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枸杞岛万亩贻贝枸杞岛万亩贻贝枸杞岛万亩贻贝

在钱塘江与长江入海口交汇

处，洒落着由630个大小岛屿组成

的群落，就像一块巨大的蓝色美玉

上镶嵌着大小不等的宝石。这里

就是嵊泗列岛，我国唯一的国家级

列岛风景名胜区，岛礁棋布、沙滩

亘长、海水清透，让它成为明信片、

桌面屏保上的常客。

可曾几何时，局部无序的开发

与利用、入海污染物的排放，不仅

破坏了这片海域的生态环境，亦对

群岛及周边海域的生产生活安全、

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产生

严重影响。

修复，迫在眉睫。

蓝海，渴望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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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统筹治理
多措并举推进

许多游客去嵊泗游玩，都会选择从
沈家湾客运码头乘坐客轮，大约 50 分
钟后抵达泗礁山岛。这里是嵊泗最大
的岛屿，既能登高望远，又能饱览一线
海景；既有千帆竞渡的传统渔港，又有
可供游人嬉水的沙滩。然而，这方巧夺
天工的山海盛景，也一度面临沙滩带砂
质流失严重、部分废弃工业岸线生态性
差、海湾淤积严重的生态危机。

2021年4月，为加强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推动蓝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省自然资源厅的大力支持下，嵊泗争
取到了其海洋修复类史上最大一笔中

央财政拨款 2.5 亿元，用于启动和完成
舟山市（嵊泗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正是这笔宝贵的资金，使得受损岸
线和海湾得到修复，海岸沿线现有的产
业项目得到了全面梳理，推进和实现了
泗礁岛等地的海水、海岸生态环境的转
好，马鞍列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的保护修
复及当地贻贝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等。

其中，基湖沙滩是嵊泗本岛最负盛
名的景点之一，它倚山傍海，呈弯月形
微倾入海，曾经绵长的海滩沙质细腻。
然而，当遭受长年累月的各种侵蚀后，
沙滩泥化加乱石出露，好似一位曾风华
正茂的年轻人开始经历脱发、邋遢的烦
恼。当地在这片长达 2.2 公里的沙滩
上，为其补上 20.16 万平方米（近 30 个
足球场面积）、超过 20 万立方米（相当
于填满 80 个奥运会游泳池）的高品质
海砂，在修复受损沙滩的同时，对保护
海岸免受波浪严重侵蚀也起到了明显
的缓冲作用，并且显著提升了海滨浴场
沙滩质量。

由于沙滩附近聚集着几十家大小
不等的酒店、民宿，它们正好成为这片
岸线美丽蜕变的见证者。据附近一家
连锁酒店的负责人回忆：“修复前的沙
滩看上去脏兮兮的，部分区域都是乱
石，光脚踩在上面还有点戳，很多游客
即便到嵊泗旅游也都宁可往东部小岛
跑。”历经两年的修复，如今这里铺上质
量上乘的金黄色砂砾，“滩净水清岸绿
的场景，已获点赞无数，今年夏天必将
迎来好光景。”不少民宿经营主对即将
到来的旅游旺季充满了期待。

为修复岸线生态、改善入海水质，
当地从人口最密集的传统工业区域入
手，对位于海岸带的沿线污染企业实施
整体搬迁，拆除和平整了凌乱的厂房和
建筑，在此基础上建起生态护岸；在提
高岸线防灾减灾能力的同时，实现从

“工业岸线”向“生态、生活岸线”的转
变。同时，岛上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及直
排内湾的污水处理厂排海口等历经迁
建、提升，解决了尾水直排入内湾水动
力条件较弱而破坏水质的状况。

嵊泗是旅游胜地，也是传统渔港。
泗礁岛海湾清淤工程所涉及的海域正
是当地最重要的海湾之一，也是嵊泗中
心渔港的所在地。通过清理淤积严重
的海湾，疏通潮沟，增加纳潮量，增强水
体交换能力，并清理掉多年沉淀集聚的
重金属污染物、渔业垃圾等，当地海域
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搬迁、治污、建堤、清淤、补沙，从陆
地到海洋，从岸线到水质，一系列治理

手段的统筹推进，保护和修复了受损海
域、海岛及海岸带，大幅降低了入海污
染，也让这片蓝湾逐渐恢复应有的颜值
与活力。

推广环保养殖
产业向海而兴

蓝色大海上，星星点点的浮球，是
“海洋牧场”的标志性画面。千百年来，
嵊泗这片碧波万顷、温暖澄澈的海域孕
育出了品质上乘的“嵊泗贻贝”，它不仅
成为享誉中外的地理标志产品，更成为
当地特色产业的“金名片”。

走进远近闻名的“贻贝之乡”枸杞
乡，在干斜村观景平台临海远眺，海面
上的贻贝浮球星星点点。这片面积约
1.68万亩的贻贝养殖桁地，每年可孕育
贻贝超 13 万吨，是嵊泗最大的贻贝养
殖海域。

以前，贻贝养殖大多采用的是泡沫
浮球，其成分非常容易破碎，不仅被其
他的鱼类贝类误食后难消化，分解入海
后还易形成微塑料污染海水，导致养殖
海域水体及生物体内的微塑料含量明
显增加；此外，这些泡沫塑料在海风及
海流的带动下，还会扩散至其他海域，
形成的泡沫残渣被海浪冲刷后堆积在
沙滩上，严重影响旅游环境。

为保护海洋环境、控制海水微塑
料，当地从 2020 年初起全面禁止在海
水养殖活动中新增泡沫浮球，并于去年
底全面完成新型环保养殖浮球的替
代。按照嵊泗原有贻贝养殖白色泡沫
浮球的使用规模，以每年10%自然淘汰
比例计算，此举每年可直接减少 210
吨、17000 立方米的废弃白色泡沫产
生，对改善养殖海区及周边海域生态环
境具有深远意义。

据枸杞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淘汰原有泡沫浮球的同时，当地与科研
机构合作，针对养殖户的需求，试验、研
发了多种形态各异的生态浮球供大家
选择。新型浮球在兼顾美观、环保的同
时，做到了不易碎、更耐用，节约大量人
工整理费用，大幅提高了养殖经济效
益。

靠海吃海，不忘护海。为规范贻贝
养殖，当地还制定了养殖规划，编制了
养殖标准规范，开发了养殖设备，改变
了原来清洗加工无序、粗犷的排放方
式，有效改善贻贝清洗水对周边海域水
质的影响，还蓝色海湾水质以清净；落
实海滩保洁制度，对清洗加工区遗漏入
海的贻贝壳进行集中收集和清理，保持

海滩环境的洁净；启用高科技智慧养殖
云平台，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技术
开展养殖海域图像智能识别分析的同
时，还对养殖面积变化、养殖密度、浮球
规范等进行监测预警，进一步助力海洋
生态环境的改善。

“贻贝湾海水更清澈，养殖户共同
致富的信心更足，在历经转型期后，我
们期待今年的丰收季。”该县金盟海水
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金友定表示。

筑牢生态防线
守护美丽海湾

山海相依水连天。回首嵊泗修复
海洋生态环境的漫漫征途，由中央财政
支持的舟山市（嵊泗县）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在国家级蓝湾项目启动前，在省自然
资源厅统一部署下，省财政资金支持
2060.23 万元，当地启动“2018-2020
海岸线修复三年行动计划”，共计完成
9.81公里海岸线修复和1.7平方公里蓝

色海湾整治，其中，清理了大洋山东侧
岸段外侧滩涂大规模的互花米草，保护
了当地滩涂的生物多样性，建立和完善
起湿地生物保护网络；在整治海岸带垃
圾及废弃构筑物、改善岸线景观环境的
同时，加固海岸防护设施，因地制宜选
择合适的植物，结合地形地貌整治修复
实现受损岸线复绿，重新营造海岛和滩
涂生物栖息环境；恢复潮间带植被，增
加潮间带湿地生态功能，让海岸生态系
统回归生生不息。

通过多方努力，嵊泗今年成功申报
省级蓝色海湾，获得省财政资金支持
4000 万元，并已着手谋划接下来一系
列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不久的
将来，这个位于“长江口—杭州湾”重点
海洋生态区核心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
的改善将愈发明显。

以海为本，向海发展。嵊泗兼顾经
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以科技助力
特色产业发展，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
助力海岛共富，一个生态优美、极具特
色、令人向往的和美示范海岛正在东海
边洗尽纤尘绽放芳华。

（（本版图片由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本版图片由嵊泗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

基湖沙滩（右）航拍

国家蓝湾项目：
◎ 总投资 3.16 亿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 2.5 亿元。海湾清淤面积 184 公

顷，退养还海面积67 公顷，沙滩修复长度2.2 千米，海岸带整治修复长度

11.41千米，保护修复串珠状沙滩带的沙滩8处。

省级蓝湾项目：
◎ 总投资8088万元，其中省级补助资金4000万元，拟完成生态修复总面积

15.34公顷，修复岸线3.62公里，修复滨海湿地13.76公顷，修复海岛3个。

数读蓝湾

枸杞乡里西村海滩枸杞乡里西村海滩枸杞乡里西村海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