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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季休渔

建好“蓝色粮仓”
本报记者 乔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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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海洋

日”和我国的“海洋宣传日”，今年海洋日

的主题是“依法建设生态文明海洋”。如

何用法治的刚性力量守护好我国的辽阔

海疆，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保持稳定发

展，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但也必须

看 到 ，海 洋 环 境 的 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4

年，我国近岸局部海域海水环境污染依然严

重；监测的河口和海湾生态系统仍处于亚健

康或不健康状态。赤潮和绿潮灾害影响面

积较上年有所增大。局部砂质海岸和粉砂

淤泥质海岸侵蚀程度加大，渤海滨海地区海

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依然严重。

要还辽阔海洋一片蔚蓝，必须遏制

住这些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

这就要高举法治的“利剑”。要加快完善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目

前重要的就是加快修订《海洋环境保护

法》。现行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因为制

定和修订的时间较早，没有预计到目前

海洋开发利用的广度和强度，也不可能

预测海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

的局面，因此已经很难适应目前我国经

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急需修改。

今年，《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意见》的出台，为进一步加强海洋生态环

境保护迎来了很好的契机。目前，《海洋环

境保护法》的修改也已列入国家海洋局

《2015年全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点》。

从源头控制陆源污染入海是保护海

洋生态环境的关键。在修订《海洋环境

保护法》时，针对陆源污染的情况，应该

建立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与内陆水体环境

污染防治衔接或者相统筹的制度，建立

陆源污染防治与海洋环境污染防治衔接

或者相统筹的制度，从源头预防和治理

海洋环境污染。

用法治力量守护海洋，既需要有法

可依，还需要执法必严，重拳出击。近年

来，国家和地方各级海洋管理部门在提

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海洋综合管理水平方

面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实践和探索。在拥

有丰富海洋渔业资源的福建，就采用横

向联合执法、系统联合执法、海峡两岸协

同执法等综合执法的形式，有力打击了

非法捕捞、非法采捕红珊瑚、涉渔“三无”

船舶等各类海洋违法行为，守护海洋生

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为提高执法能力，

中国海监东海总队还借助高科技手段，

利用卫星、飞机、监控视频对海域使用进

行动态监管，降低了执法监管的成本，提

高了工作效率。

要守护好蓝色海洋，在增强法治力

量的同时，还需要加快污染治理、环境修

复、产业调整等，打好多措并举的“组合

拳”。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保护海洋

环境更应从自身做起，树立起爱护海洋

的理念，积极采用环保的生活方式。

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崛起和京津冀
都市圈建设的启动，有着 487 公里海岸
线的河北省海洋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然
而，随着临海工业区建设的不断加快和
沿海地区的人口密集度迅速增加，海洋
环境保护的压力越来越大。

为保护好海洋生态环境，河北省海
洋管理部门积极探索，海洋环境保护进
入法治化轨道。不断完善海洋管理的法
规体系，先后下发了《防治海洋工程建设
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规定》、《关
于进一步优化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
理工作意见》等规章制度，并印发了《海
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批指南》、

《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签发指南》等技
术规范，使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真正做到
了有法可依。

按照这些法规要求，河北重点实施
了海洋污染控制、滨海生态保护与修复、
海洋环境保护能力提升等3大类15小类

61项工程。升级改造污水处理厂6个，续
建污水处理厂 10个，新建污水处理厂 62
个，新增污水处理能力242.9万吨/日；新建
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工程2个，处理规模
456吨/日；建设城市污水管网221.7千米；
实施再生水利用工程12个，再生水利用规
模达到43万吨/日，这些环境工程为海洋
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加强海洋环境执法，河北充分发
挥省、市、县 3 级海监机构作用，整合海
监执法力量，建立了上下联动、横向配合
的海洋执法长效机制，初步形成了防范
在先、发现及时、制止有效、查处到位的
海洋执法监察工作新局面。近年来，河
北省每年都要组织省海监总队和沿海各
市县海洋管理部门，分期分批对开工生
产和正在建设的用海项目进行全面检
查，对检查中发现的未批先建、边批边
建、超标排污、无证倾倒以及在海洋保护
区内进行违法开发活动等违法行为，依

法进行严肃查处起到了较强的警示和震
慑作用。

在加快海洋环境保护法治建设的同
时，河北也大力建设海洋生态保护工程，
先后开展了河口综合整治、岸滩保护与
修复、滨海湿地保护与修复、保护区建
设、防护林建设等一系列工程，为蓝色海
洋筑起了一道海岸绿色屏障。

北戴河一向以滩宽浪缓、沙软潮平
闻名。近年来，由于气候环境变化以及
游人不断增多，北戴河海滩岸线后退、
坡度变陡、沙质粗化，侵蚀退化较为严
重，滨海旅游环境质量降低。为保护北
戴河海滩环境，河北先后投资 60 多亿
元实施了北戴河环境整治工程，确保到
今年暑期前入海河口水质要全部达到
环境功能区标准，清洁海域面积保持在
95%以上，近岸海域水质达到国家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浴场水质优于国家二类
海水水质标准。

自6月 1 日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大部分海域全
面进入伏季休渔期。按相关规定，除钓具作业外的其
他海洋捕捞渔船，该海域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回港停靠，
渔业辅助船与捕捞渔船同步休渔。在此前，从 4 月 1 日
起，我国长江流域的干流、重要支流及通江湖泊已全
面进入禁渔期。

海洋伏季休渔和长江禁渔期制度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
两项渔业资源保护管理制度，涉及我国管辖的四大海域和
整个长江流域，覆盖沿海11个省区市和长江流域10个省
市，两项制度每年涉及渔船16多万艘、渔民100多万人。

“今年是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实施第 21 年、长江流域
实施禁渔期制度第 14 年、珠江流域实施禁渔期制度第 5
年。”农业部渔业局局长赵兴武说，目前，国际上只有我国
实施了大规模、全海域、全流域的大型资源养护行动。除
全国性的休渔禁渔制度外，不少地方还在湖泊、水库、江
河等重要水域规定了区域性休渔禁渔制度。

在实施休渔禁渔制度的同时，我国实行了全国统一
的海洋捕捞渔船“双控”制度，对船数和主机功率进行总
量控制；建设了一批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扩大水生生物增殖放流规模，对已遭破坏的重
要渔场、重要水生生物关键栖息地和生态退化相对严重
的水域制定了修复计划。

增殖放流是促进渔业资源永续利用的重要方式。据山
东省水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中心统计，截至5月底，山东已
放流中国对虾小规格苗种6.65亿尾、海蜇苗种3468万头。
2014 年以来，各地举办的各类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达
1600余次。数据显示，“十二五”时期以来，全国累计投入
资金近40亿元，放流各类苗种1200多亿尾，增殖放流活动
由区域性、小规模发展到全国性、大规模的资源养护行动。

各省渔业部门的调查显示，增殖放流对海洋渔业提
质增效明显。江苏省经初步测算，通过增殖放流，2014
年全省渔民增收 2.2 亿元。辽宁省在黄海北部回捕中国
对虾产量 230 吨，产值 2280 万元，投入产出比达 1∶6.5。
浙江省内陆水域增殖放流对鱼产量的贡献率在 50%以
上，近 5 年来增殖放流的投入产出比约为 1∶8，加上其他
相关效益，累计增加社会总产值在 20亿元以上。

伏季休渔和增殖放流的背后是渔业的可持续问
题。我国水产品总量连续 26 年保持世界第一，水产品
出口连续 14 年保持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渔业发展的
不可持续问题还很突出。“过去我们对渔业资源开发利
用得多，保护得少，导致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捕捞渔船
数量和功率总量居高不下，对资源破坏强度大的作业
方式和违规网具占有较高比重，近海捕捞量远超可捕
捞量。随着拦河筑坝、围填海等工程建设增多，水域滩
涂不断被挤占，水产品质量安全和生物多样性受到严
重威胁。”赵兴武说。

伏季休渔与增殖放流的同时，渔业部门还开展了对
“绝户网”的打击。“绝户网”渔网网眼直径仅为两厘米，会
将大鱼小鱼一网打尽，对渔业资源造成毁灭性破坏。针
对“绝户网”等违规捕捞网具破坏渔业资源的问题，农业
部发布了海洋捕捞准用、禁用渔具目录，并组织开展了专
项行动。截至今年 3 月底，各地共查处各类违规涉渔船
舶近 3 万艘（次），清理违规渔具 35 万张（顶），有效遏制
了违规渔具使用和非法捕捞行为。

近年来，国家将海洋渔业提升到战略产业的高度。
2013 年，国务院就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出台文
件，明确今后将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和控制近海、拓
展外海、发展远洋的生产方针，着力加强海洋渔业资源和
生态环境保护，不断提升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胶州湾是山东青岛市的母亲湾。为守
护好这一湾碧水，近年来青岛下大气力进
行综合整治，自 2010 年迄今，各项治理工
程累计投入资金已超过 67.5 亿元。通过
扎实推进梳理用海项目、加强源头治理、打
造生态景观等工作，水清岸美、鱼肥民乐的
生态海湾、美丽海湾已初步显现。

据介绍，胶州湾面积原有 560 平方公
里，但由于填海规模逐渐扩大，到 2006 年
面积缩减为 362.4 平方公里。为切实解决
胶州湾岸线不断被蚕食和破坏的问题，青
岛市突出了规划引领，特别是健全了地方
立法，2012 年出台的《胶州湾保护控制线》
明确规定了胶州湾保护控制线的界址，保
护控制线范围内严禁任何围填海行为，不
得进行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无关的各类建
设。2014 年 9 月 1 日，青岛市又正式实施
了《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以地方立法
的形式，对胶州湾实施最严格的终极性、永
久性保护。

“在此基础上，我们大力推进退池还
海。”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于成璞告
诉记者，青岛市对胶州湾保护控制线内已
批准实施的 4 个填海项目进行了清理，恢
复该海域原貌；对胶州湾内所有养殖池塘
的性质、用途、使用年限进行普查，未经审
批的私建池塘无条件清除；有合法使用证、
使用到期的池塘不再延长使用年限，按照
回收实施拆除；有合法使用证、使用尚未到
期的池塘，与养殖户协商达成回收补偿协
议，予以拆除。“目前，实际投入资金1.42亿
元，收回虾池 4000 余亩，并全部进行拆
除。通过规范用海项目、实施退池还海等
工程，胶州湾面积恢复性增加约 25 平方公
里。”

同时，青岛市强化海陆统筹、狠抓源头
治理，持续改善胶州湾水质状况。按照“治
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污”的理念，大力实施
环湾河道整治工程。他们把截污作为河道
整治的首要任务，实行“河长负责制”、环保
约谈等措施，持续开展了以“控制污染，治
理已形成污染”为重点的河道综合整治。
以大沽河治理为例，通过实施防洪、水源开
发、道路交通、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现代农
业产业化基地、小城镇与新农村示范建设
7 大工程，使河道全线防洪标准由不足 20
年一遇提高到 50 年一遇，环胶州湾流域的
尾水全部达到一级 A 排放。

污染源头的整治更是细化到每个环
节。目前，青岛市建成污水排水管网 4813
公里，环湾区域建成城镇污水处理厂15座，
总处理能力114万吨/日，处理标准全部达到
一级A标准，污水集中处理率提升到90%。

据悉，目前，胶州湾湾内二类以上（良
好以上）海水水质覆盖面积占比由 2010年
的 57.2%上升至 2014 年的 63.4%；四类以
下（较差以下）海水水质覆盖面从 2010 年
的 31.1%下降至 2014年的 17.4%。

近年来，青岛市更是从建设海洋生态
文明的高度出发，以整体保护胶州湾自然
岸线、生态湿地、入湾河道、水动力条件、纳
潮能力等为前提，优化提升胶州湾近岸功
能，着力打造海清、岸绿的生态型美丽海
湾。他们加大了胶州湾海洋保护区建设力
度，建立了“胶州湾滨海湿地省级海洋特别
保护区”，划设保护区 3600 多公顷。建立
完善了保护区机构和制度，开展了保护区
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对保护区全域的实
时观测和每周巡护管理，全面开展了保护
区生态修复工作。

2014 年，青岛市又将环湾岸线整治
工作升级为环湾绿道建设，工程东起团岛，
西至凤凰岛，全面建成后长度约 197.4 公
里，总投资约 102 亿元。到目前，绿道建设
已完成 21.46 公里,累计完成投资约 14.23
亿元。

青岛：

坚持立法保护

打造生态海湾
本报记者 刘 成

河北：

完善海洋管理法规体系建设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一 切 为 了 海 上 生 命 救 助
——记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举行应急演练

本报记者 沈则瑾 通讯员 张华明
6 月 5 日,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组织

了一场东海区海上搜救漂移试验与轨迹
预报应急演练，用目标物跟踪观测获取
的实际漂移轨迹验证预报轨迹的准确
性，更好地为海上人命救助提供支持，以
实际行动迎接世界海洋日。

6 月 5 日凌晨 5 时，舟山群岛新区衢
山岛东北黄泽洋海域，一艘渔船突遭风
浪沉没，1 人落水、5 人乘无动力救生筏
逃生，海上救援部门请求尽快提供事发
海域气象海况和漂移轨迹预报。这是演
练的模拟场景。

上海海事局指挥中心指挥长朱叶明
说，当发生海难事故时，几小时甚至十几
小时才获知都有可能。海上人命救助分
秒必争，搜救力量如无漂移轨迹预报提
供搜救方位和范围指引，要尽快找到遇

险人员如同大海捞针。
14 时 40 分，演练总指挥、东海分局

巡视员、副局长王锋宣布演练开始。分局
所属宁波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在事发海域
对目标物跟踪观测试验得到的实际漂移轨
迹，东海预报中心预报员完全不知情。

记者在演练指挥中心大屏上看到，
东海预报中心预报值班员接到上海海上
搜救中心电话，请求尽快提供事发海域
5 日凌晨 5 时至下午 17 时的逐时漂移轨
迹预报和事发海域气象海况预报。画面
切换，记者看到中国海警 2501 船和两艘
民船正在海上对漂移目标物跟踪观测。

东海分局预报减灾处处长胡学军说，
“这些年东海预报中心接到沪浙等地搜救
部门请求提供漂移轨迹预报的来电年均
30多起，预报有助于提高搜救成功率。这

是首次用假人、救生筏的实际漂移轨迹对
预报的漂移轨迹准确性进行验证。”

东海分局局长刘刻福说，组织应急
演练，用真实的漂移轨迹对预报的精度
进行验证，有助于发展预报技术、完善数
值预报模型，提高预报准确率，为海上搜
救行动提供及时准确的预报保障服务。

15 时 10 分许，通过视频连线，预报
指挥员和海上指挥员相继向总指挥报告
漂移轨迹预报结果与事发海域气象海
况，及目标物实际漂移轨迹，两张漂移轨
迹图和相关数据显示在大屏上。

15 时 40 分许，专家组根据评估标
准，对东海预报中心提交的分析预测结
果进行了客观、公正的研判，专家组一致
认为，漂移轨迹分析预报和海况预报正
确。至此，演练圆满结束。

6 月 1 日中午 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海域大部

分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其中，北纬 35 度以北的渤海和

黄海海域除钓具作业外的其他海洋捕捞渔船休渔时间将

持续至 9月 1日 12时；东海海域的休渔时间将按渔船作业

类型分批结束，最晚将持续至 9 月 16 日 12 时。图为渔船

陆续返回山东烟台芝罘岛东口渔港休渔。 新华社发

目前东海已进入休渔期，浙江省瑞安市在海洋中投放大

黄鱼鱼苗267万尾和黄姑鱼23万尾，以恢复和增加近海渔业

资源，改善海洋水域生态环境。图为6月4日，工作人员吊起

一篓鱼苗投放到东海瑞安市北麂海域。 新华社发

用法治力量守护蓝色海洋
端 然

福建严厉打击非法采捕交易红珊瑚，图为福建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在闽东海域对船只进行检查。

广东深圳积极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城市广东深圳积极构建海洋生态文明城市，，图为位于深圳湾北东岸深圳河口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图为位于深圳湾北东岸深圳河口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广西钦州大力推进茅尾海生态环境建设，该海域已成为我国大蚝生产的主要基地。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