家的老石厝装修一
新，办起了民宿。从民宿行业的门外汉到 4
家民宿的负责人，林建才对民宿经营已颇有
些心得。“除了安排基本的住宿餐饮，还要
完善配套服务，例如为游客定制游玩路线、
做好‘蓝眼泪’等景观的预告等。”如今，
对于平潭的网红打卡点，林建才已是如数家
珍，“游客们最想看的还是海滨自然风光，
这也是我们发展旅游的优势。”

优良的生态环境是平潭的“真宝贝”。
坐拥 6064平方公里海域面积、延绵 408公里
的海岸线、70 公里的优质沙滩与 126 个岛
屿，海洋生态资源是平潭的鲜明优势。

“碧海银滩是平潭的亮丽名片，要发展
旅游，保护生态环境是关键。”平潭综合实
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副局长刘顺桂介
绍，受早期近岸海洋工程及人类活动影响，
再加上强劲海风与海浪侵蚀，平潭原始的岸
线景观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林带和岸线一
步步向后退。

打响“海岸带修复战”迫在眉睫。2013
年，平潭启动海坛湾阳光海岸景观护岸工
程，对包括龙王头在内的海坛湾龟模屿至红
岩山庄段、红岩山庄至后田村段等 4.5 公里
海滩实施整治修复，改变了海坛湾岸线杂
乱、海滩开发无序等乱象，岸线沿海水质显
著改善，景观环境大幅提升。此后，按照

“统一规划、分段实施”，平潭由南向北有序
推进东部海域海岸带的保护修复，先后开
展竹屿湾和坛南湾生态整治与修复、大屿
岸线修复及生态廊道建设等工程，整治修
复岸线长度约 54.7 公里、海域面积约 156.3
平方公里。

这段时间，刘顺桂总往君山
片区跑，涉及大澳湾、裕藩湾、
君山环岛路沿线等约9公里海岸带
的君山片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在岸线侵蚀
严重区打造生态框，恢复自然型砂质海岸
带，筛选本地草籽树种补植生态屏障，在坡
面拉起生态网格稳固植被，修建近海亲水路
径……“整个项目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
化治理的思路进行，预计年底就能完成，到
时将建立起海岛东部完整的生态屏障。”刘
顺桂说。

护蓝的同时，平潭也在增绿。完成全区
36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治理，总治理面积达
3486.7 亩，在福建省率先实现历史矿山“青
山挂白”清零；10年来，累计植树造林近17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9%提升到 38.71%，成
为福建省森林覆盖率增幅最大的地区。

曾经“光长石头不长草，风沙满地跑”
的平潭已成为了国家森林城市，碧海蓝天、
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海岛正以清新宜人的
生态环境吸引着游客们纷至沓来。

显人文之美

秋日平潭，龙王头沙滩边，海风愈显强
劲。近岸处有一个身影，脚踏冲浪板，手拉充
气风筝，在浪起浪伏间飞驰、翻转、跳跃——一
名风筝冲浪爱好者在风浪里感受激情与活力。

“为了训练和比赛，我会在国内外各地
‘追风’，但跑来跑去还是觉得这里的风最
好。”被平潭的风所吸引，风筝冲浪运动员
谢伟鑫每年都要在平潭住上几个月，与来自
国内外的风筝冲浪运动员和爱好者一起训
练，“平潭的风稳定强劲，这里还有完善的
运动配套设施，让我的训练效率大大提升。”

在平潭训练、比赛，谢伟鑫结交了一群
户外运动爱好者，也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他
连续两届获得平潭国际风筝冲浪节男子空中
花式冠军，并于2020年在龙王头沙滩跳出了
风筝冲浪 Big Air 个人最好成绩——22.9 米，
打破当年国内纪录。

以风为媒，山海变身运动场。平潭国际
风筝冲浪节、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平潭国
际自行车公开赛、全国棒垒球联赛、最美
乡村越野跑、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平
潭站……近年来，平潭依托独特的海岛资源

禀赋，积极完善山地户外
运 动 和 滨 海 运 动 赛 事 体
系，开发了风筝冲浪、沙
滩排球、海上垂钓、帆船帆板、
定 向 越 野 、 赛 车 等 户 外 运 动 项
目，体育成为平潭旅游的又一张
名片。

海边，有刺激的体育运动，也有浪漫的
艺术活动。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舞蹈诗剧 《只此
青绿》——舞绘 《千里江山图》 在平潭国际
演艺中心上演，不少观众从周边城市和邻省
赶来，只为一睹“青绿”之美。“演出那两
天，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平潭国际演
艺中心总经理常迪说。

“优质的文化艺术内容与平潭优美的自
然风光相结合，一定能为平潭旅游增加新的
闪光点。”常迪介绍，平潭国际演艺中心自
今年 7 月开幕以来，累计承接及承办了室内
乐、演唱会、舞剧、儿童剧等 18 场演出。

“接下来我们还将引进国内外经典音乐会、IP
舞台剧、音乐剧、沉浸式演出等精品剧目，
进一步丰富平潭的夜经济，吸引更多游客来
到平潭、留在平潭。”常迪说。

遍游平潭，人们会发现平潭的音乐艺术
元素越来越多：68小镇黑胶音乐馆、龙王头
音乐会客厅、坛南湾音乐广场等多个音乐场
馆先后投入使用；中外名曲专场交响音乐
会、平潭蓝眼泪电音节、平潭“驻岛音乐
人”计划等音乐活动陆续举办；一批批优质
音乐人、音乐团队进驻平潭，为游客带来一
场场具有别样体验的视听盛宴。

丰富业态的引入，正推动平潭旅游从传
统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

创服务之美

如何获取最佳旅游线路？最近的停车位
和厕所怎么找？涉旅消费维权应该找谁？

在手机上点开“畅游平潭”服务平台，
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答。以游客需求为导
向，“畅游平潭”服务平台提供了智慧停

车、景区票务、民宿预订、特色餐饮、精品
线路推荐等服务，让游客仅需一部手机，就
可畅游平潭。“我们以游客思维和产品意识
持续打磨平台，整合气象、交通出行等服
务，目前该平台在‘蓝眼泪’预报、民宿预
订、智慧停车等方面已初步显现成效。”平
潭综合实验区行政服务中心技术保障与无线
电管理科副科长康小兵说。

“放心来，自在游”，平潭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当天提供资料，当天就收到垫付款，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回押金。”近日，4名游
客来平潭旅游时，分别向平潭一家汽车租赁
公司租用汽车，并各自缴纳了 1000 元押金，
合同约定汽车归还之日即退还押金。归还汽
车时，游客与租赁公司就退还押金问题产生
纠纷，于是游客选择投诉。首次调解无果
后，平潭综合实验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马
上根据“先行垫付、代位追偿”机制，及时
启动程序，向 4 名游客先行垫付了租车押
金，随后再要求该公司退还垫付款。

为及时帮助消费者维权到位，平潭于今
年出台了旅游消费投诉“先行垫付、代位追
偿”机制，即在游客遇到旅游消费纠纷时，行
政调解未果的，只要符合先行垫付条件，可由
消协先行支付投诉人垫付款，在征得投诉人
同意取得代位权后，免费负责开展代位追偿。

旅游是平潭最大的资源，历经多年探索
与发展，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发展定位愈加清
晰。2021年，平潭明确了“国际风范、青春
时尚”的国际旅游岛建设主题主线，提出在
保护和提升原有自然景观的同时，打造“音
乐艺术欢乐岛、品牌赛事活力岛、旅游体验
舒心岛”，让国际旅游岛影响力不断提升。

“平潭蓝”，正加速驶向新蓝海。

数千座长约110米的跑道式养殖大棚整齐排列，在阳
光的照耀下映射出夺目光彩……这里是位于内蒙古自治
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的螺旋藻产业园。在养殖大棚
内，深绿色的池水不断循环流动，记者俯身观察，只见
透明的水中有着数不清的点点绿色。

“这就是螺旋藻，你可别小看这一个个绿色小点，每
个小点都是由上百株螺旋藻抱团形成的。”鄂托克旗农牧
局副局长郝贵斌向记者介绍道。螺旋藻又称蓝藻，属于微
藻，肉眼一般不可见，在显微镜下观察为螺旋形，富含优质
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多种活性物质。螺旋藻适应能
力强，生命力旺盛，距今已有35亿年的历史，最初生长于热
带高温的碱水湖中。1995年，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乔辰带
领的螺旋藻课题组在鄂托克旗的碱湖中发现了中国自己
的螺旋藻藻种——鄂尔多斯钝顶螺旋藻藻种。

“作为特有螺旋藻藻种，该藻种适宜在鄂尔多斯高原
驯化繁育。鄂托克旗光照充足，地下水资源丰沛、水质
优良，昼夜温差大，十分适合螺旋藻进行光合作用和生

长繁育。”郝贵斌说。为形成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生
产，鄂托克旗依托当地丰富的天然碱资源和优质螺旋藻
藻种，对相关企业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于 2009年建成螺
旋藻产业园并顺利投产。

“螺旋藻为单细胞裂殖生长，每个养殖大棚以 4天为
一个周期，达到一定生长密度即可采收。”园区企业内蒙
古蓝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张玉慧介绍。
养殖大棚均有地下管道与生产车间相连，达到采收标准
后的螺旋藻液通过管道引流入车间，经过自动化过滤、
清洗、烘干等流程后，制成螺旋藻粉，每个大棚每年可
生产优质螺旋藻粉1吨左右。而过滤液经过相关处理符合
标准后继续循环使用。

为提升螺旋藻产品附加值，园区企业还对螺旋藻粉

进行深加工，除食品螺旋藻片剂、胶囊外，还制作成螺
旋藻面膜、螺旋藻奶昔等。同时，园区企业还不断探索
科技创新，以螺旋藻粉作为原料，通过浸泡、压滤、超
滤、浓缩、提纯等流程，制作藻蓝蛋白、多糖以及多肽
等螺旋藻提取物，用于食品、医疗、美妆着色行业等。

“最初我们每 10 吨螺旋藻粉才能提取 1 吨藻蓝蛋白，如今
提取效率提高1倍。”张玉慧说。2021年，园区生产螺旋藻
粉达5000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0%以上，全球总产量的30%
以上，生产螺旋藻片400余吨，藻蓝蛋白粉80余吨。

在园区企业加力公司内蒙古自治区螺旋藻养殖与加
工研究开发中心，科研人员正通过显微镜对选出的钝顶
螺旋藻藻种进行试验，对其生长速度、形体稳定遗传等
进行中试。“因为藻种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育都会产生退

化，每2到3年就需适时更换，所以我们会在实验室选育
新的藻种，随后在育种棚、繁育基地扩大生产后，将藻
种免费提供给园区企业。”鄂尔多斯市加力螺旋藻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乔占山介绍。

作为由园区管委会资金支持建立的研究开发中心，
该中心免费为园区内企业提供各类技术服务支持。“我们
还与中国海洋大学等高校院所合作，不断提升研发能力
与技术水平，选出好的藻种，保证品质稳定、产出高
效。”乔占山说。据统计，过去每个养殖大棚可产出藻粉
600—700 公斤，经过藻种选育，如今每个大棚可产出藻
粉1000—1200公斤。

“近年来，鄂托克螺旋藻获得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并成功入选第二批中欧地理标志互认
产品名录，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郝
贵斌告诉记者，园区企业还积极带动周边嘎查村农牧民
参与就业，帮扶发展村集体经济，同时修复沙地，实现
经济、生态双收益。“下一步，我们将立足实际，找准螺
旋藻产业发展定位，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走规
模化高质量发展道路，全力把螺旋藻园区打造成为国家
级现代农牧业科技产业园。”郝贵斌表示。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

小小螺旋藻 形成大产业
本报记者 张 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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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美丽海岛盛开“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蒋升阳 施 钰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快国际旅游岛建设——

美丽海岛盛开“美丽经济”
本报记者 蒋升阳 施 钰

风起浪涌，碧涛拍岸。福建省平潭综
合实验区君山片区北港村里，座座黛青色
的石头厝依山面海，错落排列于山坡之
上。海堤自渔港延伸而出，海堤之上，三
五游人或信步闲谈，或拍照留影，恬静闲
适的景象如诗如画。

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平潭

综合实验区考察时指出，“一定要创新体
制，保护好生态。”东美村、生态廊道、
风车田、象鼻湾……8年来，平潭持续打
造碧海银滩的生态名片。

平潭这座美丽海岛发展起了“美丽经
济”。自2016年 8月国务院批复《平潭国
际旅游岛建设方案》以来，平潭累计接待

游客超过28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82
亿元，近5年游客接待量、旅游收入分别
相当于前10年接待量的2.6倍、11.4倍。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平潭不断丰富文化、体育等旅游
产品供给，做好全域旅游这篇大文章。

平潭是一座充满
魅 力 的 海 岛 城 市 。
2016年8月，国务院批
复 《平潭国际旅游岛
建设方案》，平潭成为
继海南之后的第二个
国际旅游岛。

近年来，平潭不
断发力建设国际旅游
岛 ， 拓 展 城 市 、 文
化、产品和服务等品
牌 ， 塑 造 独 具 特 色 、
具有国际化水平的旅
游 休 闲 度 假 海 岛 形
象 ， 打 造 “ 美 丽 中
国 ” 形 象 的 重 要 载
体。自 2016 年 8 月以
来，平潭累计接待游
客 超 过 2800 万 人 次 ，
曾 经 的 “ 小 众 海 岛 ”
不断“破圈”，人气节
节攀升。

当前，我国旅游
消费需求呈现出高品
质 、 多 样 化 的 趋 势 ，
由注重观光向兼顾观
光与休闲转变。对于
旅游业而言，这既是
新的增长点，也意味
着更高的品质要求。

建 设 国 际 旅 游
岛 ， 增 强 “ 国 际 范
儿 ” 的 品 牌 硬 实 力 ，
平潭花了大力气：以
高起点、高标准、高
品质开展旅游规划设计，持续加强生
态 保 护 修 复 ， 完 善 旅 游 基 础 设 施 配
套，健全旅游相关政策管理体系，丰
富 音 乐 、 体 育 、 文 化 等 旅 游 产 品 供
给，创建了一批国家级和省级的旅游
休 闲 基 地 、 旅 游 重 点 镇 、 金 牌 旅 游
村，增强平潭旅游品牌的吸引力。

与此同时，瞄准软环境，平潭也在
旅游服务上下足细工夫：在景区便利化
改造中，根据当地群众与游客踩出的小
路设计山海路径，串联各处风景；充分
调研旅游消费者群体，在不同季节针对
不同群体精准设计旅游产品与旅游线
路；推出“畅游平潭”等智慧文旅产
品，以游客思维与需求导向完善线上线
下管理服务；聚焦旅游消费维权痛点，
设立“先行垫付，代位追偿”机制营造
诚信、安心的旅游环境……“金杯银
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平潭将旅游消
费者需求作为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持续丰富优质旅游产品与服
务供给，打造新的旅游消费增长点、增
长极。

打造国际旅游岛，不仅要做强旅游
产业，还要做好旅游事业。平潭持续探
索契合自身资源禀赋和海岛特色的发展
之路，全面提升国际旅游岛品牌影响力
和竞争力，让这座清新怡人的海岛驶向
更美的“诗和远方”。

提
升
硬
实
力

瞄
准
软
环
境

施

钰

生态准入 绿色丰盈
施 钰

碧海蓝天，绿树白沙。走进平潭，清
新的蓝绿是这座海岛最具标志性的底色。

然而，历史上的平潭岛却是风大、沙
多、植被稀少的景象。经过一代代人的接
续奋斗，平潭的森林面积从1950年的1.5万
亩增长至2021年的18.43万亩，荒岛上拓出
了丰盈的绿色。

近年来，平潭更是进一步加大生态环
境保护力度。自 2010 年起，坚持每年植树
1000 万株；实施风、沙、水、海、土壤等
综合治理，开展饮用水水源地及小流域、
城乡垃圾污水、畜禽养殖、海漂垃圾等一
系列专项整治，全面实施海岸带修复工
程；将国土开发强度严格控制在 30%以
内，蓝绿空间占比提升至 70%；构建生态
环境准入清单，让产业布局上为生态红线

“留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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