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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秋，阳光明媚。随着天气转凉，去
海边戏水的游客渐少。然而在浙江省温
州市平阳县，每天往返于鳌江和南麂列
岛的客船依然“一票难求”。登岸远眺，
一望无际的海水蔚蓝清澈，风过时掀起
粼粼涟漪。环岛而游，金沙碧海、奇峰异
石、天然草坪处处是景，美不胜收。

宝岛天生丽质

南麂列岛位于平阳县东部海域，距
鳌江港 30 海里，陆域面积 11.3 平方公
里，拥有大小岛屿 52 个。这里分大沙
岙、三盘尾、竹屿百屿三大景区，拥有景
点 75 处。去南麂列岛的客船每天只有 2
班。《经济日报》记者到达时已是下午，为
了马上能看到“贝藻”，上得岸来就坐车
直奔海边的大沙岙海滩了。

入秋的海水开始有凉意，可在这个
宽 800 米、长 600 米的海滨大浴场上，上
百名游客聚集在一起，大人小孩追逐嬉
戏，好不热闹。远处，海浪一波波撞击着
礁石，发出阵阵欢快声，好像在欢迎远客
的到来。身旁，浪花不时地涌来，把一层
一层细沙冲上来又卷回去。脱掉鞋子走
在沙滩上，感觉软绵细滑，好像踩着湿润
的棉花。当地人说，南麂岛盛产等边线
蛤，这种贝类经海水不断冲洗研磨之后，
就变成了极细极软的沙子，颜色洁白纯
净。一些人正从沙里往外挖东西，村民老
何把一双大手深深地插入沙中，变魔术一
样地捞上来两只扇子一样的蛤蜊。老何
说，这就是等边线蛤，当地叫“沙蛤”。记
者学样在沙滩上挖了好多次，除摸到一粒
纽扣大的“沙蛤”外一无所获。老何哈哈
大笑说，挖“沙蛤”要有经验的。他拎起身
旁的一只塑料袋说：“今天 2 个小时大概
挖了 3 斤。现在保护不让挖了，以前一只
手下去就可以捞上十几只呢。”

同行的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
区管理局小林告诉记者：南麂岛海域处于
台湾暖流和江浙沿岸流的交汇处，流系复
杂，锋面发达，终年海水清澈，独特而多样
的生态环境为海洋生物繁衍、生长提供了
十分理想的条件，孕育了丰富的海洋生物
多样性。据调查，已发现各种门类的海洋
生物 1876 种，其中大型底栖藻类 178 种、
微小型藻类 459 种、贝类 427 种、甲壳类
257 种、鱼类 397 种和其他海洋生物 158
种。引人注目的是，其中贝类、藻类资源
特别丰富，两者分别约占全国海洋贝藻类
种数的 15％和 25％，约占浙江省海洋贝
藻类种数的 80%，大约 30%的种类以南
麂海域为我国沿海分布的北界和南界，有
36 种贝类目前在中国沿岸仅见于南麂海
域。黑叶马尾藻、头状马尾藻和浙江褐茸
藻是在南麂列岛发现的世界新品种，还有
22 种藻类被列为稀有品种。因此，南麂
列岛被誉为海洋贝藻基因库和天然博物
馆，是名副其实的“贝藻王国”。

南麂列岛是国务院批准建立的我国
首批 5 个海洋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之一，是
中国最早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

物圈保护网络的海岛，联合国环境开发署
生物多样化示范保护区。因其在国际、国
内海洋保护领域的重要地位，2002 年被
列为“GEF/UNDP/SOA 中国南部沿海生
物多样性管理项目”4个示范区之一。

依法守护宝岛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
同志视察南麂列岛时指出：“南麂是一个
宝岛，南麂自然保护区是浙江省惟一的
国家级海洋类型自然保护区，这里拥有
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样的海洋
生物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和生态价
值，一定要高度重视这里的生态环境，
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好。”

10 年来，温州人把保护宝岛作为可
持续发展的最大本钱，在实践中将“生态
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化为生动的现
实。“保护的基础上开发，开发中更好地保
护”，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
局局长周胜荣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
访时说，这是他们绝不动摇的原则。

在大沙岙海滩上，记者看到一条很粗
的绳子将沙滩一隔两半。中国海监南麂
保护区支队三大队中队长周雄说，目前，
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划分为
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其中核心区以保
护海洋生态系统与珍稀特有物种为主要
目的，保持其生态系统和物种不受人为干
扰，在自然状态下演变和繁衍；缓冲区通
过缓解外界压力、防止人为活动对核心区
的影响，对核心区维持生态平衡发挥重要
作用；实验区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可适
当开展资源利用、生态旅游、科普教育和
设施建设等活动。为保护生态，南麂列岛
的执法队伍就有 3 支：海监支队、边防派
出所和旅游管理监督队。一年四季 24 小
时巡逻执勤。旅游旺季时，严格限制进岛
人数，游客每天不超过 1500人。

正说着话，又有游客拉高绳子钻入禁
区了。正在执勤的海监支队工作人员吹

着哨子跑过去阻拦。周雄说，南麂有 11
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2000 多人。以前村
民们夜里偷挖“沙蛤”，一麻袋一麻袋地去
卖。经过这几年的执法，村里都建了村规
民约，很多渔民还自发当起了义务监督
员。现在雷达覆盖全岛，核心保护区里每
平方米内沙蛤达到 200只。

为做好海洋生物的保护，这几年南麂
进一步加大了执法力度，每年开展“海
盾”“碧海”“护岛”三大专项执法行动。积
极做好东海休渔期执法，组织开展禁止使
用地笼网（长蛇笼）渔具和沙滩等边线蛤
禁采执法大检查，没收地笼网（长蛇笼）渔
具，严厉打击各类偷盗采捕等破坏生态行
为，有力地保护了海洋环境。

与此同时，海岛生态修复和生态监测
扎实推进，并开展了野生紫菜资源保护恢
复和龙须菜筏养，为大型海藻场建设提供
优质藻种。近年来，南麂积极参加“世界
生物圈保护区合作与发展”研讨会、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
山对话会、第三届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大
会等学术交流。同时设立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引进美国海洋生物研究所核心研究
员唐剑武博士，就保护区生态修复、生态
监测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探索生态开发

南麂列岛风光旖旎，景色宜人，山秀、
石奇、滩美、草绿。尤以金沙碧海、奇峰异
石、神工奇画、天然草坪和野生水仙花等
著称，被誉为“碧海仙山”和“东海明珠”。
南麂列岛国家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小
马说，近年来，南麂加大了海岛设施建设
投入，项目总投资达到 7 亿元以上。立足
自然风光、科普基地和历史人文三大地方
特色，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旅游产业由原
来单一的观光型向多元化转变，逐步形成
了一条以生态促旅游、以旅游助生态的环
境保护可持续发展道路。目前，旅游业已
经成为岛上的重要支柱，近年来年平均游

客量达 9万多人。
妈祖岙村离大沙岙海滩最近。全村

86 户 210 人，家家开渔家乐。村长杨志
选告诉记者，以前渔民下海捕捞很辛苦，
每户一年赚不到 10 万元。现在全村上岸
搞渔家乐，把家里的老房子整整，少的七
八张床，多的二十几张床，平均床位价格
150 元。每年就夏天忙几十天，每天进账
6000 多元，一年赚个四五十万元不成问
题。老杨家的渔家乐有 15 张床位，今年
接待游客 400 多人，“村里客房天天爆
满。村民都在对岸的鳌江买了房子，天凉
大家就到镇里享福了”，老杨笑得很甜。

如今，南麂列岛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
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科普基地，每年接待
参观考察人数均在万人以上。这里开展
形式多样的各类科普宣教活动，是浙江省
科普教育基地。1955 年，国民党军队撤
退时把岛上 1996 名南麂人全部带到了台
湾屏东县高树乡，南麂岛成了台胞返乡寻
根之岛。近年来，南麂加快涉台旅游景点
开发，建设了台湾相思园、浙江省全境解
放纪念碑等景点。

根据《南麂国际海洋生态示范岛建设
实施方案》，南麂岛狠抓海洋生态资源管
护、岛上生态环境修复和科研监测三大核
心任务。在全国率先开展大型生态修复
工程，目前已完成南麂岛保护和整治修复
项目、雷达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仪器设备
采购及实验室建设。坚持对区内定点断
面的潮间带进行常规调查，对大型底栖藻
类、贝类、大檑岛野生水仙花、下马鞍等地
栖息的夏候鸟等进行长期监测。

今年，南麂在建的高端项目不少：海
洋牧场、海洋博物馆、旅游集散中心⋯⋯
南麂岛是全国唯一一个集国家级保护区、
领海基点和军事设施为一体的特殊海岛，
自然生态系统极具代表性，拥有高度丰富
的海洋生物多样性。同时，南麂冬暖夏
凉，年平均气温 16.7 摄氏度。“我们要将
南麂岛这个集科研考察、旅游观光、避暑
度假于一体的海上乐园，打造成国际海洋
生态示范岛”，周胜荣说。

浙江温州南麂列岛被誉为海洋贝藻基因库和天然博物馆——

“ 贝 藻 王 国 ”育 明 珠
本报记者 张 玫

上图 浙江温州南麂列岛风光旖旎，景色宜人，被誉为“碧海仙山”和“东海明

珠”。图为南麂岛上的天然草坪。 本报记者 张 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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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宿迁秋日花海荡漾

10 月 19 日，一位女士在江苏省宿迁市三台山森林

公园衲田花海内拍摄婚纱照片。公园内花海荡漾，格

桑花、虞美人等花卉娇艳开放。

周洪明摄 （新华社发）

近日，京津冀三地签

署“跨界环保”协议，内

容包括：统一开展区域煤

炭管理，加强区域清洁能

源供应保障，统一区域新

车和油品标准，组织开展

环渤海区域船舶污染联防联控，建立京津冀空气质

量协调管理中心；统筹考虑并合理调配海河流域水

资源，全面推行节约用水，增加河流生态水量；建

立跨界河流联合监测与会商机制，形成京津冀统一

的监测网络，为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提供技术支持；

建立跨区域环境联合执法工作制度，实现环境执法

联动，共同推动环境污染事故应急联动等。这些措

施将为京津冀之间跨地域的环保合作作出积极探

索，进一步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生态环境保障。

京津冀地缘相接、密不可分，在保护生态环境

方面有着长期合作。但以往囿于行政区划限制等多

方面因素，合作多停留在水源地保护等个别项目的

层面，未涉及更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的合作。

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规划，加之区域之

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近年来区域生态环境问题日益

突出，制约了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京津冀一体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

下，原有合作的规模、层次显然远远不能满足京津

冀协同发展的需要。三地势必要在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加强沟通与协调，扩大合作的深度和广度，下好

“跨界环保”这盘棋，打造“同呼吸、共环保”的京

津冀。

日前，中央出台了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案》，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顶层设计。这一重

要纲领性文献的发布，为京津冀之间打破行政区域

分割、加强环境保护合作、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指明

了方向。

过去，三地之间的合作之所以难以深入，既有

行政区域分割、“各扫门前雪”的尴尬，也有顶层设

计缺失、体制机制不相适应之弊端。比如，由于自

然资源资产的产权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体系、

空间规划体系、生态补偿制度等基础性制度迟迟未

建立，导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长久得不到解决，

成为跨区域之间开展环境保护深层次合作的“拦路

虎”和“绊脚石”。

随着顶层设计逐步完善，京津冀应借一体化之

东风，大胆探索京津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体化。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从更大的范

围统筹协调环境保护工作，通过环境保护工作的一

体化，倒逼节能减排，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倒逼城

市布局优化，倒逼发展方式转变，协同解决区域内

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京津冀一体化筑牢生态基石。

同呼吸 共保护
金 名

秋水变清、芦苇变黄的时候，栖息在
内蒙古包头南海湿地的鸟儿们渐次南归。

在湿地遛弯，随处能看见一些叫不出
名字的鸟在长椅上、栈道旁歇脚，随时能
听见它们在苇丛里、红柳间呢喃。摄影爱
好者为拍群鸟振翅，用双手轰，可是鸟儿
们却不肯合作。摄影爱好者脱下衣服挥
舞，辅以吼叫，才有红嘴鸥鸟群冲天而起，
继而有白琵鹭鸟群往返盘旋。循着鸟影，
草原钢城包头鳞次栉比的楼群、一碧如洗
的天空进入眼帘。

“这是鸬鹚，这是苍鹭，这是赤麻鸭，
这是黑翅长脚鹬，它们都好像有点恋恋不
舍”，南海湿地科研检测中心主任张明钰
通过 01 号监控点的回传视频，向记者普
及鸟类知识，“在 2992 公顷的南海湿地
上，共安装了 30 多个可旋转摄像头，无论
冬候鸟还是夏候鸟，无论生活状态还是安
全状态，都尽收眼底。一年 365 天，我们
每日记录鸟类活动、气候变化，每周记录
植物物候期，每月测量水质、水位变化，每
季上报自然、社会资源监测调查表。雷打
不动地一日一记、一周一观、一月一测、一
季一报”。

说话间，工作人员把监测到的一只打
蔫的小鸟捧了回来，交给南海湿地鸟类救
护中心主任陈学古。参与过救助大天鹅

等 50 余只野鸟的陈主任经过一阵“望闻
问切”，告诉工作人员这只红嘴鸥没事，就
重新放回水面。说时迟，那时快，这只萌
萌的小精灵仿佛跟主人撒了个娇，一下飞
入芦苇深处。

南海湿地是我国西北部荒漠、半荒漠
地区的城市湿地，是候鸟南北迁徙的重要
驿站。“让鸟儿安家在钢城”成了南海湿地
管理处的课题。以帮助遗鸥为例，南海湿
地管理处不遗余力：了解到全球的遗鸥数
量仅剩 1.4 万只、且目前最大遗鸥繁育基
地已经干涸之后，湿地管理处于 2013 年 4
月开始进行遗鸥栖息繁育基地“生境营
造”。他们请专家，查文献，办培训，出手
册。根据遗鸥习性，在远离旅游区的水域
修复完全脱岸的湖心岛 11 个。从榆林、
鄂尔多斯的遗鸥繁育地拉来沙子，为所有
小 岛 铺 设 沙 粒 20 厘 米 以 上 ，累 计 铺 沙
2750 立方米，为所有小岛累计除草 1.8 万
平方米。“小岛修建后，遗鸥提前一周到南
海湿地栖息。2014 年，遗鸥数量达到了
5000 只，蔚为壮观”，张明钰对此无比自
豪，“此外，还吸引了鸭类、鹬类、普通鸥等
鸟类群落大量增加。2013 年我们的水鸟
物 种 多 样 性 指 数 为 2.82，2014 年 达 到
3.28，2015年则达到了 3.41。”

10 年来，包头市投入 3 亿多元开展

湿地综合整治。清理了周边 17 个储煤
场，停产了两座砖窑，拆除了影响湿地
的 60 亩商业住宅，清理了 120 亩垃圾
场，切断了 4 条污染源。超前推动湿地
立法，通过包头市、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批准，《南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 于
2008 年 6 月 1 日正式施行，明确了保护
界限、执法主体、禁止行为和法律责

任，为保护南海湿地请来“尚方宝剑”。
通过创新保护、创新利用，南海湿地水
清了，鸟和植物多了，湿地面积大了。
其中，湿地鸟类由 2001年的 77种增加到
201种。前不久，湿地国际中国办事处和
黄河 9 省区湿地保护年会代表来到南海
湿地调研，专家们感叹：先有湿地绿天
际，方现钢城百鸟翔。

钢 城 鸥 影 入 碧 空
本报记者 陈 力

内蒙古包头南海湿地的红嘴鸥翩翩起舞。 聂延秋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