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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不落海，舟山开讲“渔夫与海”新故事
本报记者 黄宁璐 郑元丹 周杭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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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饮料瓶蛮多，废电池回收也很规范。”胡松素从陆文波手
中接过两大袋垃圾，打开看了一眼后一顿夸赞。“阿拉可不能砸了
舟山渔民的好牌子！”陆文波笑呵呵地说。

舟山市国内捕捞渔船有4000余艘，面临着海洋环境保护的巨
大压力。

“海介大，飘些垃圾怕个啥？”“船开出去是为了捕鱼，捡垃圾亏
大钞票嘞！”⋯⋯胡松素清楚地记得，2019 年 4 月，自己拿着高音
喇叭在渔区倡议“海洋垃圾带回港”时，渔民眼里尽是讶异、质疑，
不少还直接回怼她“多管闲事”。

海里的垃圾多不多？多到哪种程度？其实渔民心里再清楚不
过。“有段时间一网下去，拖上来的泡沫浮子、塑料瓶、烂渔网等垃
圾真是要吓死人。”陆文波坦言，“一开始大家只是抱怨运气差，可
一连几次都如此，心里就有了很大的触动，也开始反思。”

“海里垃圾要是不带上来，今天落到了别人网里，总有一天也会回
到阿拉自己网里⋯⋯”在长涂镇金银渔嫂协会的积极带动下，岸上的渔
嫂们纷纷吹起了耳旁风，垃圾上岸的理念逐渐深入每一户渔区家庭。

长涂镇金银渔嫂协会还组建“渔哥渔嫂志愿巡逻队”，在海上作业
间隙和休渔期开展渔港巡逻和净滩行动，利用废旧渔网自制“红、绿、
蓝”三色网袋，科学区分有害垃圾、可回收垃圾和其他垃圾，分发到各
渔船，有效解决船上分类垃圾桶占用空间大、搬运不便等问题；与船老
大签订《海上垃圾分类承诺书》，建立“一船一净海员”制度⋯⋯

多管齐下，渔民保护海洋生态的主人翁意识逐渐觉醒。当地
首批 19 艘“航行的支部”示范渔船率先响应号召，随后全镇 83 艘
渔船船老大纷纷响应。据统计，从 2019 年至今，长涂镇金银渔嫂
协会渔哥渔嫂党支部已经累计回收渔用废电池近 7 万节、空瓶 9
万只、废蟹笼近两万个，回收垃圾总量已超过150吨。

如今，“垃圾不落海”正开始向远洋延伸。
舟山市远洋渔船有670余艘，数量占全国四分之一，是我国最

大的远洋捕捞生产基地。
“远洋渔船上装有海水淡化设备，但一般用作生活用水，船员日常

都饮用矿泉水。”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远洋渔业处处长张鸿宾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按每艘船30人、每人每天至少两瓶水计算，每年产生
的塑料瓶就超过1400万个。“塑料垃圾在海洋中不可降解，它们漂浮
在水面上，形成海洋垃圾带，还会被鲸鱼等海洋动物误食。”张鸿宾说。

一项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约有 800 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
洋，而且这一数量还在持续增长中。与此同时，国际渔业管理组织
对公海环境管理越来越严苛。

为了推动远洋渔船上的“垃圾不落海”，舟山市相关部门将一
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摆到远洋企业负责人和船员眼前，将海洋垃
圾危害讲深讲透，并定期发放宣传册子。由舟山市联合省农业农
村厅、省渔业互保协会共同斥资打造的“浙普远98”远洋渔业综合
保障船，承担起了海上流动宣传站的角色。

“我们的船员不仅自己主动将矿泉水瓶、钓具钓线及塑料包装
袋等垃圾收集储存，还经常向登船治病的渔民宣讲保护海洋生态
的重要性。”眼下，“浙普远 98”正在东南太平洋巡航，该船指导员
乐可军通过卫星电话告诉记者，在他们的船上，“垃圾不落海”的宣
传标语随处可见。

在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码头，远洋运输船“宁泰冷 7”轮缓
缓靠泊。历时两个多月，辗转近万海里，“宁泰冷7”轮从东南太平
洋渔场带回来的除了一箱箱鱼货，还有 1 吨塑料垃圾。“现在船老
大、渔民的环保意识强了，船上的垃圾几乎都运回来了。”“宁泰
冷 7”轮船长吴汗波说。

放眼整个舟山，“垃圾不落海”已从共识理念走向共同实践。

在 岱 山 县 长 涂 中 心 渔 港 ，“ 浙 岱 渔
09618”船一靠岸，船老大陆文波顾不上卸鱼货，
就大步跨上岸，将船上积攒多日的垃圾交到长涂镇
金银渔嫂协会会长胡松素手中。

海洋垃圾是全球性的治理难题。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发布的报告，目前海洋中的塑料垃圾大概有 7500 万吨至 1.99
亿吨，海洋生态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

舟山拥有各类渔船（包括捕捞渔船和运输船）6500余艘，海上
从业人员近 20 万人，是名副其实的海洋渔业大市。近年来，该市
不断提高渔民环保意识，创新打造船舶垃圾处理设备，积极探索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新路径，“垃圾不落海”行动蔚然成风。据当地生
态环境部门统计数据显示，两年来舟山市共转运处置船舶垃圾
3.45万吨，清理湾滩垃圾1.98万吨。

建设现代海洋城市，保护海洋生态是其中一块重要“拼图”。
经过几年实践，舟山有哪些值得推广的经验？还存在哪些短板？
未来又该如何突围？对此，记者深入走访舟山多个渔港码头、渔业
企业寻找答案。

杨桥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在海里，但
根源在陆地。我国大约80%的海洋污染
物都来自于陆地。因此，针对海洋垃圾
的监管和治理，必须首先做好从源头上
有效控制陆源垃圾入海。其中，建立以
陆海统筹为基础的海洋垃圾综合监管防
治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需要加强陆海之间在空间规
划、标准规范、监测措施方面的制度协
调，并强化对海洋、河流湖泊及土壤垃圾
污染的协同防治；另一方面，不断完善海
洋垃圾污染综合防治的跨流域、跨区域、
跨海域的联动。海洋污染物具有可跨区
域快速流动的特征，区域联动机制可通
过资源整合与共享，有效提升海洋环境
污染的综合治理能力。

此外，有关海洋垃圾的科学理论研
究及监测能力也亟待提升，可重点加强
海洋微塑料污染的形成机理及其收集与
清除技术的研究。海洋微塑料作为粒径
小于 5 毫米的塑料碎片和颗粒，被形象
地称为“海洋中的 PM2.5”，由于具有强
吸附性和易迁移性，已成为多种有毒有
害污染物迁移传播的重要载体，由此产
生的巨大危害性，远远超过普通海洋塑
料垃圾。此外，建议在海洋垃圾监测、分
析和评估等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开展联合
攻关和国际合作，持续助力全球经济、社
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作者系浙江海洋大学藻际微
生物学实验室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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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船上空间寸土寸金，且远洋作业周期
长，如果不解决存储问题，渔民兄弟就算有
环保意识，每一趟能带回来的垃圾也很有
限。”从事远洋渔业 20 多年的舟山市弘普

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虞普军，很快
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四处托人打听船
舶垃圾处理设备并在网

上搜索，但没有找到
理想的机器。“那

就 自 己 研
发 ！”说 干

就干，虞

普军请来省海洋水产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陈
峰提供技术支持，又叫来几位有经验的老
渔民根据海上的实际情况出谋划策——

“设备要能够适应海上的高盐环境。”“体积
和重量不能太大，否则会破坏船的稳定
性。”“设计不能太复杂，要易于修理。”⋯⋯
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后，设计团队在传统垃
圾粉碎机的基础上，对外壳、刀片材质、驱
动电机以及机器布局进行了重新设计并不
断完善，提升设备在船舶上的适用性、安全
性和耐用性。

历时 8 个多月，投入 50 余万元，一台
远洋渔船专用塑料垃圾粉碎机诞生了。记
者在现场看到，一个矿泉水瓶，经其粉碎
后，就变成半径几毫米的碎渣。据估算，处
理后的塑料垃圾可缩减体积 90%以上。
2022 年 8 月，虞普军首先在本公司返航的
3 艘渔船上试装，使用效果超出预期。“这
钱花得值！”虞普军说。

之后，舟山市渔业部门迅速出台奖补
激励措施，引导全市远洋渔船安装使用。
远洋渔船纷纷响应，不仅当年返港的渔船
积极安装塑料垃圾粉碎机，部分在海上的
渔船也委托冷藏运输船捎带设备，拿到后
船员只需简单固定下即可使用。

数据显示，去年，安装船用塑料垃圾粉
碎机的 352 艘远洋渔船，从公海运回了

50 余吨塑料垃圾。据当地媒体报道，中
国远洋渔业协会副秘书长熊鹏飞在得

知舟山这一有益探索后，兴奋地表
示，舟山渔船安装塑料垃圾粉碎

机，这在全国还属首创，协会将总
结舟山经验，向全国推广。

2023 年 4 月，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

一步加强南太平洋渔
业管理和履约工

作的通知》，其
中提到“除

安全等原因外，所有渔船不得向海中丢弃
渔具、塑料制品及其灰烬”。这一步，舟山
远洋渔民无疑走在了前面。

“这张照片是去年 8 月首批粉碎塑料
垃圾通过‘浙普远冷 7’运输船运上岸时拍
的，有 6 袋共 63 公斤，和 2900 多吨鱿鱼一
起从东南太平洋装运回来。”虞普军举着手
机对记者介绍。

灯光围网、帆张网和流刺网等国内捕
捞渔船高频使用的渔用电池废弃问题，一
度困扰着许多环保人士。长涂镇金银渔嫂
协会曾统计过当地渔用电池消耗的数量：
每艘灯光围网、帆张网、流刺网作业渔船，
每月消耗一号干电池的数量分别为 420
节、210 节和 160 节左右。一年下来，全镇
各类渔船消耗干电池超过4万节。

摸清底数后，胡松素喊来渔嫂们想法
子。大家商量下来，决定由协会统一购置
船用电池，并粘贴自制的标签，以略低于市
场的价格销售给渔船，并给予船老大每节
电池 5 角钱的补贴来以旧换新，积极鼓励
渔民参与这项行动。效果虽然不错，但从
资金、人力投入考虑，回收船用废电池并不
长久。2022 年 4 月起，长涂镇又开始创
新，首批14艘渔船开展太阳能网标灯替代
传统干电池网标灯试验，积极践行海上绿
色低碳作业方式。“用一只太阳能网标灯，
出海一趟至少能节约20节一号电池！”“浙
岱渔10418”船老大金海放满意地说，目前
该渔船已全部使用太阳能网标灯。

在近岸海域，舟山市探索实施“海上环
卫”工作机制，划定湾滩321个，建立市、县
(区)、乡、村四级湾滩管理组织体系，并组
建起专业化海上保洁队伍、海域海岸线保
洁队伍、“民间湾滩”志愿者队伍等三支队
伍，形成源头减量、治污保洁、清理转运全
链条近岸海域垃圾处置工作格局。

傍晚时分，位于普陀区鲁家峙岛的垃
圾上岸码头，随着“沈渔港保洁 001”船缓
缓靠岸，普陀海源港口服务有限公司工作
人员将打捞了一天的渔港垃圾抬上岸，然
后由垃圾清运车运送至垃圾中转站进行处
理。整个沈家门中心渔港，这样的渔港保

洁船共有11艘。
值得一提的是，普陀区还创建

“航行的支部”海上党建，以“航
行的支部”先锋号、“海上新

时代文明实践引领号”为
引领示范，践行“垃圾

不落海”。

看着一袋袋塑料粉碎垃圾上岸，欣喜
之余，虞普军也有烦恼。“垃圾不仅要自己
联系货车来运，还要四处托人去找愿意接
收的回收企业。”虞普军坦言，完整的矿泉
水瓶受回收企业欢迎，粉碎后的塑料碎片
却经常被拒收，“现在渔船的垃圾存放问题
解决了，但垃圾上岸后的‘最后一公里’还
没打通。”

“我们从远洋带回来的基本都是矿泉
水瓶、饮料瓶等塑料垃圾，尽管是塑料碎
片，但也具备回收利用价值。”虞普军建议，
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引进有能力处置塑
料粉碎垃圾的环保企业，变废为宝，实现环
保企业和远洋渔民的共赢。

“想要充分调动渔民把垃圾运回港的
积极性，除了要提高上岸后的垃圾处置能
力，还要有价值反馈。”在普陀区远洋渔业
行业协会秘书长吴全康看来，舟山之所以
能快速在远洋渔船上推广塑料垃圾粉碎
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政策激励。
舟山市建立履约奖补激励机制，将远洋渔
船垃圾处置水平列入企业国际履约能力评
估，与年度履约奖补发放挂钩，激发企业能
动性。据统计，2023年舟山市共完成履约
奖补发放7.8亿元。

“远洋捕捞渔船一出海就是两三年，
大多数塑料垃圾由冷藏运输船带回，下
一步，我们将引导冷藏运输船优化提升
垃圾存放空间，并通过一定的政策激励
来调动冷藏运输船垃圾回运积极性。”舟
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远
洋渔船上安装塑料垃圾粉碎机是开展后
续工作的一个基础，目前已经安装了 300
余艘，接下来将继续提高安装率，争取利
用 3 年 左 右 时 间 将 安 装 率 提 升 至 90%
以上。

“这几年，全市大力提倡‘垃圾不落
海’，但针对船舶垃圾上岸后的处置问
题，系统性、全局性的布局和谋划还没
有。”一位常年关注舟山船舶垃圾的业内
人士建议，将“垃圾不落海”行动结合“蓝
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项目进行
推广。

所谓“蓝色循环”海洋塑料废弃物治理
项目，是指通过数字化手段追踪标记每一
项回收环节，一些企业愿意用更高的价格
收购海洋塑料进行再利用，从而实现渔民
有钱赚、企业有动力。该项目去年荣获联
合国“地球卫士奖”。

岱山县长涂镇渔民已经开始尝试。
2022 年 11 月，在政府牵头协调下，长涂镇
金银渔嫂协会与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签
约成立“小蓝之家”。在“小蓝之家”仓库，
记者看到，几名渔嫂正将回收来的塑料瓶
进行精细分类，然后送入压缩机，打包成一
块块 30 公斤重的长方体。“打包完成的塑
料垃圾将被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司收购，
开发制作成环保文创产品等，回收价格是
普通塑料市场回收价的好几倍。”一名渔嫂
高兴地说。

记者了解到，尽管近年来参与“垃圾不
落海”的舟山渔船越来越多，但相比 6000
多艘的规模，目前的参与数量依然是少部
分。“保护海洋生态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要
做到自觉把垃圾带回家却并不容易。”一位
环保人士表示，知易行难，要想把“垃圾不
落海”的舟山经验在
更大范围推广开来，
就必须及时跟进制度
建设，进而用法律规
制排放行为，为执法
部门依法管海治海提
供法律依据。

从当下到未来
推广需跟进法规建设
从当下到未来
推广需跟进法规建设

从技术到机制 探索守海护渔新路径从技术到机制 探索守海护渔新路径

从近海到远洋
唤醒渔民主人翁意识
从近海到远洋
唤醒渔民主人翁意识

沈家门中心渔港。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浙普
远 98”远
洋渔业综
合保障船
上安装的船
用塑料垃圾
粉碎机。

舟山海域舟山海域。。

在渔嫂们的宣传动员下在渔嫂们的宣传动员下，，
渔民签订渔民签订““海洋垃圾带回港海洋垃圾带回港””承诺书承诺书。。

在岱山县长
涂中心渔港，渔嫂
们处理旧渔网垃
圾。

渔港保洁船在渔港保洁船在清理海漂垃圾清理海漂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