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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息息相
关，它不仅是全球气候“调节器”，还为人
类提供各类水产资源，承载 2/3以上国际货
物运输。但随着沿海和海上经济活动迅速扩
张，一方面人类向海洋索取资源的数量和种
类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又滥用海洋自净能
力，让蓝色海洋不堪重负。中国国家海洋局
南海分局近日发布《2016年南海区海洋环境
状况公报》显示，近岸局部海域污染依然严

重，近岸海域典型生态系统半数处于亚健康
状况。

海洋在人类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
用，然而，人类活动正在使海洋环境受到严
重威胁。过分开采、非法捕捞、海洋污染，
特别是从陆地排放到海洋中的污染物以及外
来物种入侵，使包括渔业资源在内的海洋生
态系统正遭受严重破坏。尤其对于沿海地区
来说，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其独特的地域优
势，使他们最早尝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甜头，
但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受到的环境污染和破
坏也是较早的。海域被污染，有一部分是沿
海的大量工厂排污所致。

要想改善海域污染状况，就需要从根上
治理，从污染源头上解决问题，才会更有

效。因此，不管是对政府部门而言，还是企
业来讲，都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且落实可
行的补救措施和防范措施，对已经被破坏的
海洋环境进行修复。与此同时，对于还未被
破坏的海洋环境全力保护。一方面，政府应
该将海洋环境监管工作切实摆上重要位置；
另一方面，企业应该提高自己节能减排的生
产技术，尤其是对于生产废物处理，严格按照
相关标准执行，切实减轻对海洋环境的污染。

当人们在享受到海洋带来福利的同时，
也应该学会感恩和珍惜，而不要将属于子孙
后代的福利被我们无限地透支。应该说，谁
也没有肆意破坏海洋环境的权利和资格，做
好海洋环境的保护措施，将海洋环境污染降
到最低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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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
中国做法中国做法 世界点赞世界点赞

杨湛菲

多年来，中国在保护海洋方面所做的努力世界有目共睹，逐

渐得到国际认可。尤其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中提出

“共走绿色发展之路”，使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更为举足轻重。

上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建设速度加快，
海洋开发活动日趋频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日渐为人们所重
视。我国于1999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增加了
海洋生态保护章节。国务院陆续出台了多项法规政策，将海洋保护
列为重点工作之一。

“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生
态环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在海洋生
态保护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前不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洋局联合发布 《“一带一
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出“共走绿色发展之路”的合作重点。
中国政府倡议沿线国家共同发起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提供更多
优质的海洋生态服务，维护全球海洋生态安全。中国作为倡议的先
行者，将为沿线国家和周边国家作出表率作用。

除了国家层面的战略布局，每年的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宣传活动，呼吁人们重视保护海洋。

在今年的海洋日，广西近百名大学生和青年志愿者走进生态保
护区，种植红树林种苗，发出“保护海洋”的倡议；广东省及港澳
地区部分代表在大梅沙边防码头共同放流了10多万尾不同种类的鱼
苗。

为准确掌握海洋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中国目前开展了多项
海洋监测业务，努力实现由单一污染监测向海洋生态综合监测转变。全国
已设立 235个海洋监测机构，开展 8000余个站位的监测，同时采用雷达、
卫星遥感等多种手段，实现对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实时、立体的监测。

随着“南红北柳”和“生态岛礁”等重大生态建设工程的逐步推
进，对滨海湿地、红树林、珊瑚礁等关键生态环境进行了修复。在三亚
蜈支洲岛，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海洋生态环境逐渐恢复，在万亩热
带海洋牧场基础上将建起国内首创的海地生态公园。这个“给鱼儿盖房
子”的项目，是一次对于“生态恢复+旅游”新模式的探索。山东省是
一个有着绵长海岸线的海洋大省，沿海的滩涂湿地，绝大部分都适宜柽
柳、芦苇等植物的生长，因此保护和修复柽柳资源成为当地改善海洋生
态环境的一大措施。

今年初，农业部发布通告，要求我国各海区休渔期普遍延长1个月，休
渔时间不少于3个月。这个堪称“史上最严”的休渔制度“让海洋更好休养
生息”，既保护了海洋资源，又维护和保障了渔民长远利益。

十八大以来近5年，我国建立了40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累计修
复海岸线190多公里，恢复滨海湿地面积2000多公顷。这些举措的相继
实施和成果初现，展示了我国治理海洋生态环境的决心和行动力，为建
设海洋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6月初，联合国海洋大会在美国召开，其中关注焦点之
一就是海洋生态保护问题。中国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林山青作为
与会代表，向世界分享了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经验。

作为拥有广阔领海面积的国家，为世界海洋环境作出积极
贡献是中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中国推进的“海洋经济”
与全球共同倡议的“蓝色经济”在理念和要求上不谋而合。面
对海洋大会的号召，中国积极响应，并做出自愿承诺，提出3点
倡议，承担起世界海洋治理的责任。

第71届联大主席汤姆森高度赞赏了中方提出的要大力推广
构建蓝色伙伴关系的倡议。他表示，发展蓝色经济及支持发展
中国家能力建设，是联合国海洋可持续发展会议重点关注的议
题，希望通过会议促进各成员国分享经验，协调一致开展行动
保护海洋生态。期待中方在加强海洋环境保护、应对海洋污
染、海洋渔业捕捞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海洋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实现。

保护好蓝色国土既是利于国家人民的举措，又是捍卫人类
共同家园的必然要求。如国家海洋局副局长房建孟所言，“保护
好生态环境是‘十三五’时期我国海洋经济发展的‘紧箍咒’，
更是对海洋经济提质增资、拓展空间的基本要求。”

理念先行：科学开发强调保护 行动跟进：多措并举守卫生态 勇挑重担：承担世界治理责任

提起贝壳，人们脑海中往往出现的是纹路精
致、造型优美的装饰品及工艺品，如贝壳耳环、
贝壳风铃等。其实，还有很多体积大、硬度高的
大贝壳堆积在海岸令人头痛：露天堆积贝壳，不
仅招来蝇虫环绕，还有可能污染水体。2016 年，
辽宁省长海县曾开展过“废弃贝壳排放专项执法
检查”活动，对违规将大量“废弃”贝壳堆积在
滩涂上的养殖户和企业进行查处。看来贝壳处理
也是“让人赏心让人忧”。

大多数贝壳的传统处理方法是就地填埋或饲
料加工。这样处理的好处是：一方面贝壳自身所
携带的大量矿物质元素提升了土壤的肥沃程度；
另一方面在养殖场中用作饲料，其中所含的微量
元素有助于提升牲畜的品质及免疫力。除这种传
统处理方式外，近几年，贝壳处理还有了一种新
用处：生态建材。

“小贝壳，大产业”，这是中国贝壳粉壁材产
业联盟理事长王忠勇在接受笔者访问时多次提到
的一句话。在他眼中，贝壳对于建材市场而言不
可多得：一方面，贝壳精美的外表纹路是沿海风
景区民宿类建筑外墙装饰的首选，既美观又能体现
海滩风情；另一方面，以贝壳粉为原材料，经过研
磨、煅烧等工艺制成的贝壳粉涂料是一种新型环保
壁材：贝壳自身的多孔结构具有净化空气、调节湿
度、吸附甲醛、苯等有害气体的功能，而它丰富的碳
酸钙含量也使得贝壳粉涂料防火阻燃，经过高温着
色技术处理后，颜色持久、反光自然。

“贝壳粉的原料并不仅是餐桌上我们吃剩下的
生蚝、海蛎这些废弃贝壳，这些占量极少，主要
使用的是青岛、威海、湛江、北海、丹东等沿海
地区的一些食品厂高温加工脱壳后留下的贝壳。”谈到贝壳粉涂料的制作原
料，王忠勇特别强调，“这也是过去贝壳废弃成堆、让人头疼的主要部分。”

2014年，贝壳粉壁材开始进入市场，成为建材行业的新秀；2015年，贝
壳粉壁材引发行业关注，业内专家与企业开始针对这一领域投入研究。据资
料显示，目前我国贝壳粉壁材大大小小品牌有300个左右，经销商发展迅速，
每年生产量可以达到 2000吨以上，市值可达上亿元。

据了解，贝壳粉壁材作为一种环保建材在国外已经使用了很多年，目前
国内已经形成了相关的行业标准，中国贝壳粉壁材网也于 2016年正式全面上
线。“现在，贝壳粉涂料在医院、幼儿园、学校、养老地产等很多地方都受到了欢
迎。对于贝壳这样的一种加工再利用，它的经济附加值提高了，也在推动着整个
建材行业往环保的方向前进。”王忠勇对贝壳粉壁材市场的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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