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蔚蓝的海水涌向珊瑚礁浅滩，富

有层次地变为浅蓝或青绿色，最后却

撞到一片与海天风光极不和谐的铁锈

上。新华社记者日前在中国南海仁爱

礁目击的这一幕大煞风景：一艘建于

二战时期的菲律宾军舰已在这里非法

“坐滩”25 年，船身锈迹斑斑，铁壳多

处剥落。

“菲律宾‘坐滩’舰是这里的一个

环保‘毒瘤’。”中国三沙市生态环境

局局长胡国林说。而这只是菲方破坏

南 海 环 境 的 一 端 ， 还 有 氰 化 钠 毒 鱼 、

炸鱼等行为，持续荼毒这片海域。

锈蚀舰“坐滩”环保“毒瘤”

仁 爱 礁 本 是 一 片 美 丽 的 珊 瑚 礁 ，

但是在 1999 年，菲“马德雷山”号军

舰毫不顾忌对环境的破坏，冲上水深

较 浅 的 仁 爱 礁 西 北 侧 潟 湖 坡 ， 非 法

“坐滩”直到现在。

根据中国自然资源部南海生态中

心、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 8 日联

合发布的 《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

破坏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军舰

“坐滩”过程中对礁盘剧烈撞击、切割

和摩擦，致使船舶搁浅轨迹区内珊瑚

礁和大型底栖生物遭到毁灭性破坏。

这艘二战时期的旧舰早已锈蚀严

重、破败不堪，菲方还派人在舰上长

期驻守。记者在现场看到，其甲板上

如棚户区般搭建着一些生活设施。

“ 锈 、 漆 、 舰 上 人 员 排 放 废 油 废

水、焚烧和弃置垃圾等，持续破坏仁

爱礁生态环境。”胡国林说。废旧船舶

本应拖回船舶拆解厂处理，但该舰一

直“赖”在仁爱礁排放多种污染，对

这片珊瑚礁海域的生态环境造成长期

破坏。

上述调查报告显示，仁爱礁礁区海水中重金属、活性磷酸盐

和油类含量异常升高，最近检测结果显著高于菲军舰非法“坐

滩”前的相关历史文献记录。

报告数据显示，2024 年较 2011 年，仁爱礁礁盘的造礁石珊

瑚覆盖面积总体减少了约 38.2%，“坐滩”军舰周边半径 400 米范

围内礁盘的造礁石珊瑚覆盖面积则减少了约 87.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海洋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杨霄介绍

说，老旧舰船对环境的污染在全球多地都引起重视，比如 2007

年，美国几个环保组织就旧金山湾附近已过了拆除最后期限的军

舰群造成的有毒污染起诉联邦政府，美国海事管理局也承认，这

些舰船附近水域有毒物质浓度很高。

“在仁爱礁‘坐滩’军舰的船龄已有 80 年，固定在一个地方

不动 25 年，船上还一直有人产生垃圾，这在全球类似舰船污染

中是几乎集齐所有元素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极端恶劣的‘毒

瘤’。”杨霄说。

氰化钠毒鱼 伤十获一

剧毒的氰化钠，不到一克就能致人死亡。但很少有人想到，

菲方渔民居然会用包括氰化钠在内的氰化物毒鱼，对南海生态环

境造成严重危害。

菲 《马尼拉公报》 去年就此刊发的一篇深度报道说，这项

“技术”从美国传来，1958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州有人用氰化钠将

鱼毒晕并捕捞，一个菲律宾人学会后回国如法炮制，这个方法很

快就在菲律宾渔民中传开了。

“从开始使用算起，超过 100 万公斤有毒的氰化钠被使用

……”菲律宾棉兰老岛国立大学塔威塔威技术和海洋学学院的阿

尔巴里斯·塔希勒丁等人 2022 年在土耳其学术期刊 《自然科学

杂志》 上发表的论文中指出其骇人规模。

这篇题为 《菲律宾破坏性捕鱼综述》 的论文说，有些鱼类因

藏身珊瑚等处而难以捕捉，向其喷射氰化钠溶液，可以让一些鱼

晕厥后容易被捕捞。但这种方法对鱼群的伤害性极大，暴露于毒

液的鱼约有 50%会死于急性中毒。

论文指出，一些菲渔民用氰化钠毒鱼后，最终捕捞的只占暴

露于毒液鱼群的约 10%，因为他们看中的只是那些色彩鲜艳且能

从晕厥中醒来的鱼，能卖给水族馆。

根据 《马尼拉公报》 的报道，这些观赏鱼的去向是美国等地

的水族馆，但它们通常在几个星期至几个月后也会死亡，因为内

脏器官已经受损。要补充这些死亡的鱼，又会开始新一轮“伤十

获一”的毒鱼行动。

还有一些被毒的鱼甚至流向餐桌，成为菲律宾出口的海鲜。

上述报道援引海洋保护人士文斯·辛切斯的话说，与水族馆和食

品贸易有联系的毒鱼行为在菲律宾多地“仍然在发生”。报道

说，如果你喜欢吃某些生活在珊瑚礁中的鱼，“那你最好小心”。

毁灭性捕捞 殃及珊瑚

菲律宾渔民在海中使用氰化物伤害的不止是鱼。“氰化物毒

鱼会伤害目标物种和非目标物种，它会破坏为珊瑚提供营养的虫

黄藻，引发珊瑚白化。”环保公益组织马来西亚地球之友名誉秘

书长玛吉斯瓦里·桑加拉林加姆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珊

瑚礁的物理结构仍然完整，但实际上珊瑚虫已经被杀死。”

桑加拉林加姆提到因拥有丰富珊瑚资源而全球闻名的“珊瑚

三角区”，这是一片涉及菲律宾等多国的海域。她说：“我们需要查

明氰化物毒鱼在‘珊瑚三角区’的普遍程度，终止这种非法行为。”

其实，塔希勒丁等人在论文 《菲律宾破坏性捕鱼综述》 中列

出菲渔民广泛使用的三种毁灭性捕捞方式都会损害珊瑚。在毒鱼

之外还有炸鱼，曾有海洋保护项目研究估计，大约有 7 万名菲律

宾渔民涉嫌从事爆破捕鱼。菲律宾通讯社 2022 年报道，一名菲

律宾渔民在西萨马省使用炸药捕鱼时当场死亡，另有两人受伤。

水下使用炸药爆破对珊瑚礁的破坏性自不用说。

还有一种方式是“敲珊震鱼”，即用重物敲击珊瑚礁，把鱼

赶进渔网，这常常会直接导致大量珊瑚礁碎裂。

“世界上没有其他哪个地方的珊瑚礁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害。”

由于菲律宾从各个方面对珊瑚礁的伤害行为，公益组织“珊瑚礁检

查”曾在一篇报道中援引海洋研究人员唐·麦卡利斯特的感慨。

杨霄表示，菲律宾作为一个群岛国家，又处于“珊瑚三角

区”的关键位置，其种种不良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海洋生态。

（执笔记者：黄堃；参与记者：刘锴 王晓薇 汪艺；报道

员：乔纳森·爱德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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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

县城约 8 公里处，绕着大金河谷层层向

上攀缘，依山而建的甲居藏寨栖身于山

林之间。远远望去，一幢幢装饰着民族

纹饰的藏式民居伫立在村寨中，干净整

洁的硬化路蜿蜒盘旋在房前屋后。甲

居，在藏语里意为“百户人家”，这里

居住着 140 余户嘉绒藏族。以甲居藏寨

为代表的“丹巴藏寨”曾被 《中国国家

地理杂志》 评为“中国最美六大乡村古

镇”之首，并在 2016 年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如今，住在这里的藏族人家，

依托美丽的风景和独特的嘉绒藏族文

化，大力发展特色文旅产业，走出了一

条“在家门口挣钱”的乡村致富路。

▶▶▶足不出寨就能挣钱

“来吧！尝尝我们的本地苹果，纯

天然的！还能穿着我们的民族服饰拍照

呢 ！” 7 月 正 值 甲 居 藏 寨 的 旅 游 旺 季 ，

在 甲 居 藏 寨 1 号 观 景 平 台 旁 的 游 客 中

心，来自甲居二村的多吉夏姆热情地向

来往游客推介自己摊位上的农产品和各

种手工艺品。

“我们以前靠务农为生，现在主要

靠旅游。”多吉夏姆还是景区内一家藏

式民宿的经营者。旅游淡季时在家料理

民宿，旺季时出门摆摊售卖特色产品是

她日常的生活节奏。

多年前，多吉夏姆还在外地务工，

2012 年，随着甲居藏寨民宿产业的日

渐繁荣，她回到家乡和丈夫一起创办特

色民宿。“我们民宿里的员工也都是寨

子里的居民，大家现在很少出门务工，

在家门口挣钱多好啊！”

“ 以 前 在 这 里 摆 摊 都 是 风 吹 日 晒

的，后来政府出资修建了售卖亭，我们

想要摆摊报个名就能免费用，既舒服又

方便。”与多吉夏姆一起摆摊的拥中贝

姆说。

有着 28 年党龄的藏族老人长命付

从小在寨子里长大，如今，他也是藏式

民宿的经营者。提及近些年生活的变

化，他脸上频频露出笑容，“我们已经

不种地啦！现在，我儿子也在这里创办

民宿，一家人一起在家门口挣钱，多幸

福啊！”

过去，由于产业发展滞后，藏寨的

多数村民选择外出打工谋生。丹巴县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相关情况后，以

“四下基层”为抓手，围绕旅游产业，从

客房服务、烹饪技能、景区讲解等方面全

方位提供就业创业服务。甲居藏寨所在的

甲居镇还整合非遗技艺、民俗文化活动等

本土嘉绒藏族文化优势，不断擦亮甲居藏

寨的金字招牌。如今，随着文化旅游业和

服务业的高度融合，甲居藏寨已经拥有

100 多家特色精品民宿，辐射带动金川河

流域相邻乡镇的农户参与文旅行业发展。

去年，多吉夏姆带着父母一起到北京

游 玩 ， 谈 及 此 行 ， 她 十 分 激 动 ：“ 多 年

前，我曾为了生活来北京务工，现在，我

用在家门口挣到的钱带着爸爸妈妈来北京

看更大的世界。十几年过后，北京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藏寨青年纷纷返乡

坐落在半山腰，藏式外墙风格，内里

却有着落地窗、星空房等现代化酒店元

素，这便是格绒拉姆经营的宝生居民宿。

2018 年，格绒拉姆大学毕业后选择

返乡创业，“乡村振兴让我看到家乡发生

的巨大变化，政府也对大学生返乡创业给

予贷款、资金补贴等政策优惠。这些都让

我对回乡后的发展充满信心。”谈及返乡

初衷，她记忆犹新。

年轻创业者的加入为甲居藏寨民宿产

业的发展增添了更多现代化理念。“以前

我们这里的民宿条件很简陋，连像样的卫

生间都没有。现在我们会根据客人的需求

对生活设施进行提档升级，调整了装修风

格和饮食风格，还成为寨子里第一家有落

地窗的民宿。”格绒拉姆说。

最让她感慨的是交通的巨大变化。格

绒拉姆回忆，过去，从藏寨到丹巴县城虽

然只有不到 8 公里，但由于公路不通，要

骑马过去，耗时耗力。后来，随着村里路

面的硬化和景区摆渡车的运行，游客们进

出寨子更加便利。2016 年，成都市成华

区援建丹巴县的甲居藏寨旅游环线和成华

路开通，两条道路的建成不仅方便了村民

安全出行，而且打通了省道 211 线进入甲

居藏寨旅游景区的南、北通道，与省道

211 线形成闭合环线，极大地改善了景区

交通环境，藏寨“进不来，出不去”的难

题被彻底解决。

便捷的交通为民宿带来了越来越多的

客源，格绒拉姆的弟弟大学毕业后也回到

藏寨一起打理民宿生意。如今，宝生居民

宿的效益越来越好。“从今年暑期开始到

现在，我们的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格绒

拉姆说。

据丹巴县旅游部门统计，仅近一两

年，藏寨返乡创业的青年就有 30 多人，

其中大部分是返乡大学生。此外，还有很

多外来游客留下来开办民宿。以景区内的

喀咔村为例，目前这里已有十多户外地人

投资开办的民宿。“在外面混不下去了，

没出息，才会回到村里”在甲居早已成为

过时的观念。

▶▶▶藏寨风貌更加多彩

多吉桑姆的民宿常常会迎来很多外地

游客和外国游客，与不同民族的游客交流

是她的一大乐趣。看到他们对藏族文化很

感兴趣，多吉桑姆也十分开心。晚饭后，

她总会和丈夫与游客一起跳藏族传统的锅

庄 舞 。“ 大 家 特 别 喜 欢 我 们 的 ‘ 篝 火 晚

会’。”多吉桑姆说。而格绒拉姆民宿中提

供的玉米馍馍、牦牛汤锅等藏族特色饮食

也深受游客们的欢迎。

在长命付的印象中，游客们最感兴趣

的就是独特的藏式风格建筑，他常常面对

游客们就此提出的各种疑问。

藏式建筑风格的保留得益于丹巴县对

嘉绒藏族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作为嘉绒藏

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传统藏式村落建筑具

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近年来，丹巴县

不断加大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力

度 ， 2022 年 5 月 ， 丹 巴 县 印 发

《丹巴县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

利用示范工作实施方案》，明确

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工作目

标和任务，同时开展 《丹巴县农村住房规

范建设及建筑风貌管控指导图集》 编制工

作，用图集来管控 38 个国省级传统村落

及 9 镇 3 乡农村传统住房风貌。“我们在对

民宿进行升级改造的时候，只能改变内部

装修风格，外墙建筑、装饰等是绝对不能

动的。”格绒拉姆说。

甲居藏寨还将传统技艺融合到现代旅

游产业中，独具特色的嘉绒刺绣、嘉绒服

饰、头帕、古碉模型等文创产品广受喜

爱，藏族服饰旅拍更是受到游客热捧，藏

装、古寨、古碉已成为甲居藏寨最美风

景线。

现在，古老的藏寨还迎来了咖啡新时

尚。在景区沿途，能看到很多咖啡摊，其

中大部分是由外地青年来此创业。喝惯了

酥油茶的长命付也尝过咖啡的味道，“但

我还是更喜欢酥油茶。”

今年是格绒拉姆回到家乡的第六年。

看到越来越多来自北京、重庆、广东等四

面八方的游客和投资者来到藏寨，她十分

开心，“我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

的日子也越来越有奔头！”

图①：39 岁的多吉夏姆 （左） 在甲

居藏寨观景台向游客介绍藏族传统服饰。

图②：在宝生居民宿，27 岁的返乡

创业青年格绒拉姆为远道而来的游客沏上

一杯茶酥油茶。

图③：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丹

巴县的甲居藏寨风景如画。

本报记者 齐波 摄

甲居藏寨：在家门口走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吕婉莹 齐波

2024年 7月 17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杨伟伟 责编/吕婉莹 校对/宋磊 排版/侯磊时事观察 4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张立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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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通过完善

“第一议题”制度、健全委员学习培训机

制 等 ， 持 续 做 好 深 化 、 内 化 、 转 化 工

作，引导政协机关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

及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着力把党的创新理

论学习拓展到全体委员、延伸到社会各

界。

依 托 常 委 专 题 学 习 会 、 委 员 讲 坛 、

仲华讲堂、委员读书等平台方式，组织

委员聚焦“习近平外交思想和中国外交

战略政策新特点”“中国式现代化之上海

使命——‘五个中心’建设的发力点和

突破口”“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以

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参加国际科技合

作”等专题深化学习，着力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履职尽责的能力、服务高质量发

展的实践。

上海政协人紧扣“以国家重大战略

为牵引”广建睿智之言。利用外资是我

国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内容，上海

始终把吸引外资作为扩大开放的重中之

重。在上海政协人看来，上海之所以是

全 球 最 富 吸 引 力 的 外 商 投 资 热 土 之 一 ，

因为这里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和

中国利用外资的风向标。

有委员如是说：“上海要在保障稳定

外商外资方面有所作为，让经营主体看

到信心，让其他省市看到思路经验。”也

有委员如是问：“如果没有储备的原创技

术，资本没有嫁接的地方，外资为什么

要在上海投？”

一问一答间，一个崭新的思路呼之

欲出：上海要调整适应新形势的招商引

资模式和政府管理模式，上海不仅是全

国引进外资的晴雨表，更要成为有力的

支撑器、稳定器。

上海政协人紧扣“以城市治理现代

化为保障”广尽奋进之力。自觉践行人

民政协为人民的理念，牢牢把握“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实践

要求。

以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

为例，围绕“建设什么样的上海，怎样

建设上海”，委员们建真言、谋良策、聚

共识。

“强化城市人本价值，延续城市街区

的‘烟火气’。在城市规划层面，加快用

地功能高度混合利用的试点和探索，打

造 工 作 、 生 活 、 文 化 、 教 育 、 零 售 餐

饮 、 休 闲 娱 乐 等 无 界 融 合 的 活 力 社 区 ，

延续城市的‘烟火气’。”

“ 加 强 保 障 性 住 房 供 给 ， 让 青 年 从

‘忧居’到‘有居’。面向青年人，特别

是城市建设和基础公共服务行业的一线

建 设 者 、 管 理 者 ， 加 快 构 建 ‘ 一 张 床 、

一间房、一套房’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

应体系。积极引导企事业单位、产业园

区 等 各 类 主 体 参 与 建 设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大城大事，大城小事，两会上两方

面都没落下，老百姓都在惦记着委员们

说了点啥，政府部门落实得咋样。

上海政协人紧扣国际文化大都市建

设 精 准 建 言 资 政 。 践 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

史文化遗产”的要求，以尊崇之心善待

历 史 遗 存 ， 加 强 对 历 史 建 筑 、 风 貌 街

区 、 革 命 遗 址 、 工 业 遗 迹 的 保 护 利 用 ，

推动更多“工业锈带”转变为“生活秀

带”，为厚植城市独特的文化底蕴尽一份

政协之力。

上海政协人紧扣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优化平台机制，以充分发挥协商民主

的独特优势助推上海打造全过程人民民

主最佳实践地。

2023 年 2 月 15 日下午，市政协主席

胡文容一行赴长宁区调研。在“全过程

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首提地——古北市

民中心，他实地察看了虹桥街道全过程

人民民主基层实践基地、“协商于民”政

协委员工作站等。

“我到市政协工作，调研第一站就选

在长宁区。”胡文容表示，党的二十大对人

民政协全面发展协商民主、践行全过程人

民民主作出全面部署，十四届市政协要开

好局、起好步，首先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和党的二十大的部署要求。

2024 年 1 月 29 日上午，上海政协全过

程人民民主实践点运行启动仪式在长宁区

古 北 市 民 中 心 举 行 。 由 “ 调 研 ” 到 “ 运

行”，由“内涵”至“形体”，上海政协人

切实担起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首提地

的使命职责。

实 践 点 启 动 以 来 ， 截 至 6 月 末 ， 开 展

协商议事活动 26 场次，三级政协委员走进

实践点 188 人次，界别 （基层） 群众参与

实践点活动 1456 人次，反映社情民意信息

480 条 ， 接 待 国 内 外 学 习 考 察 团 组 36 个 。

其中，“财经议事厅”走进实践点等活动，

围绕“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一轮消费品

以旧换新”等开展协商议政，取得了良好

效果，产生广泛影响。

依 托 235 个 政 协 委 员 工 作 站 、 45 个 界

别 委 员 工 作 室 和 各 个 联 系 服 务 群 众 联 系

点，上海政协人把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贯穿履职全过程，围绕群众身边的“关

键小事”深入开展协商议事，助力解决民

生难题、化解社会矛盾。进而努力在完善

全链条有序参与中汇聚民意、在扩大全方

位协商议事中汇聚民智、在实现全覆盖团

结各界中汇聚民心。

一切为了市民，一切为了城市，上海

政协人一直在路上。

把 宏 伟 蓝 图 细 化 为 施 工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