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童在沙滩上嬉戏，情侣在夕阳下漫步，海

鸥在空中翱翔，人们的笑脸映衬着湛蓝的天空

……盛夏时节，漫步在绵延的海滩旁，耳畔是海

浪轻拍岸边的声音，眼前是一幅幅生动的画面。

一组组数据，有力说明了美丽海湾背后的建

设成就——2023年，山东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比例达95.6%，同比提升10.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

3位，“水清滩净”已经成为常景常态。

累计建成国家级和省级各类海洋自然保护

地33处，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95万公顷，滨海

湿地保有量超过18万公顷；

出台全国首部陆海统筹的省级生物多样性

保护条例，建设人工鱼礁区260余处，增殖放流各

类苗种950亿单位；

高质量完成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

累计创建省级以上海洋牧场139处，数量和规模

均居全国第一位，创建12处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

和生态养殖示范区，全潜式深远海大型智能养殖

网箱“深蓝1号”成功收获三文鱼，推动海洋渔业

由近海走向深蓝；

在全国率先建立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机

制，2021年以来共向沿海各市拨付资金3亿余元，

为各地治海护海、建设美丽海湾提供资金保障；

研发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养殖工

船——“国信一号”，养殖水体近 9 万立方米，

每年产出 3700吨大黄鱼；

山东大学微生物国家重点实验室针对海

洋微塑料筛选培育微生物，3 天即可完成微塑

料降解……

在保护中发展，又在发展中保护，山东的做

法，可圈可点。开发与保护的平衡，才是人类与

海洋和谐共生的关键所在。

海洋是蔚蓝的宝藏，它用无边无际的深邃

包裹着地球的脊梁，如同一位默默奉献的母

亲，滋养着无数生命。在这片广袤的海域中，

蕴藏着丰富的生物资源和无尽的矿产宝藏。

面对海洋，我们应以谦卑的态度，尊重它的

规律，保护它的生态。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海洋的开发

与保护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如同一对舞

者，在相互呼应中展现出优雅的身姿。科技的

发展为海洋的利用打开了新的大门。

随着深海探测技术的进步，我们不仅能探索

海底的矿藏，更能了解和保护微妙的生态系统。

仿佛是与海洋对话，以科学为笔，描绘出一幅和

谐美丽的蓝图。

借助科技的力量，人类可以开发新能源、海

洋生物医药，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开

发中保护，便是将现代科技与传统智慧相结合，

形成以海洋生态为根基的全新理念。

保护海洋并不仅仅依靠技术和政策的推动，

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海洋保护需要每一

个人的觉醒与行动，让我们像海浪一样，汇聚成

势，形成保护海洋的磅礴力量。只有每个人都来

参与，才能让这片蓝色的宝藏焕发出新的生机。

海畔，凝视那波光粼粼的海面，脑海中闪现

出曾经的美好画面：五彩斑斓的珊瑚礁，欢腾嬉

戏的海鱼，悠然自得的海龟……心畔，激情涌动，

似乎有一匹马，啸啸嘶鸣……

在蔚蓝的大海旁，我深深感受到一种力量，

那是山东人民建设生态文明、守护海洋家园的意

志。那是来自于人心的温暖，是为了蓝天碧海而

共同努力的决心！

大 海 潮 涌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洋事业关系民族

生存发展，关系国家兴衰安危。习近平总书记

在广东考察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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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们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

沿海城市“关爱海洋”做得怎么样呢？带着

问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谦日前率全国政协

党外委员专题视察团，赴山东青岛、烟台、威海

等地，就“加强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推进美丽海

湾建设”开展视察。

■“水清滩净、人海和谐”

“在青岛大大的沙滩上挖呀挖，石缝里的螃

蟹、浅滩的小泥螺、沙下的蚬子蛤，这些大自然

的礼物，吸引了本地人挖，外地人挖，小朋友挖，

大人也来挖……”视察团来到青岛崂山仰口海

水浴场调研公众亲海岸滩岸线情况时，遇到了

来自北京的游客老陈，老陈带着一家老小来到

青岛，迷恋上了这里“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

和谐”的美丽海湾。

“没想到，青岛仰口这一区域，山中有乡村，

山外有碧海，山、海、美丽乡村合为一体，是山海

乡村的绝妙组合，山海相连，海天一色。”老陈家

人和海滩上游客们的欢快笑脸，吸引着视察团

成员的注意。

炎炎夏日，拥有黄金海岸的海滨城市，青

岛、烟台、威海，都成了人们消夏的首选“顶流”。

近年来，青岛市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

“一湾一策”协同推进近岸海域污染防治，以美

丽海湾建设为契机，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

治理大格局。全市海洋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

改善，近岸海域水质优良面积比例达到 99%，保

持稳中向好趋势。

青岛西海岸新区还有一处新开发的人文景

观——唐岛湾国家湿地公园。视察团来到这

里，漫步沿岸，延伸到海里的桥，远处的高楼大

厦，似海市蜃楼。海浪拍打着岸边的石阶，在美

轮美奂、曲径通幽的意境中，小桥、流水、海风，

诗情画意美不胜收。

这里还是鸟儿的乐园，一只只海鸟不怕游

人，掠着头顶飞过。唐岛湾湿地是我国北方沿

海典型的港湾型浅海与滩涂湿地，也是东部候

鸟迁徙路线上的重点停歇地。唐岛湾湿地特征

典型，生态区位重要，生物多样性丰富。

据青岛市政协秘书长朱铁一介绍，自 2016

年开始，青岛西海岸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通过持续推进美丽海湾保护与

建设，强化陆海统筹的“城、湾、岛”生态环境综

合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在大力推动海洋

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着力推进海洋生态系统

保护和修复，书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质

量发展新篇章。

“大海明明就在眼前，走过去却要七拐八拐

折腾好半天。海边被渔民私搭乱建的小养殖场

占满，周围还乱七八糟地搭满看护棚，想要亲近

大海得一路‘披荆斩棘’。”这是多年前青岛西海

岸新区台西头村村民肖圣金的苦恼事。

“以前新区的海边存在私搭乱建、盗采海砂

等现象，挡住了去海边的路，‘近海不亲海’让市民

们苦不堪言。”朱铁一介绍说，2016年，围绕拆违

建、清岸线、调项目、修慢道、植绿化、保文化六大

任务，青岛西海岸新区开始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

动。为减少拆迁改造对百姓生计的影响，青岛西

海岸新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对养殖户等沿岸经

营者，给足补偿，且积极引导扶持大家转岗就业；

预留出海码头，为渔民提供更便利安全的出海环

境；配套发展旅游业，拓宽增收渠道……

蓝湾整治启动后，落户新区的项目在规划

审批前必须考虑对海岸线及海洋生态的影响。

尽管限制多了，来的项目却没有少，质量反而更

高，大家都看中了生态环境改善后发展含金量

的提升。

同样的故事，在海边悄悄发生着，也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变化。

在山东烟台市牟平区养马岛北侧海滩上，

“追风、白兔、蹑景、追电、飞翩、铜爵、晨凫”秦皇

七骏雕塑姿态各异，游客们纷纷合影留念。

分管生态环境保护的副市长李金涛告诉记

者，烟台主动出击，在海洋环境综合整治方面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2021 年 11 月 1 日起《烟台市

养马岛生态环境保护条例》开始施行。该《条

例》以“生态立岛”为原则规定了多项具体的保

护措施，如严格保护海岛海岸线；严格限制海域

养殖规模和种类；严格保护岛内沿海防护林、传

统村落等。

一系列提质升级行动，让养马岛成为众多

游客向往的旅游胜地。

“一岛三滩千般秀，青碧含珠万象生。”“网

红养马岛”、中国的“马尔代夫”，随着新名字纷

至沓来的是，日均接待游客量达 4 万多人次，

“不虚此行，美丽的养马岛”“开车 9 小时只为看

中国的马尔代夫”，游客们的传播，让更多的游

客趋之若鹜。

“这里风景不错，我们在网上看到介绍，就

开车过来了，海水很清澈。水和抖音里看到的

一样清，孩子们喜欢在海岸边的石头上游玩。”

一位来自吉林的游客告诉记者。

“生态环境部等有关部门推动美丽海湾建

设中的制度创新、机制创新、技术创新，先后遴

选出青岛灵山湾等 20 个优秀案例，形成了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全国政协人

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生态环境部原副部

长翟青介绍说。

视察团成员、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副主任姜大明此前曾在山东工作多

年，看到山东沿海的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他的脸

上始终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

惠的民生福祉’，强调‘让人民群众吃上绿色、安

全、放心的海产品，享受到碧海蓝天、洁净沙

滩’。我们要深刻领悟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更加站稳人民立场，注重解决老百姓身边突

出的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提升人民群众临

海亲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姜大明说出

了视察团成员共同的心声。

■“美了环境，鼓了钱包”

优美的山海风光推动产业升级，以生态“含

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带动渔业等产业升

级，激发了生态产品的卓越价值。

冒着高温，视察团来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

区“耕海 1 号”海洋牧场，这个综合体平台酷似

一串宝石项链镶嵌在蔚蓝的大海上。在“耕海

1 号 ”上 ，各 类 海 上 装 备 展 现 出 满 满 的“ 科 技

感”。太阳能、风能发电系统可基本满足平台日

常用电需求；防污处理系统可将处理后的污水

污物运到环保部门指定的陆地码头集中处理；

海水淡化设备每天可产淡水 20 立方米，可满足

平台 3 天的淡水使用。

“项链”的一头是花瓣造型的智慧渔场，另

一头是海星造型的网红打卡地，串联起一种全

新的耕海牧渔方式。登上“项链”北端的智慧渔

场，可以看到不少游客在垂钓位上钓鱼。渔场

内有 3 个直径 40 米的大型圆形网箱，每个网箱

养殖体积约 1 万立方米。

“渔场内的网箱年可养殖斑石鲷、真鲷等优

质海水鱼类 20 万尾，年产约 15 万公斤。”山东海

洋现代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明向视察团介绍

说，之所以被称为智慧渔场，是因为该渔场配备

了自动投喂、环境监测、船舶防碰撞等系统，以

及无人船、水下巡检机器人等领先设备，已实现

自动化、智能化生态养殖。

在荣成市，视察团来到爱伦湾国家级海洋

牧场，由寻山集团建成的现代化海洋牧场已经

形成了一条“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

“这里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海洋水质、营养成

分和养殖品生长情况进行实时监测。通过 5G

水下摄像系统，将前端视频数据传至管理平台，

工作人员无须下海就可以观察水产品的生长情

况，观测距离可达 10 米。”威海市生态环境局荣

城分局邹建强告诉记者。

海洋牧场的“零碳”智慧用能示范项目有一

个技术核心，即海洋牧场智慧能效管理平台。

它可智能调控育苗生长环境，通过传感器实时

精准监测和调控照度、温湿度、水质等数据，车

间内遮阳帘、循环水泵等设备也能实现自动启

停和变频控制。

陪同视察团的民盟山东省委会专职副主

委、山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孟令军介绍说，这里成

为集国家级海洋牧场展厅、海洋牧场体验馆、微

藻培育示范车间、海上活动平台于一体的“海上

粮仓”，被农业农村部批准为全国精品休闲渔业

示范基地。相较于传统养殖模式，这种模式每

亩年均收益可提升约 30%，同时预计可固碳 11

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12 万公顷，实现了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该模式还被联合

国计划开发署向全世界推广。

“一条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渔业可持续

发展道路，正从深海游向未来。”全国政协常委、国

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贾楠感慨地说，绿色渔业正让

“海洋牧歌”越唱越响亮。

■“浒苔”仍是危及美丽海湾建设的
突出问题

顶着绵绵不断的细雨，委员们打伞来到青岛

曲家庄污水处理站。该站的建设旨在解决曲家庄

及周边地区企业、饭店和居民的污水直排入海问

题，单日污水处理量达 150 吨。

“我国管辖海域是典型的陆架边缘海，近岸海

域生态系统易破坏、难修复。”全国政协委员、生态

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副司长胡松琴最担心的就

是浒苔绿潮、赤潮等生态紊乱问题仍然多发频发。

浒苔的爆发性增殖是近海人类活动加剧、陆

地营养源输入、地形地貌特征、浒苔与微生物之间

相互作用、全球变暖与气候事件等多种因素复合

作用的结果。自 2007 年浒苔灾害在黄海发生以

来，年际规模大小呈现急剧波动趋势，其深层次规

律仍未廓清，凸显了跨领域基础研究协同创新和

跨省区联防共治的必要性、紧迫性。全国政协委

员、九三学社山东省委会副主委、中国科学院烟台

海岸带研究所所长秦松指出。

他建议，积极推进浒苔资源化利用，特别是就

地资源化利用。通过适当科技措施、工业手段，转

化为饲料、肥料等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

的共同提高。建议通过政策支持、财政补贴、生态

融资、生态债券等形式，加强相关科技研发和成果

转化，通过利益引导机制，推动更多企业参与到浒

苔治理与利用中来。要对打捞、处置、利用浒苔的

创新性做法特别是产业化进程给予资金、政策扶

持，激发社会各界的创造力，凝聚同防共治“绿潮”

的创造力。

“ 需 要 建 立 健 全 黄 海 浒 苔 绿 潮 联 防 共 治 机

制。建议由自然资源部牵头，协调农业农村、生态

环境、科技、气象等部门和山东、江苏等沿海省份，

进一步健全现有联防共治工作机制，统筹实施养

殖产业转型升级、浒苔前置打捞等工作，强化浒苔

的早期化防治和资源化处置，力争能尽早从根本

上治理好浒苔灾害。”贾楠建议。

“坚持陆海统筹，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

理大格局，建立健全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住房城

乡建设、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与内陆和沿海地区

以及相邻沿海地区联动协同机制，促进陆地和海

洋、流域上下游、相邻海域之间保护治理的协同增

效，着力解决好陆源污染特别是农业面源污染排

海、海洋垃圾污染、海洋生态退化等突出问题。”视

察团认为。

“要加快解决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

善的瓶颈技术和难点问题，在黄海浒苔绿潮治理、

海洋垃圾和微塑料治理、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修复、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等领域实行‘揭榜挂帅’。”全国

政协委员、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司长何广

顺建议。

■ 关爱海洋的“科技力量”

“如何以科技创新驱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

力提升？”带着问题，在山东，视察团成员专门来到

科研院所、知名高校和科技创新企业。

“成立 70 多年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一

直引领着我国海洋科学的发展，是我国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最强的综合海洋研究机构之一。”视察团

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孙黎，本身就是中国科学院实

验海洋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她带领科研团队

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学科发展的国际前沿，从海

洋生物免疫防控继续向深海研究方向进军，发现

了多个微生物新种，探索了深海热液微生物和大

型生物的代谢途径和环境适应机制。

在海洋所，视察团还了解到，赤潮对人类健

康、生态环境、滨海核电安全等产生重大威胁，被

联合国环境组织列为当今三大近海环境问题之

一。赤潮的有效防治是海洋领域中一个世界级科

技难题。中国科学院海洋所俞志明团队创新性地

利用天然黏土“绿色、低成本”的特点，通过界面吸

附、层间插入等改性技术，研发出高效、绿色的赤

潮治理系列材料及其现场作业专用设备。美国伍

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学等国际

第三方评估认为，该方法“效率高、用量低、无毒无

害”，解决了赤潮治理领域的国际难题，是中国制

造的“赤潮灭火器”。

“破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供需矛盾，

就是要加速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

合，形成新质生产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

势。”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农工党中央原专职副主席龚建明认为。

在海洋石油工程（青岛）有限公司，视察团看

到生产工地上一片繁忙景象，近百台履带吊、汽车

吊拔杆林立，工人们正在紧张有序地组装各类海

工装备模块。

“远处正在承建的卡塔尔 ISND5－2 项目是

中国企业承揽的业务品类最丰富、工作内容最复

杂的国际海上油气田总承包项目，标志着中国海

洋工程总承包能力迈上新台阶。”海洋石油工程

（青岛）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陶付文介绍说，

“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产业链已相对完善，涵盖了上

游的装备设计、原材料供应以及中游的装备制造，

和下游的项目总包和服务等各个环节。”

“近年来，我国对外交付了一批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大型海洋能源工程，实现了从低端国际油气

工程分包商，向高端工程总承包商的重要转变。”

视察团成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汪东进自豪地介绍说，“通过源头减

量、能源替代、节能提效、回收利用、工艺改造、碳

捕集……中国海油在绿色油田建设的各大路径上

步步为营、招招务实，坚定不移推动绿色生产，培

育起零碳负碳产业。”

在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微生物技术国家重点

实验室，实验室主任张友明教授及其团队发明的

大片段 DNA 克隆技术，在国际上率先突破了微生

物基因组无痕精准编辑，打破了国外基因编辑专

利壁垒，开发了国内仅有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Red/ET 重组技术，实现了这一关键底层技术完

全自主可控。20 多年来，此项技术在微生物天然

产物获取、人源化免疫球蛋白/抗体药物生产、绿

色农业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应用。

该国家重点实验室在有效降解塑料的海洋微

生物的研究发现引起了视察团的重视。废旧塑料

种类繁多、回收降解反应复杂，塑料垃圾的处理方

法主要有填埋、焚烧和利用微生物降解三种，只有

微生物降解方式是绿色环保的。每年约有 1100

万吨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加快微生物代谢降解的

能力的开发与利用从基础研究向实际应用转化，

为我国塑料循环经济发展提供经济、环保、可行的

“海洋方案”。

■“美丽海湾”要有“亲民指标”

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细雨绵绵，视察团都按

照既定日程，深入滨海湿地、入海河口、海滩浴场、

科研院所、污水处理站、海洋牧场、海洋装备制造

企业等实地视察。

视察团认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

下，山东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

索形成的美丽海湾建设相关经验做法弥足珍贵。

视察团也看到，美丽海湾建设和近岸海域综

合治理的投入渠道还较为单一，美丽海湾“高颜

值”和经济发展“高质量”的有机融合还不够，尚未

完全激发和释放美丽海湾蕴含的“生态红利”。

为此，视察团建议，“要探索建立政府、企业、

社会多元化资金投入机制，鼓励各类投资主体采

取多种投资形式参与美丽海湾建设，通过政策性

银行融资、商业银行融资、政府债券、绿色基金等

方式筹集项目资金，加大海洋领域 EOD 模式（生

态环境导向的开发）项目的推广实施。要以科技

创新驱动海洋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提升，多渠道加

大美丽海湾建设资金投入。”

视察团建议进一步强化美丽海湾建设和近岸

海域综合治理，建立健全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建

立健全黄海浒苔绿潮联防共治机制，强化早期化

防治和资源化处置；推动海水养殖等产业绿色转

型发展，以美丽海湾建设助力美丽经济发展。

“坚持环保为民，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科

普传播和宣传教育，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姜大明说出了视察团成员的

心里话，增设老百姓能理解、能感受、能判断的“亲

民指标”，在条件较好的地市加快推进全域美丽海

湾建设，让“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成为

滨海常景常态。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
——全国政协“加强近岸海域综合治理 推进美丽海湾建设”党外委员专题视察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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