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滩涂“变身记”

俯瞰上海临港新片区滨海区

域，一个个形状如同开口贝壳的大

型牡蛎礁在潮涨潮落中隐现，各类

海鸟不时飞过，滩涂上生长着茂密

的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本地植物也

随处可见。

然而，就在两年前，这片滩涂还

是另外一番光景。

“当时这里看似‘绿意盎然’，实

则‘毫无生气’。”上海市海洋管理事

务中心副主任贝竹园回忆说，当时

滨海区域一眼望去全是外来入侵物

种——互花米草。

互花米草是我国滨海区域常见

的一种外来入侵物种。贝竹园介绍，

这种生物根系较为发达，常常把滩涂

土壤“绑”成“铁板一块”，让其他植物

难以生存。“底栖生物的活动空间被

压缩，甚至连鸟类也不愿意来。”

上海临港新片区滨海区域属于

具有典型生态过渡特点的海岸带地

域系统，是上海重要的原生态湿地

之一。由于遭到外来物种入侵，加

之风高浪急、岸滩侵蚀，滩涂湿地一

度萎缩，生态系统净化污染、护堤减

灾等各类功能明显退化。

2022 年，上海临港滨海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正式实施。该项目

西起芦潮港水闸、东至南汇东滩四

期大堤，涉及海岸线总长 17千米，修

复总面积约 200 公顷，陆海一体、生

态减灾协同的海岸空间逐步构建了

起来。

在滨海区域，当地以适应自然规

律的方式，因地制宜采取修复生态措

施，如恢复滩涂湿地、补种本土植被、

创新应用新的护滩固滩技术等。

“这些牡蛎礁是我们为海洋底

栖生物打造的‘家园’，礁群滩面微

地形起伏，浅水潮沟遍布，一方面是

恢复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可以缓

解中低滩面的冲刷趋势。”项目设计

方工作人员刘汉中指着海中大小不

一、错落有致的牡蛎礁说。

“要下决心采取措施，全力遏制

海洋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趋势，让我

国海洋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改观。”

贝竹园说，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

令他印象深刻。海洋管理相关部门

将持续发力，为人民群众守护好碧

海蓝天。

【记者观察】上海临港新片区滨

海滩涂的“变身记”，是各地加强海

洋生态环境修复建设努力的生动缩

影。《2023 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显示，全国近岸海域优良（一、二

类）水质面积比例为 85.0％。近年

来，我国全面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

线，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红树林保护修复专

项行动计划，局部海域典型生态系

统退化趋势得到了初步遏制，近岸

海域水质持续向好。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让更多蓝色海湾

重现自然之美。

“神话之鸟”复苏记

仲夏时节，在被东海海水包围

的韭山列岛上，中华凤头燕鸥繁育

的高峰季已悄然到来。

主要栖息于海岸岛屿的中华凤

头燕鸥，夏季来我国东部沿海繁育，

冬季前往印尼、菲律宾等地越冬。

由于极为罕见、踪迹神秘，中华凤头

燕鸥在业内被称为“神话之鸟”，一

度面临趋向灭绝的态势。

“海鸟是海洋生态系统的组成

部分。”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自然保

护地管理中心副主任丁鹏说，根据

他的观察，中华凤头燕鸥对于海洋

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具有一定的指

示作用。

为了让“神话之鸟”重现复苏活

力，丁鹏和各方科研人员、志愿服务

者一道，付出艰辛努力。丁鹏透露，

他们先要根据“神话之鸟”习性选择

一块目标繁殖岛屿区域，并在鸟类

迁徙过来以前，进行繁殖地的适应

性改良和栖息地建设。

灭鼠、抓蛇，清理灌木，拔掉较

高的草丛……为了让中华凤头燕鸥

有个更好的“家”，丁鹏干过不少苦

活累活。

一切准备就绪，科研人员、志愿

服务者便在人工建设的栖息地放置

燕鸥假鸟模型，播放燕鸥求偶鸣声，

吸引中华凤头燕鸥和大凤头燕鸥到

特定的区域繁殖。

“我们负责监测和保护的工作

人员，也会进驻到目标岛屿的生活

区，每天在繁殖地周围人工搭建的

木屋里，近距离开展对鸟类的研究

和保护工作。”丁鹏说。

截至 2023年底，岛上已成功孵化

179只中华凤头燕鸥幼鸟，并环志（为

鸟类带上标志物）大凤头燕鸥与中

华凤头燕鸥幼鸟 1781 只，为开展中

华凤头燕鸥迁徙动态和活动规律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

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

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

实现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

在海南，一些地方采取措施为

海龟建起了“繁育之家”；在山东，“退

养还礁”让白江豚、鲸鱼等海洋生物

频频出现；在福建，相关部门实行海

域网格化管理，加强加密执法巡航，

守护海底珊瑚……

“关爱海洋生命，也是在关爱人

类自己。”丁鹏说。

【记者观察】2024 年 1 月 1 日，新

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开始施行。

该法律明确，国家加强海洋生物多

样性保护，健全海洋生物多样性调

查、监测、评估和保护体系，维护和

修复重要海洋生态廊道，防止对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近年来，各

地群策群力、齐心协力织起了一张

全 域 覆 盖 的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网。像“神话之鸟”等伴海而生的独

特生物，有望获得更为优质的生存

环境。

海岛港湾“养生记”

阳光洒在湛蓝的海面上，三三

两两的东亚江豚畅游水中。在辽宁

省大连市长海县哈仙岛，这群被称

作“微笑天使”的海洋动物，如今正

洄游到岛屿附近的海域繁衍栖息。

环保志愿者梁泽业曾连续十

多年追踪东亚江豚的活动轨迹。

在他看来，东亚江豚对繁衍环境极

为挑剔。“它们不但要求海水干净，

还对空气、食物等各方面都有着‘特

殊要求’。一个地方的生态系统需

要总体上可以‘打高分’，它们才可

能到来。”

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

港湾连环、植被茂密的长海县生态

资源优势突出。近年来，当地政府

不断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生态保护

整体治理，努力建设“天蓝、水清、岛

绿、滩净、湾美、物丰”的海滨县城。

大连市长海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梁金业说，当地注重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统筹推进海洋污染治理、生态保

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建立健全权责

明晰、多方共治、运行顺畅、协调高

效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大力发展深远海养殖，着力提

升县城污水垃圾处理能力，加快推

进海上风电、海洋热能等清洁能源

项目建设……在推进城乡低碳建设

过程中，当地也逐步把整体生态优

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陆海

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

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不少地方以统筹兼顾

的思维，做好海洋污染防治及生态

保护修复，协调陆海资源配置、产业

布局和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良好

效果。

在浙江，不少群众参与到“蓝色

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项目

中。通过内陆与沿海地区的配合，

海洋塑料废弃物得以循环再利用，

实现了生态保护与增收富民的“双

赢”。在 2023 年联合国“地球卫士

奖”评选中，“蓝色循环”从全球众多

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这一荣誉。

【记者观察】《“十四五”海洋生

态环境保护规划》提出，要坚持问题

导向、精准施策、重点突破，系统谋

划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等

目标任务，强化从源头到末端的全

链条治理。今天的海洋生态治理工

作，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岸带综合治

理不断深化，陆海统筹的海洋空间

规划体系基本成型，海洋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逐步建立……统筹各方、

区域联动的良好局面开始形成。向

海而兴、因海而美，一个水清滩净、

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蓝色家园”

图景正在人们身边徐徐展开。

新华社北京6月8日电

海洋，是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绿色发展，一代接

着一代干，久久为功，建设美丽中国，为保护好地球村作出中国贡献。
长江口滨海滩涂的互花米草难觅踪影，“神话之鸟”种群不断复苏，“微笑天使”东亚江豚与海岛县城居民和谐

共处……
6月8日“世界海洋日”前夕，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现，沿海省份不断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修复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

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一些城市构建起统筹各方的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为守护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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