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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山需要绿化，海底也需要绿化吗？
几天前，背着氧气瓶、身着潜水服的中

国海洋大学教授张沛东，又一次扎进山东
威海一片海域，从海底取样，准备带回青岛
进行化验。

“虽然我潜水已经16年了，但每次下
去还是会很激动，因为在水下我能看到一
片‘草原’，有鱼类、贝类、海参等动物，那种
欣欣向荣的感觉特别好。”张沛东口中的

“草原”是海草床。
长满海草的海底，又叫海草床，是海洋

生物的栖息地、育幼场和庇护所。但此前
一段时间，在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化的
双重影响下，全球海草床大量消失。

2008年，刚刚从中国海洋大学博士毕
业并选择留校工作的张沛东，与同校读博
的李文涛，来到我国海草床代表区域威海
市荣成湾实地调研，发现问题已颇为严
峻。“比如我们调研的天鹅湖，因为海草大

面积减少，大天鹅失去了主要食物，来此越
冬的数量锐减。”李文涛说。

面对海底生态危机，两人决心调整研
究方向，从热门的水产养殖，转向当时少有
人从事的海底生态修复。

幸运的是，他们在威海遇到了同样关
心海洋生态的马山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总

经理王晓东说：“我们公司员工大都是渔民
的孩子，养活了我们祖祖辈辈的大海‘病’
了，我们有义务为海草床修复出力。”双方
一拍即合，共同探索海底修复。

自此，企业无偿提供厂房车间、办公场
地、餐饮食宿以及工人团队等，为科研提供
全方位支持；张沛东、李文涛两人在校培养
的研究生，一批接一批“进驻”，潜水入海成
为科研常态。

鳗草什么时候发芽，什么时候开花，种
子什么时候成熟？经过长时间努力，师生
团队搞清了鳗草的生长规律，找到种子采
摘的最佳时机。随后，研发出鳗草实生苗
人工培育技术。有了这项技术，自然环境
下近3个月才能萌发的鳗草种子，10天就
可以萌发。为了提高种植效率，他们开发
了鳗草植被构建技术，研制出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多台（套）设备。

得益于与中国海洋大学师生团队的深

度合作，如今，马山集团成长为承接山东海
洋生态修复工程的一支重要力量。双方的
合作在2022年更上一层楼，当年5月，中国
海洋大学与马山集团正式成立山东荣成鳗
草科技小院。

16年时间，中国海洋大学师生团队参
与国内10多个海底生态修复项目，在黄渤
海累计修复养护海草床2万余亩。张沛东
说，2万余亩的成绩，不只是鳗草科技小院
的功劳，更要归功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落地生根及我国海洋生态保护
力度的持续加大。

如今，从鳗草科技小院已毕业40余名
研究生，他们长期耕耘的天鹅湖，四成以上
的海草床已被修复。得益于此，每年来此
越冬的大天鹅数量越来越多。不仅在威
海，在山东、河北、辽宁等多地，这套海草床
修复技术都得到应用，既改善了当地海域
水质，也增加了生物多样性。 据新华社电

【相关】

我国美丽海湾建成率
到2027年要达到40%左右

据新华社电 记者7日从生态环境部
获悉，生态环境部印发《美丽海湾建设提升
行动方案》，重点推进110余个海湾建设美
丽海湾，探索推进厦门市等7个城市全域
建设美丽海湾，推动美丽海湾建设扩面、提
质、增效。到2027年，美丽海湾建成率要
达到40%左右。

方案提出，将海湾作为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基本单元和行动载体，以“水清
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海湾生态环
境质量整体改善为目标，明确了到2025年
和2027年两个时间节点的目标要求，将美
丽海湾建设重点推进范围从50个海湾扩
大到110余个海湾，探索推进7个沿海城
市全域建设美丽海湾。

方案细化了美丽海湾建设提质增效、
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点入海排
污口整治等3项具体行动。

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有关负责
人介绍，美丽海湾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在
海洋生态环境领域的集中体现和重要载
体，力争到2035年将全国283个海湾都建
成美丽海湾。2022年和2023年，全国已
经分两批遴选出8个和12个美丽海湾优秀
案例，总结凝练典型经验模式，取得了良好
社会反响。

我国将开展为期三年的
拉网式海洋垃圾清理行动

据新华社电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
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近日
印发《沿海城市海洋垃圾清理行动方案》，
在全国沿海地市城镇建成区毗邻的65个
海湾开展为期三年的拉网式海洋垃圾清理
行动。

据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有关负
责人介绍，行动方案明确了到2025年“65
个海湾内岸滩垃圾得到及时有效清理，海
面漂浮垃圾密度明显下降”，到2027年“65
个海湾内海洋垃圾密度大幅下降，常态化
达到清洁水平”等目标。

他表示，行动方案突出建体系、陆上
截、海上治、及时清、规范处、常态管的协同
发力，明确了建立健全海洋垃圾常态化治
理体系、严控陆源垃圾入海、强化海上垃圾
防治、及时清理岸滩和海漂垃圾、规范处置
上岸垃圾、加强海洋垃圾调查与监管等6
项重点任务，引导沿海地方形成陆海统筹
治理海洋垃圾的管理闭环。

16年时间助力海底生态修复

这群师生种出2万余亩海底“草原”

据新华社电 目前我国海洋生态状
况总体稳定，局部海域有所改善，典型生
态系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这是记者8日从在福建厦门举行的
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场活动
上了解到的。《2023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
监测公报》同日发布。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通过深入
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与各国共谋蓝色发
展未来，我国“蓝色朋友圈”日益扩大。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国家海洋局局
长孙书贤8日在此间的海洋日主场活动
上说，海洋是孕育生命的摇篮，人类文明
的源泉，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通过
统筹发展和安全、陆域与海洋，我国积极
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取得
新成效，海洋资源开发保护水平不断提
升，海洋事业进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期。

他说，按照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
重大倡议，我国已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签署合作协议，紧密对接联合国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海洋十
年”等重大合作进程，向所有国家敞开怀
抱，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共谋蓝色发展未
来，“蓝色朋友圈”日益扩大，蓝色伙伴关

系持续加强，海上务实合作不断深化。
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海洋

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保持在8％左
右；2023年全国海洋经济总量达到9.9万
亿元，在“稳增长”和保障经济安全等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海洋生态环境质量
总体改善，局部海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明显提升，人民群众临海亲海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

据自然资源部统计，今年以来我国
海洋对外贸易稳步回升。在外需回升和
去年低基数背景下，一季度沿海港口外
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1.0%。船舶、
风力发电机组及零件等出口金额同比分
别增长113.1%、20.1%。

孙书贤说，接下来，我国将进一步健
全多层次对话合作机制，构建开放包容、
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高
质量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
沿海国家开展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双
边多边合作，持续落实《“一带一路”建设
海上合作设想》；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支持联合
国“海洋十年”等海洋治理进程，携手共
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美丽之海。

深入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我国“蓝色朋友圈”日益扩大

【最新】

在海南三亚蜈支洲岛海域，游客在教练的指导下体验种植珊瑚。 新华社发

在“海洋牧场”拍摄的珊瑚苗圃。

师生在对海草进行采样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