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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营口促进海岸生态系统良性循环辽宁营口促进海岸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生态明珠生态明珠””映照蓝色经济映照蓝色经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济聪温济聪

海河交融、鸥鹭嬉

戏、水清沙白、虾肥蟹鲜、

渔舟唱晚，是如今辽宁省营口市海

洋自然景观的真实写照。

谁能想到，这里的海岸线曾经多年遭围

海养殖占用，河口海域淤塞污染，水体底质环

境恶化，沙滩受侵蚀较严重，环境质量差⋯⋯

近年来，营口致力于海洋生态体系修复，促进

海 岸 生 态 系 统 良 性 循 环 ，这 里 如 今 已 变 了

模样。

综合科学治理

“今年的碱蓬草长势真不错，到了夏天就

可以变红色了；海水也越来越清澈了，这里真

是越来越好看了。”4 月 14 日，在营口市团山

国家级海洋公园，负责生态修复项目的营口

盖州市北海服务中心主任任郁正在监测近海

水域水流水质变化。

任郁说，“这里原来有 100 多亩养殖区，围

海养殖占用，海岸环境质量不好，而如今滩净

湾美，得益于营口市大力推进渤海综合治理

攻坚战生态修复治理工作”。

营口市位于东北松辽平原南部，辽东半

岛西北部，大辽河入海口的左岸，西临渤海辽

东湾，是东北内陆最近的出海口之一，也是辽

宁沿海经济带和沈大经济走廊的重要支点城

市之一。营口市海岸线长 122 公里，南起浮渡

河口，北止大辽河口，管辖海域面积 1542 平方

公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让“海湾清、港城

兴”成为营口全市的共识。

“一盘棋！”这是近年来营口市委、市政府

开展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行动的重要思想。

营口市自然资源局局长王陆宏说，营口市将

攻坚战重点工作列入全市“重实干、强执行、

抓落实”考核指标，建立并实施湾长制，统筹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林草、住建、

交通、海事、公安、海警等部门职能，进一步巩

固和深化陆海统筹长效工作机制，各部门和

各县区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全市上下形成齐抓共管、协同治海的

陆海统筹新格局，细化任务，压实责任。

任郁所负责的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生态

修复项目就是渤海攻坚战实施的典型项目之

一。“需要‘一盘棋’思想，也需要细化任务”，

任郁表示，项目通过实施退养还滩，芦苇、碱

蓬湿地恢复，沙蚕增殖，岸线修复等一系列措

施，共修复湿地 70.38 公顷，修复岸线 2124 米，

均超额完成了设计任务指标。修复后的岸线

前沿恢复了砂质、泥质自然属性，临岸的芦苇

及滩涂的碱蓬生长旺盛；改善了滨海湿地及

植被的退化问题，有效地防止了波浪、水流的

侵蚀，遏制了岸线退化，增强了岸线防护能

力。同时，增强了海滨的旅游价值，大大增加

了百姓的亲海空间，让当地百姓和游客体验

到了实实在在的生态效益获得感。

生态效果显现

海风轻拂，滩净湾美，辽东湾的鲅鱼圈区

月亮湖公园，在这个春日好似营口海岸线上

的一粒生态明珠。

“ 以 前 ，这 里 海 边 杂 草 丛 生 、乱 石 满

地 ⋯⋯”老家在营口市鲅鱼圈区的李喆提起

这几年的变化感慨地说，“现在吉林、北京、天

津、河北来游玩的游客也越来越多了。”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伴随着工业化、城镇

化进程加快和旅游业蓬勃发展，营口各沿海

县（市）区开发利用活动带来的海洋生态损害

问题也日益凸显。

围海养殖占用，海湾束窄、湿地功能受

损；废旧渔船、建筑垃圾侵占损坏海岸自然岸

线；河口海域淤塞污染，水体底质环境恶化；

人工堤坝割裂海水交换，导致湾内水质逐渐

恶化；湾内近岸沙滩边缘泥化严重，威胁浴场

使用功能；沙滩受侵蚀较严重⋯⋯营口市自

然资源局副局长孙家祥讲起以前的情况。

针对上述种种问题，营口市自 2018 年起

以典型海洋地貌和优质砂质海岸为重点保护

对象，大力推进和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

并取得预期成效。

以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为例，从 2020 年

起，营口市政府投资 57019.35 万元，共修复岸

线 8100 米、新建离岸防护沙坝长度 2500 米、

建 成 海 岸 带

生 态 防 护 廊 道

17.5 万平方米、修复河

口护岸 1920 米，同步建成河

口—海湾—海岸生态防灾监测预

警系统。“修复后，海岸带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 20%以上，海岸带植被覆盖率达 50%以上，

生态系统固碳能力显著提升，海岸带的安全性

和生态系统达到可持续平衡，海岸带服务功

能及经济得到可持续发展。”孙家祥表示。

营口市近海域开发利用呈现出“一带一

区、两核一协同”的空间格局。“一带”为沿海

产业带，“一区”为近海开放式养殖区，“两核

一协同”以营口老港区和营口港（鲅鱼圈港

区）为核心，仙人岛港相协同，南北极联动发展。

“鲅鱼圈区的海岸带保护修复，主要包括

鲅鱼圈珍珠湾生态修复项目和鲅鱼圈月亮湾

生态修复项目。”营口市鲅鱼圈区自然资源事

务中心副主任赵世民介绍，珍珠湾生态修复

项目通过围海养殖池拆除、清淤、废旧渔船和

垃圾清运、人工补沙等措施修复湿地面积 82

公顷，修复岸线 1350 米，提升人工岸线风险防

范等级 750 米；月亮湾生态修复项目通过构筑

物拆除、清淤、人工补沙等措施修复湿地面积

450 公顷，修复岸线 700.7 米。

做强海洋经济

营口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和沈大经济走

廊的重要支点城市之一，在港口经济、园区项

目建设、海产品养殖、旅游业等方面都取得了

一定成绩。例如，在海产品养殖方面，“营口

海蜇”是中国驰名商标，海蜇加工产量处于全

国领先位置，是我国最大的海蜇加工和销售

集散地之一。

随着海洋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营口市

的海洋经济布局不断优化，但对标沿海先进

城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和短板。

“主要的差距在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创新

驱动发展能力不强、统筹发展规划不够科学

三个方面。”王陆宏说，产业结构方面，营口仍

以捕捞业、滨海旅游业、海上交通运输业等传

统行业为主，而海洋医药、海洋生物工程、海

洋能源开发、海水综合利用等新兴产业体系

尚未形成。创新驱动方面，全市仅有 3 家海洋

科研机构，科研力量薄弱，海洋产业人才总体

不足，科研投入不多，涉海企业研发能力较

弱。统筹发展规划方面，部分海岸线使用管

理方式比较粗放，项目开发层次偏低等。

随着海域治理持续规范，营口如何实现

“加强生态保护+发展海洋经济”的双轮驱动？

王陆宏表示，应科学规划海洋经济总体

布局，立足营口的临海区位优势，科学制订发

展规划，构建以海洋渔业和海洋盐业为基础，

以现代港口物流和滨海旅游为龙头，以临港

石化、海洋装备制造、海洋食品以及新兴产业

为中坚和未来发展方向的海洋产业体系。同

时，做强支柱产业、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兴

产业，培育和发展一批产业层次高、核心竞争

力强、带动作用大的项目，提升海洋经济总

量，打造特色的海洋经济产业体系，建设沿海

经济强市。还要加强海岸带开发、利用和保

护。结合海洋经济发展和城区用地规划布

局，明确海洋功能区划、岸线利用规划，加大

海洋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海岸线防灾减

灾自然生态修复，控制近岸海域污染物排放

总量，加强直排海企业环境监管，加大港口码

头及石化等沿海重点企业的环境监管，防范

和遏制海洋污染事件发生。

口袋公园可以再多建一些

周

琳

天津市和平区日前发布信息，

今年该区计划提升绿化面积 3 万平

方米，再建口袋公园 5 座，让市民走

出家门就是公园，提升城市颜值。

去年，该区城管委已对 33 个老旧小

区、11 条老旧小区周边道路进行绿

化 提 升 改 造 ，建 设 起 10 个 口 袋

公园。

口袋公园，又称城市袖珍公园，

主要利用城市拆迁腾退地、边角地、

废弃地和闲置地，建设开放式的居

民公共空间。一个个“小口袋”是城

市的一个个小绿“点”。作为提升城

市绿化品质的有益补充，口袋公园

通过见缝插绿、见缝造景的形式，出

现在高密度的中心城区，具有选址

灵活、面积小、离散分布、简便易行、

资金投入经济划算等特点。相比于

设施完备的大公园，口袋公园利用

率更高，与现有城市公园体系相得

益彰。

和平区建设口袋公园的经验，

启示不少土地资源紧张的大中型城

市：要推进新型城市建设和提升绿

化品质，不一定非要搞大拆大建，围

绕大公园、大水系、大绿地琢磨大文

章。大型绿化工程施工周期长、投

入高、资源要求高，完全推倒重来或

另起炉灶，不太适合旧城区、老龄人

口多的社区以及人口密集的中心城

区。通过科学规划布局城市绿环绿

廊绿楔绿道，因地制宜嵌入式发展

口袋公园，推进生态修复和功能完

善工程，照样能形成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的城市绿色

生态网络，有效提高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帮助市民

出门见绿。

建设口袋公园，要顺应城市发展新理念、新趋势，学

会利用城市空间“看菜做饭”“量体裁衣”。“口袋”面积虽

小，但不可随意选址建设。于市民而言，口袋公园的选址

应具有可达性和易达性的特点，不应为建而建，而要科学

结合城市建设的实际环境，设计和施工应充分考量，真正

满足城市居民的需求，做到让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为城市

居民服务，同时避免土地资源浪费。

建设口袋公园，还要注意与周边城市绿化载体的功能

互补。要放眼整个城市公园系统，丰富大型公园与口袋公

园的链接，注重艺术形态、服务人群的互补。提升城市绿

化品质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能仅靠口袋公园一劳永逸。在

建设口袋公园时，应注意融入“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创新

型城市等理念，将雨水收集、创新技术应用与景观绿化相

结合，努力做到生态功能与景观效果并重。

话说回来，建设口袋公园，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城市

百姓生活。做好这项民心工程，要以满足市民的实际需

求为落脚点，满足不同年龄、不同类型人群的多样化使用

需求，有针对性地完善功能配套，各种设施要符合日常生

活习惯，既要美观好看，又要实用耐用。

秦岭输水隧洞全线贯通——

引汉济渭见真章
本报记者 杨开新

站在陕西中部的秦岭之巅，我们或许能

远眺到北方几十公里外的黄河最大支流渭

河、南方几十公里外的长江最大支流汉江。

大江大河向东奔流，不舍昼夜，各自成就着自

然生态迥异的一方水土。

一山分南北。关中地势平坦，人口数量

和经济体量处于绝对优势，仅西安的常住人

口和地区生产总值就占了陕西全省的三分

之 一 ，但 降 水 量 和 河 流 径 流 量 却 远 少 于 陕

南。对照“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的要求，生态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凸显。

多年前就有人设想，将汉江干支流的水

引入渭河流域关中地区，一举破解陕西省的

水资源瓶颈。随着经济和技术条件的成熟，

堪称陕西版“南水北调”的引汉济渭工程逐步

酝酿、实施，其中最关键、最受关注的控制性

工程是如何从秦岭中打通一条隧洞。

今年 2 月底，在一片欢呼声中，隧道硬岩

掘进机（TBM）的刀盘破岩而出，标志着秦岭

输水隧洞全线贯通，这也是人类首次从底部

横穿秦岭。

“隧洞贯通意味着重大问题已基本解决，

如同盖房子已建好框架，接下来主要是装修

了。”秦岭隧洞项目总设计师李凌志说，多年

凿壁少人知，一举贯通天下闻。

“一水穿秦岭，万年润长安”，秦岭山间的

这处标语格外豪迈。作为完善水网的重大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座隧洞怎么从设想

变为现实？在敏感而重要、地质条件极为复

杂的秦岭区域实施大工程，项目建设与生态

保护又如何实现平衡？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走进位于秦岭山脚下的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引汉济渭工程指挥部，与秦岭

隧洞项目总设计师、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

凌志及其团队进行深入交流。

“扎根秦岭二十三载，凿终南隧道修坦

途 ，穿 秦 岭 隧 洞 润 关 中 ，修 路 引 水 惠 泽 三

秦”。李凌志说，作为铁路、公路、水利工程隧

道领域专家，他 1999 年起就一直在围着秦岭

“做文章”。2005 年，时年 34 岁的他被委以重

任，全身心投入到引汉济渭工程中。

李凌志说，为了选择一条线路最短、投资

最省、地质条件最好、对自然生态影响最小的

方案，设计团队当年在约 650 平方公里的范围

内全面踏勘，研究的线路总长达 850 公里。院

士专家们从几十个方案中反复研究，最终选

择了目前的方案，这一工程项目建议书还曾

获全国优秀工程咨询二等奖。他说：“勘测期

间有次穿越山上无人区时，遇到过野生大熊

猫，大家又惊又喜。就算为了避免打扰国宝

们栖息，也要慎而又慎”。

工程量大、施工时间长，如何降低对动

植物的影响呢？“细节决定成败，否则就可能

造 成 不 可 挽 回 的 损 失 ，保 护 秦 岭 不 是 喊 口

号，要在实践中尽量把工作做细、做实。”李

凌志说，除前期勘察设计外，在设计和施工

中尽量调查生物分布范围和活动规律，能避

则避、能躲就躲。实在躲不开就尽量减少影

响，比如一些地段采用斜井替换竖井施工，

一些时段优化施工减少烟尘和震动对动物

造成的恐慌。

展板上的一张照片显示，在一处漆黑的

隧洞中，他和同事头戴安全帽、身穿救生衣、

手 持 强 光 手 电 ，坐 在 一 艘 皮 划 艇 上 向 前 划

桨。那是 2016 年 2 月，施工中的隧洞突发涌

水，每天的涌水量达 4.6 万立方米，水位快速

上涨。“我们冒着危险到第一线去查勘，经过

反复研究论证，提出了合理的处理方案，最

终不仅解决了涌水问题，还采用‘高效沉淀

池+过滤池+活性炭处理’等工艺，确保这些

水达标外排。”

“ 隧 洞 最 大 的 特 点 是 超 长 、深 埋 ：全 长

98.3 千米，比马拉松比赛往返距离还要长；最

大埋深 2012 米，相当于 600 多层楼的高度。

‘长’是因为秦岭山体南北宽厚，‘深’是因为

秦岭海拔高，深一点便于在源头取水。”李凌

志进一步解释说，超长导致长距离硬岩掘进、

通风、贯通测量、运输等都面临困难，深埋的

高地应力会引发岩爆、涌水等问题。尤其当

两者汇于一处，难度就成倍增加。

隧洞内常年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相对湿

度高达 90%，有时冬天也要穿短袖，喝藿香正

气水防暑。这些年，李凌志及其团队围绕设

计、施工，开展了 12 项关键技术科研攻关，有

效解决了 4000 余次岩爆、600 余次突涌水、

888 米底板隆起等难题。

未来，隧洞内涌水会是常态吗？地表水

会不会下渗疏干？会影响秦岭地表的植物生

长吗？

李凌志认为不用过于担心。他说，根据

科学研究，秦岭地区地下水循环深度一般小

于 300 米，地表 300 米以下是另一套水循环系

统，而隧洞施工常常在地下一两千米。由于

山体不是铁板一块，局部地段会发育断层破

碎带或者长大裂隙带，地下水经过数十数百

年的下渗，在秦岭底部形成储水“水囊”，施工

过程中遇到这些“水囊”就会发生涌水。不过

这种“水囊”并不常见，也会自然修复。

李凌志的办公室正对着秦岭这座生物基

因库和中华水塔，窗外云山叠叠、满目葱茏。

他说：“秦岭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的百姓像

水一样纯净。修建一个项目，是为了造福一

方人民，宁可项目付出一些代价，也不能让生

态付出代价！”

李凌志团队科研创新攻关小组负责人、

铁一院秦岭隧洞项目常务总工程师魏军政

说，相对于几十年前，不论是设计还是施工，

大家对生态环保的认识更深了，措施更实了，

效果也更好了。比如，隧洞中的有些水比较

浑浊，是因为夹杂着泥沙，还混有车辆、机械

运行时掉落的油污。施工过程中上了许多设

备、采取了不少技术，来减少和处理这些污

水，还在最末端养了鱼，提供直观的生物监

测。“你说你处理得好，水看上去很清，那还不

够。还得能养对水质很敏感的鱼，确保鱼能

活得很好。”魏军政说。

随着调水工程的推进，引汉济渭下一步

的重点将是输配水工程。过不了多久，西安

人就可以喝上汉江水。指着墙上的《引汉济

渭工程二期工程南干线平面示意图》，李凌志

说，自己将投入到引汉济渭二期工程建设，续

写与秦岭这片绿水青山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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