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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公布
海岛保护成“重头戏”

《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 年）为

我国“十三五”期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划定路线图和时间表——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日前，国
家海洋局印发《国家海洋局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实施方案》（2015-2020 年），为
我国“十三五”期间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划定路线图和时间表。

《实施方案》着眼于建立基于生态
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体系，坚持“问题
导向、需求牵引”、“海陆统筹、区域联
动”的原则，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资
源节约利用为主线，以制度体系和能力
建设为重点，以重大项目和工程为抓
手，提出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推动海
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海洋管
理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
资源节约利用取得重大进展，推动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十三五”期间有
较大水平的提高。

《实施方案》提出，实施总量控制和
红线管控，侧重于从总量 控 制 和 空 间

管 控 方 面 对 资 源 环 境 要 素 实 施 有 效
管理，包括实施自然岸线保有率目标
控制、实施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和实
施海洋生态红线制度 3 个方面内容；
严格海洋环境监管与污染防治，包括
监测评价、污染防治、应急响应等海
洋环境保护内容，突出提升能力、完
善布局、健全制度，具体包括推进海
洋 环 境 监 测 评 价 制 度 体 系 建 设 等 5
个方面内容；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修
复，体现生态保护与修复整治并重，
既注重加强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又
注重实施生态修复重大工程，包括加
强 海 洋 生 物 多 样 性 保 护 等 3 个 方 面
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海岛保护成为此次
《实施方案》的重点。《实施方案》要求，
强化规划引导和约束，主要从规划顶层
设计的角度增强对海洋开发利用活动

的引导和约束，包括实施海洋功能区
划、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和实施海岛
保护规划 3 个方面内容；深化资源科学
配置与管理，涵盖海域海岛资源的配
置、使用、管理等方面内容，突出市场化
配置、精细化管理、有偿化使用的导向，
具体包括严格控制围填海活动等 5 个
方面内容。

为推动上述任务的深入实施，《实
施方案》部署了 4 个方面共 20 项重大工
程项目。

在治理修复类工程项目中，“蓝色
海湾”综合治理工程着重利用污染防
治 、生 态 修 复 等 多 种 手 段 改 善 16 个
污染严重的重点海湾和 50 个沿海城
市 毗 邻 重 点 小 海 湾 的 生 态 环 境 质
量。“银色海滩”岸滩修复工程主要通
过 人 工 补 砂 、植 被 固 沙 、退 养 还 滩

（湿）等手段，修复受损岸滩，打造公

众亲水岸线。“南红北柳”湿地修复工
程计划通过在南方种植红树林，在北
方种植柽柳、芦苇、碱蓬，有效恢复滨
海湿地生态系统。“生态海岛”保护修
复工程将采取制定海岛保护名录、实
施物种登记、开展整治修复等手段保
护修复海岛。

在统计调查类工程项目中，共有海
洋生态、第三次海洋污染基线、海域现
状调查与评价、海岛统计 4 项专项调查
任务，旨在摸清我国生态保护、海洋污
染、海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开发的家底和
状况，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
重要决策支撑。

据悉，国家海洋局将针对《实施方
案》实施情况组织开展跟踪评价和督促
检查，沿海各省（区、市）也将加强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的考核，共同形成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督促合力。

在中国广袤的蓝色国土上，散落
着大大小小数千个海岛。它们坐拥大
自然馈赠的碧海蓝天，成为人们心心向
往的世外桃源。然而，近年来随着海岛
旅游热潮的掀起，海岛生态环境正遭遇
前所未有的威胁。

开发与保护到底该如何统筹？我
国海岛生态保护还面临哪些待解的难
题？日前，《经济日报》记者跟随国家海
洋局组织的“2015 海疆万里行”采访活
动，来到广西北部湾最大的海岛涠洲
岛，试图从这里找到一些答案。

清垃圾 治污水
还海岛一份洁净

从北海国际客运港乘船，大约半个
小时后，涠洲岛的轮廓渐渐清晰：四周
烟波浩渺，面积为 25 平方公里的涠洲
岛犹如一枚翡翠漂浮于湛蓝的大海中。

踏上这座国内最大、最年轻的火
山岛，撞入眼帘的是成片的香蕉林，
以及颇具地方特色的珊瑚石民宅。不
过，更引人注意的是岛上奇特的海蚀
海积地貌与火山熔岩景观——猪仔岭
憨态可掬，鳄鱼石栩栩如生，滴水岩泉
水叮咚⋯⋯

谁能想到，因管理不力这座美丽的
海岛一度垃圾遍地、污水横流。“过去，
大街小巷卫生死角随处可见，垃圾场更
是臭气熏天。”回顾涠洲岛的卫生状况，
已在岛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居民孙女
士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这一状况随着海岛旅游人数的增
加愈发糟糕。“涠洲岛常住人口 1 万多，
加上游客 2 万多，按照每人每天制造生
活垃圾1千克的标准计算，一天下来，垃
圾就能堆成个小山了。”北海市涠洲岛
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李斌施介绍说。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污
水处理设施，岛上产生的大量生活污水
直接排入大海，不仅污染了近岸海域，
也对环岛海域的珊瑚礁生态系统造成
很大的影响。

这正是我国海岛保护面临的尴尬
现状。“我国海岛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历
史积累的问题比较多。长期以来，大部
分海岛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交通极其不
便，供水、供电常年不足，基本无垃圾和
污水处理设施。”《2015 中国海洋发展
报告》指出。

为了留住涠洲岛的美，2013 年，耗
资 1285 万元的涠洲岛整治修复实施项
目——垃圾处理厂竣工。一栋两层高
的小楼，走进其中，不见一点垃圾。

“我们每天对当天收集到的垃圾进
行压缩外运和无害化处理，压缩后的垃
圾连同产生的废水一同以全封闭形式
运到北海垃圾站进一步处理。整个过
程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任何不良影
响。如今，岛上垃圾日产日清。”垃圾处
理厂负责人说。

与垃圾处理厂一路之隔，日处理能
力 4000 吨、污水收集管总长约 13.93
公 里 的 涠 洲 岛 污 水 处 理 厂 1 号 泵 站
2014 年投入使用，处理后的废水水质
达到国家一级 A 类排放标准。

不过，这还不是“污水”的最终归
宿。为了更好保护海岛环境，处理后的
尾水经由管道输送至污水处理厂旁的
湿地。“尾水在湿地进行生态处理后，水
质进一步提升。涠洲岛本就缺少淡水
资源，如此一来，尾水得到回收利用，有
效提升了涠洲岛的土壤含水率。”李斌
施表示。

禁采挖 常监测
多管齐下护珊瑚

倾倒废弃物仅是一方面。对海岛
而言，另一威胁显然更具杀伤力：采石
挖砂等活动大规模改变海岛地形、地
貌，甚至造成部分海岛灭失；采挖珊瑚
礁，砍伐红树林，滥捕、滥采海岛珍稀生
物资源等活动，致使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恶化。

类似的一幕也曾在涠洲岛上演。
涠洲岛北部和西南部近海，是我国珊瑚
礁生长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之一。上
世纪末，随着珊瑚制品在市场上的走
俏，一些不法分子受经济利益驱动私自
盗采珊瑚等。

这一情景，国家海洋局办公室副主
任王斌至今记忆犹新。那时的他还在
北海分局任职。“北海市地摊上，珊瑚工
艺品随处可见，有时甚至几十元便能入
手一件。”

守护美丽的珊瑚刻不容缓！2000
年 4 月，北海市政府颁布《通告》，对涠
洲岛附近包括海域和陆域特定区域的
珊瑚资源严禁采捕、采挖，并规定：未经
批准，禁止在全市范围内收购、加工、运
输、经营珊瑚及其制品；违反者，海洋、
环保、工商、公安以及渔政主管部门依
法予以处罚。不久，北海市成立国内首
个以珊瑚礁生态为监测和研究对象的
海洋生态站。2013 年，他们又建设总
面积达 2512.92 公顷的涠洲岛珊瑚礁
国家级海洋公园。

多措并举之下，被视为海洋生态环
境最敏感神经的珊瑚礁群在涠洲岛又
多了起来。李斌施说：“过去涠洲岛西
北海域活体珊瑚大面积减少，这两年都
重新长了出来！”

北海市海洋局对涠洲岛珊瑚礁的
“体检”结果显示，涠洲岛珊瑚礁生长状
况良好，目前已探明的造礁珊瑚分属
10 个科、26 个属、43 个种类，硬珊瑚覆
盖度有一定提升。

限客流 拆违建
在 保 护 中 开 发

虽然涠洲岛的生态修复已初见成
效，但李斌施心里仍有些苦恼。

让他感到困扰的是近几年迅速崛
起的一栋栋高楼和“遍地开花”的农家
乐：“随着涠洲岛名气大涨，前来观光度
假的游客爆发式增长，原本是件好事，

可问题也来了，私搭乱建屡禁不止。”
据涠洲岛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粗略

统计，近两三年岛上新增违章建筑至少
200 多处，多用于为游客提供吃饭住宿
等，其中不乏一些价值百万的楼房。更
糟糕的是，它们不仅违法侵占部分耕
地，甚至在一些防护林中、滩涂上拔地
而起。“树木被砍伐，滩涂遭破坏，香蕉
林被铲平，台风一来涠洲岛很容易失去
庇护，去年‘威马逊’所到之处损失惨
重。”李斌施回忆说。

“村民们眼看着身边的违规农家乐
火了，纷纷加入违建队伍。而从发现违
建行为到落实拆除，要经过文书公告、
行政复议等环节，整个程序走下来至少
也得半年，那时房子基本建好了，自然
更难处理。”涠洲岛旅游区管理委员会
工作人员有些无奈。

事实上，涠洲岛管委会的烦恼也是
当前我国海岛保护的一个痛点。“由于
缺少统一规划，开发活动自主性、随意
性大，开发秩序混乱，严重影响到海岛
生态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家海
洋局有关负责人坦陈。

据统计，因开发建设和监管不到
位，海岛上愈演愈烈的开山、采石、爆破、
违建等活动致使岛体及植被遭受严重破

坏，岛上水土流失现象加剧。
为遏制海岛生态系统退化趋势，

2012 年中央海岛保护专项资金设立，
重点支持生态修复示范和领海基点
保护。2013 年《海岛保护与利用规划
编制技术指南》颁布，要求无居民海
岛上不少于海岛总面积的 30%区域
划分为禁止任何开发建设的绝对保
护区。日前，《2015 年全国海岛管理
工作要点》印发，要求编制《全国海岛
保护“十三五”规划》，将保持海岛山
水原生态作为海岛工作的主线和最
高目标。

如何找到海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
护之间的平衡点？“允许进行开发，但必
须是合理的，非破坏性的。”李斌施说，
涠洲岛的旅游开发在保护海岛资源和
海岛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举措之一
便是严格限制登岛人数——每天不得
超过 7000 人。“如果登岛人数过多，一
方面大家的旅游体验会比较差，从长远
来看，也不利于海岛的保护和发展。”

举措之二则是拆除违规建筑。“虽
然老百姓不太理解，意见很大，但海洋
生态系统脆弱，一旦破坏再恢复很难。
今年政府决定安排专项资金专门治理
违建。”李斌施向记者透露。

涠洲岛，珊瑚又多起来了
本报记者 沈 慧

山东烟台海阳市拥有绵延 20 多公里的优质沙滩资源，

青山、绿水、碧海、金沙、民俗、运动共同缔造了以文化主题、

度假休闲、康体运动、养生理疗“四位一体”为主线的海阳旅

游度假模式，别具特色的沙雕艺术节、海洋风情节更是吸引

了大量游客纷至沓来。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

7 月 1 日，杰瑞集团与英国 Plexus 公司签署了战略合
作与投资正式协议，成为我国第一家海洋水下井口设备供
应商。海洋水下井口设备是海洋油气勘探开发的重要单元
装备，因其对产品可靠性、安全性、稳定性有着极高的要求，
被誉为世界石油机械制造的“珠穆朗玛峰”。而由于技术限
制，世界范围内的海洋水下井口装备一直以来被欧美少数
专业公司所垄断，我国在海洋水下井口设备方面一直处于
空白状态。本次杰瑞集团与 Plexus 公司的合作，突破了国
内海洋水下井口技术与设备的瓶颈。

Plexus 公司之所以与杰瑞牵手，看重的还是其技术实
力。近年来，杰瑞通过自主创新实现技术升级，实现了核心
部件的自主制造，国际市场竞争力日益增强。如今，杰瑞与
国际油田装备制造的老牌企业实现同台竞争，成为壳牌、斯
伦贝谢、贝克休斯、威德福等世界知名油公司、油服公司的
合格供应商和战略合作伙伴。

持续创新成为杰瑞的固定“节拍”。凭借自主研发的船
载海洋压裂酸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杰瑞成功拿到山东
省重大科技专项资金 1500 万元。“这笔资金大大加速了船
载海洋压裂酸化成套设备产业化项目的研发、投产进程，项
目达产后预计年产船载海洋压裂酸化成套设备 5 台套，可
实现年销售收入 3.5亿元。”杰瑞副总裁秦浩杰说。

作为海洋油气装备领域的国内首批两化融合贯标试点
单位，杰瑞瞄准海洋油气装备制造业，朝着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方向转型。在前不久工信部公布的“2015 年智能制
造专项项目”名单中，杰瑞集团的“面向海洋油气装备的网
络化协同制造”的智能制造专项项目获得立项。

“面向海洋油气装备的网络化协同制造”专项项目由烟
台杰瑞石油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
究所联合建设。该项目通过完整的企业信息化管理系统，
可使生产过程透明化、高效化、柔性化、可追溯化，产品的研
制周期将缩短 20%，生产效率提高 30%，运营成本降低
20%，产品不良品率降至 5%，能源利用率提高 12%。

“杰瑞将‘中国制造 2025’与‘互联网+’的优势融合，开
启智能制造新模式，助力打造中国最优良的海洋油气装备
制造平台，同时为装备制造的信息化和网络化提供最坚实
的科技及设备基础。”杰瑞副总裁秦浩杰表示。

杰瑞集团成为我国第一家海洋水下井

口设备供应商——

海工装备加快走出去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张 妍

浙江省宁波市是国家确立建设的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核
心示范区。2012 年，该市被国家有关部门首批选择为海洋
经济试点市，开展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试点。在宁
波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试点项目中，包括了海水高
效健康养殖类、海洋生物医药类、海洋工程装备类、海洋产
业公共服务平台等 29项。

最新统计显示，2014 年，宁波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
产业总产值为 49.38 亿元，同比增长 6.86％；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总产值为34.94亿元，同比增长15.62％；海洋工程装备
产业总产值为660亿元，同比增长11.05％。经过3年努力，
宁波一批制约地区乃至全国海洋经济产业发展的关键和共
性技术得到了突破，为实施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奠定了基础。

在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领域，宁波通过实施“年产
1200 吨海水名贵鱼类低碳循环水养殖”项目，重点解决了
海水工厂化养殖污染排放问题，提高了海水养殖综合效
益，促进了海水养殖可持续发展。

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宁波绿之健药业有限公司从虾
蟹壳中提取高纯度盐酸氨基葡萄糖并形成了产业化生产能
力，产品质量全部达到欧美药典标准。

在海洋工程装备领域，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突破大长度、无接头制造等关键共性技术，成功研制了
国内首条光电复合海缆和海洋脐带缆，使我国海缆生产
技术局部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打破了国外企业市
场垄断。目前该项目系列产品已在中科院声学研究所、
岱山潮流能发电项目、中海油崖城某气田等多个项目中
得到应用。

在海洋生物高效健康养殖方面，宁波已形成４家具有
较强科技创新力、核心竞争力、规模影响力的骨干企业，２
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市场竞争能力较强、年销售额超
3000万元的产品。

宁波海洋产业关键技术获突破
本报记者 郁进东

①涠洲岛垃圾处理站。

②涠洲岛污水处理站。

底 图：涠洲岛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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