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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污染治理三年行动实

施 方 案（2023—2025）》近

日发布，太原将在三年内

淘汰不可降解的塑料包装

袋、塑料胶带、一次性塑料

编织袋等。无独有偶，全

国外卖塑料污染治理也被

提上了日程。

塑料污染是全球最受

关注的环境问题之一，不

仅回收率低，而且每年有

大量塑料流入湖泊、河流

和海洋，污染从山顶到海

洋的众多生态系统。不止

如此，微塑料（直径 5 毫米

内的微小塑料颗粒）还会

进入食物、水和空气，以难

以觉察的方式危害人类健

康和生物多样性。

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塑

料污染的治理，早在 2008

年 6 月 就 开 始 明 令 推 动

“限塑”，通过提高使用成

本的方式减少塑料制品使

用量，治理行动在各地也

有具体方案。但塑料有轻

巧、便捷、低成本等诸多优

势，这使其很难短时间内

被代替。如何行之有效地

避免塑料污染？

首先要“堵”，从源头

上 遏 制 不 合 规 的 塑 料 产

生。“限塑令”很难完全依靠

商家自觉来实现。环保、质

监、工商等部门必须在塑料

袋生产的审批、监控、执法

环节中出狠招、抓落实，从

源头上不让有污染性或不

可降解的塑料流出，不让违

规产品进入市场。

其次得“疏”，让政令更接地气。塑料污染不是

一朝一夕形成的，治理起来也无法一蹴而就。要突

出重点，有序推进。可以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例如快递、外卖包装等分类提出管理要求。完

善塑料袋销售、使用和回收的全链条制度设计。同

时，打破塑料袋以往“薄利多销”的特点。如果能通

过税收等让其适当涨价，人们“扯袋”的手可能就会

停一停。同时，如果通过政府补贴，在超市等地对使

用环保袋的消费者给予一定奖励，也能鼓励更多人

养成随身携“袋”的好习惯。据了解，目前已有不少

商家开始提供上门回收快递包装等服务，这既能提

高用户满意度，还能提升企业环保形象，一举多得，

需要做好落实和推广。

再次要找到合适的替代品。如果有新的环保材

料能做到平价又便携，相信不少人会为其“转身”。比

如，竹子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竹子是地球上生长最

快的植物之一，产量高，且再生不需要补种。作为绿

色、低碳、速生、可再生、可降解的生物质材料，可以说

“以竹代塑”开辟了环保新赛道，兼顾统筹产业发展和

生态保护。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替代品还包括布制品、

木制品、纸制品以及新型生物降解塑料等。相信随着

对可替代材料产品的进一步研发、生产和推广，绿色

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将延伸到更多领域。

最后，无论是堵还是疏，都离不开公众意识的转

变。塑料袋早已融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想说“再见”

也许并不容易。但我们更该意识到，生态环境保护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限塑令”的本意不是

添麻烦，而是可持续发展。

这是个长期过程，无法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每个

人的坚持。希望未来，“限塑”能从政令变为习惯，人

们能发自内心地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坚持绿

色生活，让保护生态环境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态度、

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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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岛和谐分界洲

本报记者

潘世鹏

海岛婚礼、沙滩音乐、海上冲浪、

潜水探秘⋯⋯进入暑期，海南省陵水

黎族自治县的分界洲岛旅游区迎来了

海岛旅游旺季，一艘艘满载游客的客

轮在海岛与海岸间往来穿梭，岛上到

处都是一派欢乐的景象。

作为我国首家国家 5A 级海岛型

景区，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自 2004 年

5 月 1 日开业以来，经过近 20 年的开发

建设，海岛旅游设施不断完善，旅游环

境不断优化，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分界

洲岛逐渐成为国内外游客来海南旅游

观光的新地标，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

旅游胜地。近日，自然资源部公布了

第一届“和美海岛”评选结果，海南省

分界洲岛名列其中。

亮起海岛品牌

碧海、蓝天、阳光、海浪，还有清澈

见底的海水、层峦叠嶂的巨石、充满烟

火气息的美食街⋯⋯7 月 10 日，记者

乘坐客轮刚一上岸，就被海岛的迷人

景色所吸引。

“妈妈，快看，好多小鱼啊！”同行

的几个小孩在上岛的栅栏边，瞅着海

里一群群不知名的鱼儿欢呼雀跃，给

海岛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这可不是一座一般的海岛！”海

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企划总监涂明艳

说，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是中国首家

（无居民）海岛型国家 5A 级景区，位于

海南岛的东南海面，坐拥热带原始岛

屿特有的地貌和稀有的海洋生物资

源。面积约 0.41 平方公里，最高海拔

约 100 米。距海南岛最近海岸约 1.2 海

里 ，乘 船 过 渡 单 程 只 需 要 10 分 钟 左

右。岛上年平均气温约 25℃，常年气

候宜人，是海南最适宜潜水、观赏海底

世界的海岛之一。

“这座浮在南海上的美丽小岛，因

其 地 理 位 置 ，形 成 了 特 有 的 分 界 文

化。分界洲岛与对面的牛岭山脉一起

形成了海南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经常

出现‘牛头下雨牛尾晴’的气候景观；

这里还是陵水与万宁两地的行政分界

线。现在我们赋予它心灵的分界，来

到这里，与过去分界、与烦恼分界！”涂

明艳说，“分界洲的分界文化独一无

二，这些年我们突出特色，叫响了分界

洲品牌。”

乐东小伙邢贞宝现在是景区的一

名讲解员，上岛讲解 13 年，他见证了

分界洲岛旅游区发生的巨大变

化。“我在这上班这么多

年 ，目 睹 了

分界洲岛翻天覆地的变化。”邢贞宝感

慨，“我刚来上班的时候，景区当时只

有 20 座的小船，游客也少得可怜。后

来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和自贸港的建

设，大量游客涌入景区。交通工具从

20 座的小船换成 100 座的大船，现在

又换成了 200 座的客轮。海岛基础建

设也是日新月异，我 2010 年来的时候

岛上基本没人卖东西，只有一个很小

的水果摊，现在各类小吃店、生活馆、

奶茶店、工艺品店应有尽有。岛上以

前没有可供游客居住的地方，一到傍

晚游客和工作人员都要离岛，风雨无

阻，现在岛上有近 300 间客房可供游客

住宿，晚上还有篝火晚会，海岛生活精

彩得很。”

“18 岁的椰子还有吗？”在“网红椰

子哥”林明学的椰子铺前，一名陕西游

客正在购买椰子，只见林明学手起刀

落，三刀下去干脆利落，切好的椰子便

递到了游客手中。林明学是万宁市礼

纪镇嘉新村人，2011 年到分界洲岛景

区砍椰子，这一砍就是 13 年。每天在

砍椰子之余，他偶尔拍拍视频发到网

上，不想却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粉丝

达到 12 万多。谈起在岛上的工作，林

明学笑着说：“我们夫妻俩都在这里上

班，每天都回家，生活还可以咯！”

丰富旅游业态

走进分界洲，岛上各类店铺鳞次栉

比，游人如织，景区旅游生活可谓种类

繁多、丰富多彩。海滩边，近海游泳、潜

水的游客成群结队，岸边舞台音乐、水

吧热闹非常；椰林下，玩累的游客躺在

吊床上悠闲地体验着海岛生活；山坡

上，游客或是在雕刻、造景中欣赏感受

传统文化，或是登上山顶极目远眺，欣

赏蔚蓝大海的壮阔景观⋯⋯

近年来，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依

托海岛资源，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

旅游功能，打造“旅游+娱乐、旅游+体

育、旅游+休闲、旅游+婚庆、旅游+美

食”的“旅游+”文化体系，不断增强分

界洲岛的吸引力。

在分界洲岛，游客可以变身水上飞

龙感受上天入海的刺激，也可以背上拖

伞像海鸟那样翱翔。除了热闹刺激的

海上娱乐项目，游客还可以漫步山间，

寻一处凉亭小坐，点上一杯香醇的咖

啡，放飞思绪，抑或是躺在木屋的阳台

上，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南海，在这里度

过一段没有尘嚣打扰的海岛曼妙时光。

北纬 18°的海滨，清澈的海水，是

分界洲岛的亮丽名片，来分界洲岛体

验潜水运动的游客也越来越多。7 月

10 日下午，长沙游客罗晟和女儿经过

三天的系统培训学习，高兴地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 PADI-OW 潜水证书。罗

晟说：“潜水运动非常吸引人，我一个

朋友 2018 年在分界洲考取了潜水

证，他的微信图像就是当时

的潜水场景，当时我就

非 常 想 来 尝 试 体

验。这次正好趁

暑假带女儿一

起从长沙来

体验，感觉很

有趣。”

分 界 洲 岛

PADI 潜水培训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刘 炜 欣

说，岛上大众潜水体验项

目有浮潜、古村落探秘潜水、

天宫探奇潜水。潜水培训中心

开办的体验培训相当于迷你课程，

属于专业考证，最简短的课程也要 3 个

小时，因其专业性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你们慢慢吃，我回去了。”傍晚时

分，分界洲岛长风海钓俱乐部小店里，

老板陆泽良将做好的饭菜端上餐桌，

跟几名钓友打完招呼后就准备乘船出

岛回家。钓友“洪哥”在五指山居住，

热爱海钓的他几乎每周都会来分界洲

岛钓鱼，这个海钓俱乐部成为他跟钓

友们的家。“洪哥”说：“分界洲岛周边

严格禁止渔船进入，也不准随意捕鱼，

海洋生态保护好了，海钓资源就丰富，

在这里海钓的体验是别处所没有的。”

提一个小桶，拿着小鱼给魔鬼鱼

喂食⋯⋯在海边，不少父母陪着孩子

跟“微笑天使”魔鬼鱼亲密互动。“它来

了，它想吃小鱼！”“它软软的，性格好

温顺！”人群中，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为了让游客停留下来，不再匆匆

忙忙、走马观花，分界洲岛景区还大力

发展“夜经济”，从以前游客来景区单

纯的观光游变为现在到海岛目的地度

假游，很多游客特意来岛上体验旅居

生活“夜经济”。

建设南海明珠

坐落大海，面朝大海，美丽海景尽

收眼底，在分界洲岛，充满时尚与美学

的天然资源让人眼前一亮。站立在分

界洲岛的山峰上，海风在耳边吹拂，蔚

蓝辽阔的大海一望无际，蓝色的海面

一片平静，好一幅海岛美景图。

“你有没有注意到，虽然是热带海

岛，但来到我们岛上，基本上到处都是

绿荫，让游客感觉不到烈日的暴晒。”涂

明艳的介绍让记者深有感触。行走在

分界洲岛，无论在海边的椰林，还是到

山坡漫步，游人几乎都是在林荫之中，

只有少许的阳光穿过树叶照在地上。

原来，早在景区开发建设之初，分

界洲岛跟大多数岛屿一样都是光秃秃

的，岛上的绿植也多是低矮的灌木。

海南分界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在海岛

建设中，一方面保护岛上的原始林木

资源，另一方面大规模植树造林，大量

高大的树种经过十几年的生长已经枝

繁叶茂，给海岛披上了绿装。

涂明艳还特意介绍说：“分界洲岛

有一大半是现在开放的区域，还有一

部分是没有开放的原始的礁石海岸，

你看那边怪石嶙峋，基本上没有大树，

跟这边景色截然不同，这就是明显的

对比。”

拥有大自然馈赠的旖旎美丽的滨

海风光，分界洲岛融碧海、金沙、绿林、

海岩、奇石于一身，在旅游经济发展的

同时，景区积极做

好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传

播生态环保理念，建设绿

色海岛。

分界洲岛拥有非常丰富的海

洋生态资源，“倡导海洋环保理念、投

身海洋环保事业”是分界洲岛一直以

来并将持续开展的工作。景区专门成

立了“海上巡逻队”，阻止附近渔民破

坏性的捕捞行为；联合海洋科研单位，

聘请“海底育林员”投放大量人工礁，

为海底众多海洋生物栖息与繁殖提供

了“安全屋”，恢复它们的绿色家园；同

时，对所有潜水人员进行全方位的海

底环保科普，整个潜水部教练都是海

底珊瑚和水生态保护志愿者，常年常

态化参与海洋生态保护工作。此外，

在全岛实施禁塑，商家店铺全部使用

可降解包装制品。

经过十几年的不懈努力，分界洲

的海水清澈依旧，但海底环境却发生

了巨大变化⋯⋯潜入海底可以看到，

除了有大量保育良好的活体珊瑚礁群

外，还有神秘的古代沉船、海底雕塑

群、海底村庄和多彩的海洋生物等，被

国际专业潜水组织认为是“海南最适

宜潜水的海岛”之一。

珊 瑚 礁 生 态 系 统 也 被 称 为 水 下

“热带雨林”，具有保护海岸、维护生物

多样性、维持渔业资源、吸引旅游观光

等重要功能。但在分界洲岛开发之

前，海底珊瑚因不法分子盗采损毁严

重。为了有效恢复分界洲岛周边海域

海 底 生 态 ，海 南 分 界 洲 岛 旅 游 区 自

2004 年起就联合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科

学院开展珊瑚保育工作。涂明艳说，

“经过努力，分界洲岛旅游区海域珊瑚

覆盖率达 10%至 30%，局部浅水区域珊

瑚覆盖率达 30%至 50%，良好的海洋环

境使周边的珊瑚生态逐渐恢复，海洋

生物也逐渐增多”。

碧海蓝天下，绿色分界洲岛

犹如一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南

海之中⋯⋯从近在海边人不

识，到人岛和谐人气旺，分

界洲岛这座“和美海岛”

正敞开怀抱，迎接天

下来客。

四平有了“小天池”
本报记者 马洪超

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孟家岭

镇马家油坊村的丛林深处，一处处深

不见底的碧波，宛若镶嵌在山岩之中

的 宝 石 ，吸 引 不 少 游 客 前 来 观 景

打卡。

这里一度是矿山开采处，由于长

期开采矿产，周围的林地遭到破坏。

如今，曾经的矿坑壁已被修建成阶梯

状，碧绿的池水两侧栽种了不同品种

与规格的花木。一个个矿坑盛满湖

水，被当地人称作“小天池”。

“以前这里放炮开矿，弄得老百

姓提心吊胆的。树上都是白灰，洗完

的衣服都不敢放外面晾晒，连庄稼生

长都受影响。采矿企业 24 小时连轴

转，大车一趟趟地跑，噪声污染和环

境污染严重，不少村民不得不搬去别

的地方。”马家油坊村村民刘海龙对

以前开山采矿情景记忆犹新。他说，

自从县里实施矿山复绿生态修复工

程后，这里的树长起来了，山慢慢绿

起来了，环境越来越好，“村里人瞧着

都舒服”。

近年来，梨树县委、县政府牢固

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加快补齐生态短板，实施矿山复绿生

态修复工程，全县关停落后、不达标

的矿场企业 110 家。梨树县国有林

保护中心主任张达介绍，2018 年以

来，当地拆除矿场中的地面设施，并

进行保护性的土壤回填，选择有较强

耐旱性和耐瘠薄性的云杉和樟子松

两种侧根生长树种，通过采取钵苗、

播种造林等种植方法，达到较好的复

绿效果。几年来，该县先后栽植云

杉、樟子松等 80 余万株，矿山复绿面

积 3800 余亩。

据悉，在矿山生态修复过程中，

梨树县对原来矿场的一些特点予以

保留。比如，在马家油坊村这片矿山

的崖壁上，保留了采挖时的痕迹，因

为这里的石灰岩有不同颜色，经太阳

光反射，矿坑里的水面五颜六色，成

为“小天池”。又如，当地还对采石道

进行修缮，建成观景平台、步行道等

设施，方便游人游览。经过一番整

治，这里形成了有山有水、有鱼有林

的天然景观。

张达表示，目前梨树县正在完

善矿山修复后的景区配套设施，

努力提升景区品质，计划利用

“小天池”周边 15 平方公里

林地打造风景林区，形成

天然休闲氧吧，建设乡

村振兴生态园示范

基地，吸引更多

游 客 前 来

游玩。

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孟家岭镇马家油坊村的丛林深处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孟家岭镇马家油坊村的丛林深处，，一个个一个个

矿坑盛满湖水矿坑盛满湖水，，仿佛一个个仿佛一个个““小天池小天池”。”。 范大勇范大勇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李李 静静 美美 编编 高高 妍妍

分界洲岛海域的珊瑚景观分界洲岛海域的珊瑚景观。。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供图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供图））

航拍分界洲岛旅游区一角航拍分界洲岛旅游区一角。。

（（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供图海南分界洲岛旅游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