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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刁静严

金秋时节，旅雁南飞。在
山东省东营市黄河入海口，
一群大雁正在歇息，场面十
分壮观。

黄河在东营流入我国唯一
的半封闭内海——渤海。镜头
切换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受工
业开发、陆源污染、渔业透支等
影响，水域污染、生态破坏较为
严重的海洋区域，生物多样性
颇受挑战。近年来，国家制定
了一系列环渤海治理的政策与
条例，沿岸城市全力实施生态
保护与修复工作，纷纷投入到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中来，生
态环境得到了改观。

近日，海洋生态环境司副
司长霍传林在生态环境部例行
发布会上表示，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开局良好，今年前三个
季度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均
较上年同期有较大提升，渤海
的生态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了。
当然，这离不开环渤海城市的
共同努力，其中包括以石油、天
然气资源丰富著称、黄河入海
口的所在城市——东营。

践行环保，
守护港区碧海蓝天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在东营中心渔港港池，微

风拂面，海水的咸味扑面而来，
记者走近渔港，清晰地看到水
中的水母和小鱼自由穿梭。

鲁河渔62220渔船船长扈
新广说：“这几年通过增殖放
流、休渔期管理以及安全环保
一系列措施，水质更清了，我们
的渔获物也明显增多了，大伙
儿特别高兴。”鲁河渔62226船
长宁尚尚也表示认同：“中心渔
港的水面漂浮物没有了，水体
干净了，鸟儿也飞回来了，渔港
面貌焕然一新，我们都愿意守
护这样的碧海蓝天。”

东营中心渔港管理站站长
李连波告诉记者，停靠在岸的
渔船都是免费停放的，甚至渔
港还会有一些补贴发放给渔
民，帮助和鼓励大家创造营

收。“尤其是今年疫情特殊情况
下，我们投入了更多资金，希望
能够切切实实地帮助渔民尽快
恢复正常工作和生活。”

据了解，为解决企业疫情
期间面临的“进料难”“销售难”
和“用人难”等难题，渔港还邀
请专家教授为200余户养殖户
提供线上技术指导服务，发送
养殖技术和疫情防控知识100
余条，并帮助企业开辟了水产
品进出绿色通道，通过网络销
售对虾1.5万公斤，企业自销1
万公斤，给企业解了燃眉之急。

“百姓的营收与海洋环境
的清洁密切相关。海洋干净
了，垃圾少了、污染少了，海洋
生物才能更干净、更繁茂。”李
连波介绍道，东营建立了“海上
环卫”工作机制，组建入海河
流、近岸海域垃圾清理队伍，购
置垃圾打捞船2艘，累计清理
海洋垃圾1200吨。

绿色发展，
积极修复海洋生态

互花米草是一种外来入侵
物种，具有极强的耐盐、耐淹和
繁殖能力，生命力极其旺盛，会
引发入侵滩涂、威胁本土植物
及水鸟生存、降低湿地生态功
能等问题。1990年前后，互花
米草作为护坡植物被引种到东
营孤东采油区五号桩附近。
2012年之后，互花米草进入爆
发期，今年其分布面积约为
7157 公顷，达到 2010 年的
10.8倍。

据自然保护区管委会干部
耿沛华介绍，为有效清除互花
米草，逐渐恢复盐地碱蓬、海草
床及滩涂贝类等本地物种，维
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与安全，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积极实
施互花米草治理实验项目，对
大面积实验区进行人机结合等
多种围淹方式，对分布较散、植
株较低区域采用人工挖除，同
时，对项目区内互花米草同步
进行调查分析、实验治理、监测
评估、维护巩固，对其生长和分
布情况进行全面、详细的掌握。

记者了解到，2018年以来，

东营市先后实施了
山东黄河三角洲国
际重要湿地保护与
恢复工程、四河故
道生态恢复试验项
目一期工程、黄河口
及大汶流管理站湿
地修复一期工程等
10项重点工程，总
投资 7.5 亿元。这
些项目的实施正在
加快构建“河—陆
—滩—海”连通体
系，促进生态系统
健康。

随后，记者参
观了挑河人工湿地
水质净化工程滨海
湿地修复项目。据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
河口区分局党组书记、局长崔
树峰介绍，随着湿地建设和海
岸线生态修复的推进，黄河口
东方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
群集，长岛海域斑海豹、大叶藻
等海洋生物明显增多，渤海海
域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步恢复。

陆海统筹，
强化污染源头治理

污染治理，源头管控是关
键，陆源污染是造成渤海生态
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为实现

“清洁渤海、健康渤海、安全渤
海”的战略目标，东营市坚持陆
海统筹、以海定陆，治标与治本
相结合，确保渤海生态环境不
再恶化、综合治理见实效。

为此，东营市加强入海排
污口整治，对生态环境部反馈
的1202个入海排污口全部进
行了溯源排查，对259个排污
口进行采样监测，对212个排
污口进行了封堵、取缔。另外，
东营市率先开展入河排污口排
查，对2506个排污口进行分类
整治，并对符合排污条件的
3955家排污单位发放许可证，
对1807家涉危、涉重、涉废企
业完成应急预案备案。

值得注意的是，东营市是
我国第二大石油工业基地胜利
油田的崛起地，石油资源十分

丰富。为加强溢油风险管控，
围绕防范海上石油平台、油气
管线等风险，东营市修订了《东
营市海上溢油事件应急处置预
案》，出台《东营市推进海上溢
油应急能力建设工作方案
（2019-2020 年）》，并推进东
营市海上溢油应急平台建设，
预计今年底前完成。

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研究
院院长王进河表示，海洋风险
应急能力的建设对于环境保护
同样重要。东营市整合优化海
上应急救援力量和救援资源，
打造了“一中心四基地”（海上
应急救援中心、中石化胜利油
田应急救援基地、中海油渤海
油田应急救援基地，黄河口应
急救援基地，广利港应急救援
基地）的海上应急救援体系，圆
满完成韩国籍液化气船泄漏险
情处置和救援工作。

系统谋划，
统筹推进攻坚工作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经
济发展的资本，也是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早在 2018 年 11月，生态
环境部就联合有关部委印发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计
划》，要求到2020年，渤海近岸
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73%左
右。据悉，今年二季度，山东渤

海海域水质优良比例已达
76%，比去年同期提高近18%，
超过攻坚设定的年目标值。

多年来，山东东营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径，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科学谋划制定规划体
系，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划引领。

在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冲
刺阶段的关键节点，东营市正
在稳步推进攻坚战任务，据了
解，项目中涉及的28项重点任
务，已有21项达到考核要求，
其余7项正按计划推进。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党组书
记、局长丁建民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今年1—8月，国控河流
黄河入海断面水质和3条国控
入海河流均达到国家考核目
标。前三季度，近岸海域水质
优良面积比例均达到考核要
求，分别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4
个百分点、31个百分点和8个
百分点。”

“今年，东营先后两次在全
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调度
会上做典型发言，得到大家的
认可。在进入综合治理冲刺阶
段的关键节点，涉海部门将继续
统筹推进，共同开展海洋生态的
修复与治理工作，防范海洋风
险，打造碧海蓝天、生态优美的
宜居环境。”丁建民说。（图片由
东营市生态环境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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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海蓝天重相见碧海蓝天重相见 渤海综治成效显渤海综治成效显

东营市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白鹭飞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