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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了多久，这里将变成一片海
滩，今后再也不用绕弯去看海了！”说这
话的是山东省日照市石臼街道渔民王家
运老人，他的身后是一座绵延 1.63 公里
的煤堆场。

“到青岛看城，到日照看滩”，山东日
照市有着长 168.5 公里的海岸线，其中 64
公里为绵延的沙滩，海沙颜色金黄、沙质
细软，无砾石、无淤泥，被誉为金沙滩。不
过，从小听着波涛拍打着海岸声长大的
76 岁的王家运老人却面临着“临港不临
海”的尴尬，施了“障眼法”的正是日照港
石臼港区的煤堆场，它让海滨一路以西附
近的市民“望煤”止步。

日照是个年轻的港口。1980 年，日
照以水深条件好、不冻不淤等优势被交通
部选中作为我国“北煤南运”和煤炭出口
的深水港址，石臼这个小渔村的宁静从此
被隆隆的机器轰鸣声所打破；1986 年，日
照港正式开港，投产第一年吞吐量就达到
了 264万吨。

“因煤而生”的日照港承载了日照几
代人的记忆，煤码头和日照港石臼港区煤

堆场成为日照港业务发展的第一块基石，
也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对外出口的主要码
头，更一度跃居国内第二大煤炭出口港。

然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港口建
设与城市发展相互制约的矛盾日益凸显：
煤炭作业区域紧挨风景区，货场在装卸、
短倒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对灯塔风景区、万
平口旅游景区以及周边的环境造成了一
定的影响；运输铁路穿城而过，也影响了
城市美感；煤堆场的存在让当地很多村民
长期无法亲近大海。

“退港还海修复整治工程规划已获国
家审批，市民在家门口踏浪的梦想指日可
待。”日照港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建设部副
部长赵昌年告诉记者，项目实施后，可增
加旅游岸线 3 公里、近 45 万平方米的金
色沙滩，进一步增加港城休闲旅游空间。

2015 年，日照港石臼港区规划调整
建设工作获交通运输部和山东省政府联
合批复。根据规划调整方案，将进出港铁
路由“北进北出”调整为“南进南出”，解
决了铁路穿越人口密集城区的问题；石
臼港区东区现有的煤炭作业全部改移

至远离城区的南作业区，逐步实现“东
煤南移”，改善生态环境；最终实现港口
功能布局由“散集混合”调整为“北集南
散”，而且还可腾出约 1.63 公里自然海
岸线和 2000 余亩港口用地作为城市规
划建设项目用地。

腾出来的土地怎么用，如何让煤堆场
焕发新活力？日照港集团根据多年对该
海域的水文特点、泥沙运动规律的分析研
究，提出建设弧形的长堤、岛礁等建筑物，
对泥沙进行拦截并使泥沙在此处淤积下
来。在先期人造、后期自然淤积的共同作
用下，逐渐修复形成蜿蜒的自然沙滩，形
状宛如一钩新月，因此将其命名为“月亮
湾”沙滩，不久之后，这里将成为日照海滨
最美的风景之一。

项目前期，日照港集团委托国家海洋
局、中国海洋大学、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进行相关论证，先后做了《全潮
位水文测验专题报告》等 5 项研究成果，
为项目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撑。即将展开
的修复整治工程，从范围上将从灯塔广场
现有护岸向南、接近煤码头栈桥根部，整

治护岸总长度 1630 米，新建隔沙堤总长
度 2162.6 米，南护岸总长度 555.6 米，新
建潜堤总长度 1957.8 米，自南护岸东端
向海新建一拦沙堤，长 891.1 米，形成预
留生态缓冲区及预留公共服务区陆域总
面积约为 29.18 万平方米；形成沙滩面积
约为 44.97 万平方米。此外，还将建设人
工沙滩等公共设施。

“实施退港还海修复整治工程，在国
内尚属首例。运行近 30 年的日照港煤炭
装运码头，将在近期迁往新址。煤堆场完
成搬迁后，月亮湾后方腾出的约 1400 亩
陆域将用于发展高端旅游产业，煤码头、
栈桥及部分有代表性的港口设施也将作
为港口历史文化要素被保留下来，供游客
参观。此外，港区里的老灯塔也会保留下
来，建成灯塔公园。这不仅有效解决了港
口作业区与灯塔旅游景区‘一墙之隔’的
尴尬局面，还实现了万平口景区岸线向南
自然延展。这次调整对于石臼港区粉尘
治理，特别是对日照市整体形象的提升和
整个海洋环境的改善，将会起到极大的促
进作用。”赵昌年说。

山东日照坚持“退港还海”，让市民看海不再“望煤”止步——

煤码头变身“月亮湾”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贾宗杰

日前，南海更路簿研究中心在海南大学正式挂牌成
立，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 《更路簿》 进行深入解读和
再现，使之成为现代的南海百科全书。

《更路簿》 是渔民世世代代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的
航海指南，包含了南海历史、造船、航海技术、法
律、自然地理、经济、国际关系、海上丝绸之路、文
化等学科，在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等地称为 《针
路簿》。

早年间，海南老船长人手一本 《更路簿》，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随着导航仪器的普及，渔民的 《更路簿》
多已弃之不用。根据海南大学的调查，现在健在的拥有

《更路簿》 的老船长、老渔民，年龄最小的已有 60 多
岁，最大者已有 90 多岁，几年来就有彭正楷、麦邦
奋、王诗桃等老人去世，他们带走的不仅是海南渔民古
代的航海经验与技术，更是 《更路簿》 文化宝贵财富的
损失，因此，调查、抢救与保护 《更路簿》 已是摆在我
们面前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任务。

海南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更路簿》 已经引起社
会关注，海南大学成立更路簿研究中心，会更深入系统
地对 《更路簿》 进行研究，整合省内外、校内外，甚至
国内外的积极力量参与其中，利用现代媒体数据化、可
视化的一些科研手段使 《更路簿》 更有可视性和大众普
及性。同时，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化、科技化
手段对其深入解读和再现。

据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海南大学已有 20 多位
教授、博士致力于南海历史、法律、自然、地理、经
济、国际关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影响
国内外的成果。原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所
长、海大法学院名誉院长高之国已计划培养硕士、博士
等人才队伍。海南大学正因应这种形势的迫切需要而建
立“更路簿研究中心”。

据介绍，更路簿研究中心的目标任务，主要是深
入开展 《更路簿》 调查，征集、抢救、保护、保管

《更路簿》 版本，为国家南海战略提供服务；引领
《更路簿》 研究方向，大力提升海大在国内外的影响
力和知名度，成为国内外研究和应用基地，为国内外
研究学者提供权威的科研资料；建立一座 《更路簿》
及研究成果小型博物馆；开展多学科协同更路簿研
究；尽快在全国率先招收硕士、博士生，培养一批研
究 《更路簿》 的人才。

同时，建立 《更路簿》 数据库；为海南老渔民、老
船长、海南渔民捕鱼作业区域、海南渔民航海历史等建
立录像、录音、笔录、调查笔记等科学档案；利用海大
媒体资源优势，开展与电视、电影等部门合作，拍摄电
影、电视作品；开展南海自然、地理、历史等知识普及
活动，大力宣传海南渔民为南海航海及诸岛最早发现、
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和经营管理所做的一切，深入开展

“南海是海南渔民的祖宗海”活动，弘扬海南渔民文
化，进一步提高海南和全国人民对南海的主权意识，提
高热爱南海、保护南海、维护南海主权的自觉性。

南海更路簿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科 技 再 现 南 海 百 科 全 书
本报记者 何 伟

在广东惠州，海洋经济发展与环境
保护似乎不再矛盾。虽然惠州拥有南中
国海最大固定式离岛原油码头，境内大
亚湾石化区位列国家重点发展的七大石
化产业基地，但这里也是亚洲大陆架唯
一一处绿海龟产卵场，亦是南海海洋生
物种质资源库。

当海龟保护遇上临海工业，看似不
可调和的“矛盾体”为什么能在惠州和谐
共生？近日，《经济日报》记者跟随国家
海洋局“2016 海疆生态行”采访团来到
这座滨海城市一探究竟。

考洲洋又“活”了

撑一艘小船在低矮的红树林间穿
梭，水波轻漾，鹭鸟翩跹。“考洲洋，又

‘活’过来了。”惠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王正印感慨。

考洲洋，位于惠州市惠东县稔平半
岛南部，是红海湾向内延伸的一个溺谷
湾，口窄内宽，海岸线长 65.3 公里，水域
面积约 29.7 平方公里。因滩涂资源丰
富、水域条件优越，曾经是惠州最主要的
红树林分布区和重要的水产增养殖水
域。然而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考洲洋
水产增养殖由于缺乏保护规划陷入无序
开发，加之周边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肆
意排放，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前些年，水产增养殖面积一度达到
2.9 万亩，占考洲洋面积超过 65%。”王正
印回忆，养殖总量过大、布局不合理，使
得考洲洋无法再进行海水交换，开始发
黑发臭，而鱼类洄游通道亦被堵死，红树
林面积锐减。

“不能再让一滴废水流进考洲洋！”
痛定思痛，2013 年考洲洋海洋生态修复
工程拉开序幕。清理规划区内的违规用
海现象，修复海堤，建设红树林育苗场，
每年育苗 400 多万株⋯⋯目前，考洲洋
已完成拆除围网、拦网、地笼网等养殖与
捕捞设施任务，清理海域数万亩，种植红
树林 4000余亩。

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密密麻麻的养
殖设施不见了，海水流动变得更快，消
失多年的水母回来了，乌头鱼、血鳗也
回来了。“经过大规模整治，考洲洋重
现了昔日活力。”王正印透露，根据考
洲洋—罂公洲至赤岸区域红树林生态
修复工程规划，2013 年到 2017 年考洲
洋海域将种植本土红树林 1 万亩，打
造全国最大的红树林，并配套建设海
洋环境监测观测站、景观栈道、生态观
光长廊等。

他说，红树林具有防风消浪、保护堤
岸、净化环境等多种功能，是水禽重要的
栖息地，也是鱼虾蟹贝类生长繁殖的场
所，“工程完工后，考洲洋生物资源将渐
渐多起来”。

恢复生机的考洲洋，折射了惠州人
海洋观念的转变。“作为全国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惠州最大的本钱是生
态。”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许国安说。

绿海龟“回归”了

凌晨，惠东县港口滨海旅游度假区
与红海湾交界处的主沙滩，一位“稀客”
慢慢浮出海面，悄悄爬上沙滩。“这是今
年第二只绿海龟到海龟湾沙滩产卵啦！”
望着不远处那片平坦的沙滩，惠东海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少锋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原来，这片沙滩不仅是我国大陆 1.8
万公里海岸线上最后的海龟“产床”，也
是亚洲大陆架唯一一处绿海龟产卵场。

“虽然每年造访的海龟寥寥无几，但我们
已尽最大努力留住它们。”王少锋说。

由于滥杀酷捕、海洋污染、滨海开发
等原因，海龟这种在地球上生存了 2 亿
多年的“活化石”正徘徊在生死边缘。
有关数据显示：1949 年前，每年上岸在
惠州海龟湾产卵的绿海龟近 500 只；
1987 年后是 100 只左右。现在，整个
南海的成年绿海龟总数不到 2000 只。

如何留住这些“稀客”？1985 年，这
片不足 1 公里长的沙滩被划为惠东县港
口海龟自然保护区。2013 年，《广东省
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出台，将保护海龟的经费列入财政预算，
明确划分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保
护区外围海域 8海里设置外围保护带。

“海龟的恢复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
程。稚龟天然下海，由于受到‘敌人’的
围追堵截，能存活到成年的，不到千分之
一。”王少锋介绍，为了提高海龟成活率，
保护区积极开展人工繁育，增殖放流。

随着保护举措的实施，重访保护区
的海龟逐渐增多。据统计，1985 年至
2012 年，每年上岸产卵的海龟在 2 只至
20只之间，上岸产卵的成年海龟数量呈缓
慢恢复态势。“保护区已经启动人工孵化
绿海龟研究，下半年将建好海龟驯养中
心，将海龟的孵化室、保温室放到自然的
环境，更有利于野化训练。”王少锋表示。

绿海龟的回归在惠州并非孤例。因
为坚持生态优先，惠州 95%以上的近岸
海水水质达到一、二类，为广东最佳；自
然岸线保有率达到 45.1%，高于广东平
均水平；海水水质、沉积物和生物多样性
连续跟踪监测结果显示，近岸海域生态
环境稳定良好，珊瑚、红树林等南海典型
海洋生态系统持续向好。

造礁珊瑚“搬家”了

碧海蓝天，既是惠州的生态追求，也
是发展蓝色经济的重要支撑。

从大亚湾澳头渔政码头出发，行船
近半小时，映入眼帘的是码头、巨型油罐
以及纵横交错的管道。“在诸多岛屿中，
马鞭洲岛是广东省乃至全国开发利用程
度最高、产出效益最好的无居民海岛之
一。”同行的惠州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丘
光利向记者介绍。

现 实 的 确 令 人 吃 惊 ：这 座 仅 有
0.1971 平方公里，即 27 个标准足球场大
小的岛屿，不仅拥有华德石化公司、中海
壳牌公司、中海惠州炼油公司，以及全国
超级油轮通航量最大的航道，还建有 2
个 15 万吨级、30 万吨级码头。“在惠州
打造亿吨大港和建设世界级石化产业基

地的过程中，马鞭洲岛扮演了举足轻重
的角色。”丘光利说。

与一般工业园区不同，走在马鞭洲
岛上，郁郁葱葱的绿植随处可见，空气中
弥漫着大海的清新气息。华德石化公司
总经理肖勇告诉记者，马鞭洲岛开发之
初企业就定下“不让一滴油污染大亚湾”
的目标，建设污水处理系统、海水淡化系
统将岛上油污水、生产污水、设备冲洗水
等收集后统一处理。“处理后的污水达到
排放标准后，作为岛上的绿化用水循环
使用，实现了污水零排放。”肖勇强调。

中海惠州炼油公司同样在生态环境
保护上下足了功夫。2008 年，惠州炼油
需要在大亚湾北部海域修建海底输油管
线，但管道所在区域恰好是人造礁珊瑚

的“家”。为避免施工影响，公司决定为
珊瑚“搬家”。当年 9 月，全部珊瑚完成

“乔迁”。之后一年的多次检测显示，此
次珊瑚移植的成活率达到 95%左右。

如今，呵护蔚蓝海洋在惠州已成为
共识。王正印说，惠州发展海洋产业，一
条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生态优先，“对不符
合环保要求的海洋工程实行‘一票否
决’，‘十二五’时期以来惠州否决了上千
个新上水污染型及高污染、高环境风险
行业项目”。

正是因为坚持生态优先、集约节约
用海，惠州海洋经济获得了蓬勃发展。
2015 年，惠州实现海洋产业增加值 930
亿元，比上年增加 18%，占全市 GDP 比
重达 29.6%。

广东惠州努力寻找海洋环境保护和临海工业发展的平衡点——

海龟“海工”两相宜
本报记者 沈 慧

据 新 华 社 电 《全 球 海 洋 科 技 创 新 指 数 报 告
（2016）》日前在青岛发布。《报告》显示，中国海洋科技创
新能力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这份《报告》由中国经济信息社编制，在此间召开的
2016 中国·青岛海洋国际高峰论坛上正式发布。《报告》
基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应用及创新环境四方面因
素，对全球 25 个样本国家的海洋科技创新情况进行指数
评价。其中，中国海洋科技创新指数达到 58.89，在创新
产出和创新应用两个分项指数上，与美国、英国、德国等
国家共同处于领先位置。

《报告》指出，中国海洋科技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
年来呈现快速发展趋势。创新产出优势主要得益于海洋
科技专利数量增长，其中企业专利数占到专利总数量的
一半以上，表明企业创新意识明显提升。但中国在创新
投入和创新环境两项指标上的排名未进入世界前列，仍
需进一步提高。

本次论坛由新华（青岛）国际海洋资讯中心、青岛海
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和青岛蓝谷科学技术协会共同
主办，下设 6 个分项活动，包括全球海洋院所领导人论坛
和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等，来自全球的 300 多名海洋领
域专家和企业负责人等参加。

《全球海洋科技创新指数报告（2016）》发布

中国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快速发展

本版编辑 来 洁 徐 胥

日前，中国第七次北极科学考察队完成了 78 天的考

察任务，乘“雪龙”船顺利返回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

国内基地码头。 新华社发

惠州不仅是我

国大陆 1.8 万公里

海岸线上最后的海

龟“产床”，也是亚

洲大陆架唯一一处

绿海龟产卵场。

这是考洲洋区域内新栽种的红树林幼苗。

图为惠州一隅图为惠州一隅。。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