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808

新时代新步伐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责编：罗 兰 邮箱：dzzbl8888@163.com

2020年6月16日 星期二

心系红树林

许多志愿者无论身处何处，都心系
红树林保护事业。

三亚市铁炉港是海南红树林比较集
中的保护区，这里长有上百年树龄的红
树林。海南的红树林也吸引着国内外学
者前来研究科考。岳书奎教授曾任东北
林业大学防治组主任，也曾是志愿者，
他老人家生前最关注的就是中国的红树
林防护，曾多次自费来海南考察红树
林，给大学生志愿者讲红树林知识，教
志愿者辨识红树林树种。他还出版有关
红树林的专著，建议三亚市在铁炉港红

树林保护区建立一个中国红树林博物馆。
清秀的周一星是浙江绍兴人，她从

三亚学院毕业 5 年多了，仍念念不忘当
年她作为志愿者参加种植的红树林。她
特意委托仍在蓝丝带工作的校友张菁
华，代她去看看曾种植的红树林，拍照
发给她。

在三亚铁炉港做湿地开发的陈两安
决定放弃原先开发鱼塘的想法，转而在
原有湿地种植起了红树林，从红树林砍
伐者，变成了保护红树林的志愿者……

从小学生、中学生到大学生，再到
企业、社会团体，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
入红树林保护行动中。他们有一个共同
目标——守护并建设“海上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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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边有一片特别的森林，
就像忠诚可敬的海洋卫士，叶拥抱
着风，根依偎着浪。默默守护海岸
线，抵抗狂风和巨浪……” 这是
海南志愿者创作的歌曲《红树林》。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
带，陆地与海洋交界的常绿灌木、
乔木组成的潮滩湿地木本生物群
落。根系非常发达，能在海水中生

长是红树林的特点。靠发达的根系
和抗盐性，红树林深深地扎根在沿
海湿地中，虽经受海潮浸淹依然郁
郁葱葱。资料显示，凡是海岸线堤
外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每遇到台
风、海啸来袭，沿海的海堤就不易
冲垮，人们因此感慨：红树林是海
岸的保护神！红树林还是陆地向海
洋过度的特殊生态系统，林中栖息

着大量鸟类、鱼、虾、蟹和数不清
的各类生物。

针对红树林被损毁现象，在海
南，一群志愿者成立了红树林巡护
志愿者团队，开展红树林物种调查
和巡护，给相关政府部门上书反映
红树林被损毁的现状，向沿海渔民
宣讲红树林保护的意义和价值，组
织起来去湿地种植红树林……

结缘红树林

今年 25 岁的周吉祥，18 岁刚上大一时
就成为一名三亚蓝丝带海洋保护协会红树
林巡护的志愿者。如今，这位鼻梁上架着
眼镜，说话有些腼腆的帅哥，已是蓝丝带
的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他说：“红树林考察
巡护是我经历过印象最难忘的事情。”

志愿者们在蓝丝带协会首次组织的环
海南岛海岸线徒步考察中，就结识了这种
长在海边的特殊植物。他们经过查资料认
识了红树林，其中很多志愿者逐渐成了红
树林动植物种群的鉴定专家。

“项目正式开始是2014年上半年，潘宇
学长上大二，是我们红树林项目负责人。
每到周末或假期，学校蓝丝带志愿者社团

就组织我们考察巡护普查红树林。早上7点
钟，我们备好干粮和水，乘两三个小时的
公交车到海棠湾，徒步走几公里，再乘船
才能到达红树林巡护考察的地方。”一说起
红树林，周吉祥就似换了个人，滔滔不
绝，如数家珍。

“红树林大多是在海边滩涂，沼泽淤泥
很深。我们很多同学一脚踩下去，鞋就不
见了。滩涂有很多碎的蚌壳、贝壳，红树
林根部硬且滑，海中尖锐的岩石常常把同
学们的手脚腿划伤，蚊虫叮咬更是家常便
饭。考察时间久了，我们都变成了三亚潮
汐专家和红树林物种鉴别专家了。”说起当
年的故事，周吉祥一脸豪迈。

当年三亚学院蓝丝带大学生志愿者的
组织者张菁华介绍说：“实地考察巡护必须
在海水落潮时进入红树林中，涨潮时撤出

红 树 林 。 经 常 是
进 去 时 海 水 在 脚
下 ， 出 来 时 ， 涨
潮 的 海 水 已 漫 过
腰。在红树林中迷路更是常有的事。”

志愿者们经过持续一年的实地考察，
找到了全国仅海南还存活的、被誉为红树
林中的“大熊猫”——红榄李。经考察，红榄
李在我国目前仅存14棵，已列入中国国务院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和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IUCN）：易危 （VU）保护名录。

志愿者们做的 《三亚市红树林类群普
查及红树林科普》报告，在2014年团中央、民
政部、志愿者联合会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中
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从全国 1500
个入围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银奖。

种植红树林

随 着 海 洋 保 护 事 业 逐 渐 做 大 ，
“蓝丝带”的做法也引起了国家海洋
局的关注。2010年世界海洋日，在国
家海洋局指导下，协会发起“2010长
江校友蓝丝带海洋环保中国行”活
动。6月8日从三亚出发，历时1个多
月，沿着中国海岸线北上，途经14个
沿海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们都
会做海水取样、海岸线垃圾采集、发
放环保知识资料以及开展适合当地的
其他海洋环保活动。”蓝丝带创始人
孙冬对笔者说。

志愿者们还发起种植红树林活
动，首次行动是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
城港市防城区和东兴市中越边境交界
处的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
的。从此，红树林巡护与种植并重成为
蓝丝带志愿者十几年来不变的原则。

个子高高的蒲冰梅志愿者还记得
第一次组织在三亚市种植红树林的场

景。当时，从海口东寨港自然保护区
拉回来的红树林树苗装在卡车上，海
南高温，树苗会不会被热死？第二天
种植会有什么问题？怀着忐忑的心
情，蒲冰梅和另一位志愿者何星桥不
时往车厢里喷水，他们守护在卡车
旁，彻夜未眠。

“您好！”和我电话连线的那头是
名叫王胜林的工程师，此时他人在青
岛做销售。他曾在 2012-2016 年就读
广东海洋大学，是同期广东海洋大学
蓝丝带海洋保护志愿者服务社会长。
王胜林和同学加入了志愿者队伍后，
深度切入红树林保护行动。他们的工
作重点之一就是做红树林的巡护和调
查。当年，他们通过微博公众号，做
红树林保护的宣传工作。组织同学利
用假期，自费去广东湛江红树林保护
中心湿地进行考察和巡护。他们调查
红树林中的生态环境结构，调查栖息
在红树林中的鸟类、鱼类，调查有多
少种伴生物种在这片红树林湿地中繁
衍生息……

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储水
库，凝聚万物。如何平衡海洋发
展与生态的关系，是值得每个人
思考的问题。今年的“世界海洋
日”，中国倡导：保护红树林，
保护海洋生态。据悉，近年来，
我国加大海洋生态、红树林资源
保护力度，20 年来红树林面积
增加 7000 公顷，成为世界上为
数不多的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
家之一。红树林不仅可以抵御海
啸及风暴潮的侵袭，保护堤岸安
全，而且可以净化海水，改善近
岸海水环境。业界专家介绍，红
树林还是固碳储碳的能手，同等
单位面积的红树林固碳量是热带
雨林的6倍，在应对气候变化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海洋
生态资源遭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和
破坏。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
潮间带的红树林脱颖而出，为了
适应潮涨潮落的生长环境，红树
林进化出异常发达的根系，牢牢
抓住地面，具有很高的生态价
值。红树林首当其冲地成为海洋
生态系统的“海岸卫士”，为众
多生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被
誉为物种基因和资源的宝库。

然而，由于采砂业和旅游快
艇业发展迅猛，导致大量红树林
不断流失，加上鱼塘围垦，红树
林流失速度加剧，生存状况不容
乐观。据统计，近 50 年来全球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红树林已经消
失，其中人类乱砍滥伐、海水养
殖、近海垃圾污染、极端气候变
化等均是威胁红树林生态系统良
性发展的几大因素。

近年来，随着海洋生态保护
意识的增强，我国采取设立自然
保护地、出台海洋生态保护法规
条例、开展红树林生态修复等诸
多保护海洋生态、保护红树林的
措施，并已取得积极成效。对于
公众来说，提高海洋生态、红树
林保护意识，自觉参与到海洋生
态、红树林保护工作中，才能更
好促进海洋、红树林生态系统的
良性发展。

目前，针对红树林存在的保
护与开发的矛盾、管理体制机制
不完善、资金投入不够、科技标
准体系滞后、宣传教育不足等问
题，笔者建议采取以下相关有效
措施：

一是全面提高红树林生态系
统的质量和稳定性。严格执行管
理、落实红树林保护修复主体责
任，着力扩大红树林面积，确保
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二是科学划定新造红树林和
修复地块。遵循自然恢复为主、
人工修复为辅的原则，科学恢复
红树林生态系统，实现海洋生
态、红树林保护、社会和经济共
赢的目标。

三是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和红
树林监测监管力度。展开红树林
常规监测，严防非法侵占红树林
资源，查处破坏红树林的行为。

四是强化科技力量支持和科
普宣教。制定一系列红树林生态
系统标准规范，提高相关科研成
果转化率。开展不同形式的红树
林科普宣教活动，营造关注红树
林、珍爱红树林的良好社会氛围。

红树林是热带和亚热带海
岸带特有的森林群落，也是地球
上生态服务功能最高的自然生
态系统之一。

在人类活动和环境变化的双重压力
下，1980年至2000年之间，全球红树林面
积减少了 35％，大约 70 种红树林物种有

11 种面临灭绝。
自 2000年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红树林的保护和修复工作，通过严格保护
天然红树林和大规模人工种植红树林，成
功遏制了红树林面积急剧下降的势头，并
成为世界上少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
之一。

珍爱
红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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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志愿者征集保护红树林签名承诺。 三亚志愿者清理红树林保护区的垃圾。三亚志愿者清理红树林保护区的垃圾。 志愿者在三亚种植红树林。 资料图片

海上森林——红树林。 据百度

白鹭在红树林上飞翔。据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