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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新办发布 《中国的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 白皮书，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
注。白皮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理念、实践与成效，有助于增进国
际社会对中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了解，
促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

中国是海洋大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事关海洋强国战略和美丽中国建设，关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
下，中国准确把握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核心
理念，加快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海
洋高水平保护支撑海洋高质量发展，促进
人海和谐共生，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
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之路。

坚持尊重自然、生态优先，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中国坚持
底线思维、生态优先，把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客观认识海
洋生态系统的自然规律，正确处理自然恢
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筑牢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屏障，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促进人海和谐共生。

坚持一体保护、系统治理，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观念。中国坚持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开发和
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
陆海统筹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河海
联动、山海互济，打通岸上水里、陆地海
洋以及流域上下游，探索建立沿海、流域、
海域协同一体的综合治理体系，不断构建
起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

坚持依法依规、严格监管，这是中
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保障。中国
坚持依法治海，统筹推进相关法律法规
制修订，建立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治体
系，强化海洋生态环境常态化、全过程
监管，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
用，以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

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路径。中国坚持
创新驱动发展，强化技术体系、监测评估
和体制机制创新，运用陆、海、空、天多
种手段，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实现数字

化、智能化转型升级，推进“智慧海洋”
建设，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

坚持绿色转型、低碳发展，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碧海银滩
也是金山银山，中国加快推动海洋开发方
式向循环利用型转变，实现海洋绿色低碳
可持续发展，不断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以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沿

海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坚持政府主导、多元共治，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治理体系。中国坚持
政府主导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建立中央统
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机制。同时，激活市场主体、
交易要素和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打造全社会协同发力、多元共治的可

持续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模式。
坚持人民至上、全民参与，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宗旨要求和力量源
泉。中国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
为民，努力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全、
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
滩的优美环境，提高人民群众亲海获得
感、幸福感。弘扬人海和谐共生的海洋生

态文化，形成全民积极参与的共识和行动
自觉，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坚持胸怀天下、合作共赢，这是中国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全球倡议。面向海洋
则兴，放弃海洋则衰。中国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以实际行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切实履行海洋国际公约，促进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坚持共谋全球生态
文明建设之路，为推动全球海洋环境治理
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当前，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迎来重大历
史机遇。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入推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努力绘就人海和谐共生的
生动画卷。

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海洋领域
的集中体现，是统筹海洋高水平保护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海洋领域的生动实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的意见》将美丽海湾纳入美丽中国
建设全局，明确提出到2027年美丽海湾建成
率达到40%左右，到2035年美丽海湾基本建
成。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坚持以美丽海
湾建设为抓手，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
色转型大局，纳入沿海地区全域美丽建设
全局，协同推进美丽山川、美丽河湖、美丽
海湾建设，有助于逐步提升海湾环境质量，
不断提高典型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拓展人民群众亲海空间，以美丽海湾高颜值

“风景线”，绘就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线”。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在守
牢生态安全边界的前提下，我们要持续推
进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强化海洋
资源要素供给，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
力，以海洋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产业创
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加快发展海洋
新质生产力，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
能和新优势。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
副主任）

上图：天津市滨海新区南湾公园一景。
目前，天津已建成多个亲海主题公园及沙滩
景区，为市民和游客提供看海亲海的休闲场
所。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绘就人海和谐共生画卷
——解读《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

俞 海

绘就人海和谐共生画卷
——解读《中国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白皮书

俞 海

美丽中国 责编：刘发为 邮箱：rmrbmlzg@163.com

2024年8月13日 星期二

在今年 7 月 11 日国新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郭芳展示了一个小物件——一条彩
色的丝巾，上面绘有漂亮的热带
鱼、珊瑚、水母等图案。“它是由三
个废弃塑料瓶制成的，这些塑料瓶
都是来自广州南沙区的公益净滩行
动。”郭芳说。

“公益净滩活动是我们研究会组
织开展的‘美丽南沙’生态环境保
护行动之一。”广州市海洋双碳研究
会副秘书长杜宇燕介绍，研究会于
2021年 10月挂牌成立，主要由广州
地区与海洋相关的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企业及其从业人员自愿组
成。作为一家学术性的非营利性社
会团队，研究会主要任务一是通过
搭建共同学习和交流平台，聚焦海
洋领域碳达峰、碳中和议题，促进
海洋领域双碳技术成果的转换和推
广应用；二是通过向公众宣传普及
在海洋领域的双碳目标，倡导公众
践行更低碳环保的生活方式，保护
海洋生态环境。

“成立以来，我们一直以南沙区
红树林保护与科普行动为纽带，致
力于海洋双碳技术成果的推广应用
和海洋生态保护，为此联合多方力
量率先启动‘美丽南沙’的生态环
境保护行动，过程中得到了广州市
生态环境局南沙分局的指导和广州
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广州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合作发展中
心生态文明建设专项工作组的大力

支持。”杜宇燕说。
在家里打扫卫生大家都很熟

悉，但给红树林“打扫卫生”，大家
试过吗？前不久，20 多名来自香港
的志愿者来到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
坦头村，通过身临其境的小课堂以
及进入滩涂捡垃圾的方式，学习红
树林的知识，提高保护红树林的意
识，为保护这片珍贵的“海岸卫
士”贡献自己的力量。

受潮汐影响，坦头村红树林生
长区域经常会有被潮水冲到树林深
处的垃圾，如果不及时清理，垃圾
会堆积在树根处，影响红树林及底
栖动物的生长。因此，定期净滩变
得尤为重要。有着丰富净滩经验的
科普老师给大家做了简单的培训
后，带领大家分组进入树林深处
净滩。

红树林中泥泞的地面和潮湿闷
热的环境并没有击退志愿者们的热
情，大家一进林子，就埋头认真清
理起来，陈年的破渔网、玻璃瓶及
细碎的泡沫塑料被一一筛出来，不
一会儿十几个编织袋就已经装满。

“参加红树林净滩活动是一次特
别的经历。我亲眼见到红树林的美
丽景色，也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的
脆弱性。通过清理沿岸的垃圾，我
意识到自己的每一个小小保护行动
都能对环境产生积极的影响。”志愿
者宋美英说。

南沙是一个典型的河口滨海区
域，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海洋

生态系统最为典型，尤其是红树林
生态系统。其中坦头村的红树林面
积达 45.5 亩，占了广州市现存天然
红 树 林 面 积 70% 以 上 。 2022 年 开
始，广州市海洋双碳研究会获得了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小
额赠款计划支持，并顺利地实行了

“广州南沙区坦头村红树林保护修复
行动”。

“我们至今已组织开展了超过50
场红树林保护公益行动，总参与人
数超过 1 万人次，其中参与净滩人
数超过 800 人次，多以亲子家庭、
中小学生为主，并对收集到的部分
塑料瓶加以回收利用，和制作单位
共同开发了‘美丽海洋’主题丝巾
以及‘保护红树林，做大海的朋
友’主题丝巾。”杜宇燕说。

对于在新闻发布会上颇受关注
的丝巾，杜宇燕详细介绍了其“蝶
变”的全过程：首先将塑料瓶收集
送到各回收打包站点压成“塑料瓶
砖”，送到专业的加工清洗厂进行破
碎；瓶子被破碎后经过预洗、高温
浸洗、多道漂洗、脱水和自动分选
等一系列工序，去除标签、污物、
瓶盖、杂质和黏胶，达到可循环使
用的质量标准；塑料瓶片经过熔
融、挤压、过滤、造粒等几个步
骤，成为聚酯颗粒；颗粒经高温拉
丝成为纤维，进一步再生成为纱
线，经过织布、印染，最后被制作
成丝巾。

科普宣讲、净滩活动、补种树
林、主题展览……一场场活动给这
片红树林带来变化的同时，也提升
了公众对红树林与海洋生态环境的
保护意识。目前，在南沙街道办及
坦头村党总支的支持下，这里已经
有专人定期管护。作为海洋大省，
广东正将全省近岸海域按照“一湾
一策”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
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

美丽海湾是美丽中国在海洋生
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
体，是“十四五”乃至今后较长时
期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主线。
郭芳在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正努力
争取到 2035 年能够把全国 283 个海
湾都建成美丽海湾，让这条丝巾上
描绘的“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
海和谐”的美丽愿景成为现实。

上图：志愿者在广东省广州市
南沙区坦头村红树林生长区域开展
志愿活动。

广州市海洋双碳研究会供图

广州南沙——

海滩废弃塑料瓶变身彩色丝巾
本报记者 罗艾桦 李 纵

2023年，浙江省台州市申报的
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新模式“蓝色
循环”项目，从全球2500个项目中
脱颖而出，获得了联合国环保领域
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标志着
中国在塑料污染治理方面获得了国
际认可。

塑料污染因其数量多、危害
大、持久性强的特点，已经成为全
球性的治理难题，正使地球陷入巨
大的塑料污染危机，严重影响到全
球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

海洋是地球最大的生态系统，
也是各类污染的汇入地。从南极北
极冰山，到马里亚纳海沟，塑料污
染已蔓延到地球的角角落落。当
前，中国同样面临着海洋塑料污染
的严峻挑战。海洋垃圾已成为中国
公众感受最直接、反映最强烈的污
染问题之一。

2022 年 3 月，第五届联合国环
境大会续会通过了《终止塑料污染
决议 （草案）》，旨在推动全球塑
料污染治理。

近年来，中国沿海地区和有关
部门着力强化海洋垃圾监督管理，
建立健全海洋垃圾清理长效机制，
让中国沿海地区水更清、滩更净。
经过多年努力，监测显示，中国近
岸海域海洋垃圾和近海微塑料平均
密度处于中低水平。

创新治理是中国海洋塑料污染
治理的重要特征。沿海地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高水平保
护的协同推进，为海洋塑料污染等
领域的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厚的实践
土壤、充分的要素保障、浓厚的创
新氛围。“蓝色循环”通过物联
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实现了海洋
塑料“从海洋到货架”的全过程可
视化追溯，将塑料再生循环产业链
各利益相关群体都纳入到行动中

来，形成了一个精巧的闭环。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驻华代表涂瑞和指
出，“蓝色循环”项目数字化技术
的应用创新性非常显著，也是荣获

“地球卫士奖”的关键因素。

“蓝色循环”的创新之举，是
中国政府、民间共同发力，积极保
护海洋的生动写照和精彩例证。类
似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海南省
昌江黎族自治县让上千名渔民陆续
加入到“渔船打捞垃圾”行动中，
他们出海既捕鱼又“捕垃圾”，化
身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减塑”达
人，让“无塑海洋”的理念在海南
广泛传播。广州市南沙区组织开展
红树林区域的净滩活动，将捡到的
塑料垃圾做成丝巾等文创产品，赠
送给参与活动的公众，让公众成为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宣传者、实践
者和受益者。

今年 6 月份，生态环境部等部
门联合印发《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清
理行动方案》，进一步推动中国沿
海地区加快构建海洋塑料污染多元
共治体系，通过委托运营、特许经
营、购买服务等方式，提升海洋垃
圾治理和资源回收利用水平，探索
更多长期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也将
催生更多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创新
模式。

2024 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
“全球战塑”，发出了守护蓝色星
球、共塑绿色未来的共同呼声。中
国一直是全球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坚
定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也是全球
塑料污染治理的探路者与贡献者，
始终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同谋海洋
减塑治塑之举，同走海洋绿色发展
之路，同筑海洋生态文明之基，让
蓝色星球永葆清澄底色。

下图：在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
箬山渔港内，休渔的渔船和各类船
只有序停泊着。近年来，当地政府
通过推进修造船行业整治，应用

“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垃圾数字化
治理新模式，推动陆海绿色发展。

徐伟杰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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