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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海和谐		共生共荣
——城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厦门实践

◎		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 刊发于光明日报 2 月 29 日第 7 版）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

来。1988 年，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期间，创造

性提出筼筜湖综合治理理念。36 年来，鹭岛儿女

牢记嘱托，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引领，坚持陆海

统筹、河海联动，探索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促进人海和谐的生态文明实践

路径。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

和先行实践地，其生态文明建设所取得的成效，

对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厦门如

何从一个湖带动一座城绘就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

的壮丽图景？近日，光明日报记者会同自然资源

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度探

寻这座“海上花园”城市的“生态密码”。

编 者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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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厦门，总会与美景不期而遇：鼓浪屿岸线迤逦，山峦叠翠，

不时传来阵阵鸟鸣；筼筜湖翠竹环抱，碧波荡漾，白鹭于水面上翩跹

起舞；五缘湾海天一色，水清岸净，湾内连片红树林郁郁葱葱；走在

街头巷尾，三角梅在暖阳下恣意盛开，一簇一丛，千姿百态……

清新的蓝，满城的绿，从 1699 平方公里的陆域到 333 平方公里

的海域，从筼筜湖综合治理到五缘湾生态保护修复，从栗喉蜂虎的保

护到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三十余年来厦门接续发力，

实施了从“海域”到“流域”再到“全域”的生态保护修复，造就了

移步易景的山海风光。

多年间，一座座“绿色桂冠”花落厦门——“联合国人居奖”“国

际花园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国

家森林城市”“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从筼筜湖治理出发，昔日作为白鹭栖息之地的“鹭岛”，如今已

蝶变为“山、海、产、城、人”相融共生的国际化海湾型都市，奋力

书写着美丽中国建设的鹭岛画卷。

从“一湖之治”向“生态之治”的鹭岛蝶变

从空中俯瞰鹭岛，位于厦门本岛西南侧的筼筜湖和东北翼的五缘

湾遥相呼应，犹如一双灵动的“眼睛”。

时值龙年新春，筼筜湖水清岸绿、白鹭翩跹。“这片湖面，三十

多年来，变化可谓是翻天覆地咧！”湖畔旁，正在巡湖的“市民湖长”

陈亚进将筼筜湖的过往娓娓道来。为了积极调动民间力量参与对筼筜

湖的保护，2020 年厦门面向广大市民选聘“市民湖长”，65 岁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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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教师陈亚进成为其中一员。

“最爱月斜潮落后，满江渔火列筼筜。”筼筜湖曾是一个面积达

10 平方公里的天然避风港，入夜后的“筼筜渔火”是厦门历史上的

八大景之一。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了向海要地，这里围海造田、筑

堤围湖，筼筜港变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仅留下 1.6 平方公里水面的

湖泊，改称筼筜湖。

然而，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湖区周边高强度的开发建设，筼筜

湖一度成为“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蚊蝇滋生、鱼虾绝迹”的臭水湖。

“当时路过的行人都掩鼻皱眉。”陈亚进回忆道。

筼筜湖治理成为摆在厦门面前的一道发展课题。

在厦门工作期间的习近平同志，经过深入思考调研，对这一问题

有着清醒的认识：

“我来自北方，对厦门的一草一石都感到是很珍贵的。”

“能不能以局部的破坏来进行另一方面的建设？我自己认为是很

清楚的，厦门是不能以这种代价来换取其他方面的发展。”

1988 年 3 月 30 日，习近平同志主持召开了一场专题会议，主题

是加强筼筜湖综合治理。在这次会上，厦门市成立了筼筜湖治理领导

小组，明确了“市长亲自抓治湖”“市财政今明两年每年拨 1000 万元”，

并创造性地将治湖方略总结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

活水体、美化环境”20 字方针。

从此，厦门治湖有章可循，各部门联动，水岸共治。仅用时 3 年，

筼筜湖就完成了第一期综合治理，实现了“湖水基本不臭”的目标，

水质好了，白鹭回来了。从 1984 年至今，厦门先后开展了五期筼筜

湖综合治理，共投入资金约 19.9 亿元，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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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转变，昔日的“筼筜渔火”重现为“筼筜夜

色”。

与筼筜湖一样，过去因海堤阻断、过度养殖、垃圾堆存等被称为

“烂泥滩”的五缘湾，也经历过一番“刻骨铭心”的生态修复。

“五缘湾湿地公园所处的这些最好的地块，何去何从，存在很大

的争议。最快的方式——填海造地，瞬时收益能达到 10 个亿。但厦

门坚持一定要恢复生态系统，把最好的资源还给自然、留给人民，这

种理念在当时是很超前的。”厦门市湖里区委常委、副区长王达回忆。

海域面积由 112 公顷增至 242 公顷、平均水深增加约 5.5 米、生

态用地增加 2.3 倍、湾区植物种类超 500 种，吸引 90 多种野生鸟类

觅食栖息……五缘湾通过多年来的生态修复、系统治理和综合开发，

如今已成为厦门岛内集水景、植被、湿地、海湾等多种自然景观于一

体的生态空间。

改变，始于筼筜湖，却不止步于五缘湾：实施海堤开口清淤、恢

复东西海域有机联系、改善水动力条件与海洋生物生境……厦门渐次

开启了西海域、环东海域、杏林湾、马銮湾等湾区治理。

36 年来，鹭岛儿女始终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

理念，构建起“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开启了从“海域”

到“流域”再到“全域”的生态保护修复之路。

生态“修复师”绘就物种保护“新图景”

调研组走进厦门市环东海域东北角的下潭尾红树林公园。远眺，

海滩上水鸟三五成群；近岸，连片红树林高低错落。曾经，这里是遍

布废旧养殖设施和建筑废弃物的滩涂，如今已成为红树林生态修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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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样板”。

这一切的变化始于 2005 年。受厦门市政府的委托，以“中国红

树林之父”厦门大学林鹏院士为核心的科研团队开辟了试验林。

为了让红树林“扎根”于此，科研人员小心地呵护着“娇气”的

红树林，挑选树种、人工驯化、试验栽培……发明的“筷子苗”专利

技术，将幼苗成活率提高至 90% 以上。

“厦门一带的红树林品种较为单一，难以抵抗病虫害。”作为林

鹏院士的第一位研究生，78 岁的厦门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卢昌义见证了下潭尾红树林的“重生”。“目前红树林面积达 85 公顷，

形成‘绿色缓冲带’，成为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天然生态

屏障。”

在下潭尾火炬大桥一旁，一组由爱心和五角星元素构成的图案向

海上延展开来，这幅由红树林勾勒的作品，自空中俯瞰，蔚为壮观。

这幅盛景的背后是卢昌义团队的浪漫情怀。

“不同种类红树植物的生长速度、外观颜色不一样。利用这些差

异，穿插种植，就勾勒出了眼前的图案。”卢昌义向调研组介绍，他

将这幅以红树林绘制的作品，命名为“我爱中国”。

水里，鱼虾游弋；滩涂上，米氏耳螺、招潮蟹、弹涂鱼等底栖生

物安家落户。一棵红树就像一座楼房，从楼顶天台到地下室，生活着

大大小小各类生命。“红树林为许多生物提供了栖息地、保护地，有

助于恢复生物多样性。”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盛昌告诉

调研组，通过生态修复，公园内的鱼类、贝类、虾蟹类物种数和生物

量均显著增加，生物量分别提高 2.99 倍、4.76 倍和 1.19 倍。“林—滩—

海”生命共同体和红树林生态屏障愈加稳固，海岸带生态活力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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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

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有着“中国最

美小鸟”之称的栗喉蜂虎，每年 4 月至 10 月从炎热的东南亚来到风

景优美的厦门，在砂质的岩壁上用嘴和利爪掘洞为巢，避暑繁衍。

自 2010 年首次观测到它们的踪影后，厦门市政府在寸土寸金的

城中心设立了五缘湾栗喉蜂虎自然保护区，确保这群“美丽精灵”能

顺利栖息繁衍。

数据显示，自保护区成立以来，栗喉蜂虎数量稳中有升，2023

年亲鸟繁殖数量保持在 200 只以上，五缘湾湿地觅食区在栗喉蜂虎迁

徙前可观测到 3000 只以上。这片城中保护区，已成为鸟类天堂。

“是白海豚！”一声惊呼迅速吸引了调研组的注意，沿海岸线一

路向西，只见距离船身左侧约 50 米处，一个粉白色身影略微探出海面，

又迅速向下沉去。

中华白海豚，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素有“水上大熊猫”之称。

在厦门湾见到中华白海豚并不是“偶遇”，而是鹭岛儿女久久为功，

修复海洋生态、保护濒危海洋物种的“必然结果”。

由于对栖息地环境要求严苛，中华白海豚的生存状况成为衡量地

方海洋生态环境的“活指标”。过去，无序的人类活动给脆弱的中华

白海豚造成严重威胁。

保护“海洋精灵”刻不容缓！厦门市出台首个中华白海豚地方性

法规，建立我国首个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严格控制捕捞强度，

实施部分海域禁捕规定，每年开展增殖放流、着力恢复海洋生态链……

“现在整个白海豚的生存环境比以前有明显改善。”厦门市自然

保护区事务中心主任蔡立波表示，中华白海豚在厦门海域的种群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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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增多，已由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 60 头增加到如今的 80 多头，厦

门也成为全国唯一在城区就能看见中华白海豚的城市。

生态“好颜值”赋能发展“好价值”

清晨，驱车沿状元山盘绕 211 道弯，漫山茶园郁郁葱葱，调研组

来到了军营村。这里常年浸沐在云山雾海里，素有“高山村”之称。

据曾任军营村村委会主任的高泉国回忆，作为厦门最偏远的小山

村，“山上不见树，粥里不见米”，一度是村里的真实写照，人均年

收入只有 200 多元。

把时间的指针拨向 2024 年，如今的军营村已“华丽转身”，幸

福的密码就藏在“山上戴帽，山下开发”里。

1986 年，习近平同志经过细致调研，针对山区村发展的实际，

因地制宜地提出“山上戴帽，山下开发”的绿色发展理念。

山上，种树造林，把“帽子”戴起来。

“这一片树林，都是我 27 年前种下的，你瞧，现在长得多壮实！”

高泉辉是军营村最早参与封山造林的村民之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远处青山苍莽。“树种起来，涵养了水源，还能在台风来临时巩固土

层，茶树长得更好啦！”

山下，种茶种果，把开发搞起来。

军营村建起了茶叶加工厂，从种植采摘、炒茶加工到包装运输，

全链条可以在村内完成。此外，还生态化改造了 6500 多亩老茶园，

更新优质品种，打造有机、绿色、生态、环保优势。

如今，层层叠翠的茶园梯田、错落有致的古朴民居、山清水秀的

自然环境，使得军营村成为热门旅游“打卡地”，村里人纷纷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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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调研组了解到，当前，全村开办了 70 多家民宿，2023 年接

待游客 20 万人次，人均年收入达到 4.5 万元。

“守护好绿水青山，换来了金山银山！”军营村党总支书记高泉

伟不禁感叹。

军营村是厦门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放松的一个缩影，透过这个缩

影，可以窥见整个厦门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以“见缝插绿”代替“见缝插楼”——寸土寸金的厦门，在大公

园里雕琢起“口袋公园”“袖珍公园”，市区居民基本实现“300 米见绿、

500 米见园”，做到了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让百姓养神养肺、

养眼养心。

将“垃圾海平面”变为“滨海浪漫线”——在环东海域的生态修

复上，厦门通山连海打造山海绿色通廊，进一步改善海域和岸线生态

景观，完美融合山景、湖景、海景，让近者悦、远者来。

从筼筜湖治理开始，厦门用科技手段赋能生态发展的脚步从未停

止。

用“海上美容师”维护岸线“高颜值”——厦门充分发挥自然资

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厦门大学等科研智库优势，建设海漂垃圾监测

预警预报系统，通过动画模拟出当日海漂垃圾的漂移轨迹，对海漂垃

圾的规模和分布进行预测预报，并给出拦截建议和收集建议。

“我们将 265 公里的海岸线划为 62 个重点岸段，确保整个厦门

海漂垃圾日产日清、水清岸净。”厦门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陈秋茹说。

以给水质做“CT”代替拍“胸透”——第三海洋研究所搭建仪

器共享平台，通过稳定同位素技术，记录碳、氧、硫等生源要素在自

然环境中的动态传递过程，可有效应用于确定污染物来源，助力雨污



中
央
媒
体
集
中
报
道
重
点
稿
件
汇
编

161

160

分流与地下排污管网改造，为环境生态修复过程中物质循环研究提供

有利的技术支撑。

眼下，新一轮治理正在进行——实施管网正本清源改造，努力实

现“污水入厂、清水入河”目标；构建排水智能化管理平台，实现“一

户一码”“管网一张图”；扩容海水泵站调水能力，让水体循环动力

更足……

生态环境的“高颜值”，给厦门带来了经济增长的“高价值”——

筼筜湖片区已“腾笼换鸟”，引进大批总部经济、现代服务业企业，

成为厦门金融、商贸、旅游、居住中心；马銮湾以智慧产业、生命健

康、商务文旅、现代物流为代表的四大产业链逐渐形成，吸引一大批

生态环境友好、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化项目落地；同安湾，

高新企业扎堆入驻，形成科技成果转化孵化聚集区，累计注册各类企

业超过 1600 家……

生态筑底，厦门高质量发展成绩单更加亮眼：2023 年，厦门市

经济总量超 8066 亿元；进出口总值超 9470 亿元，同比增长 2.7%，

高于全国增速 2.5 个百分点。

“厦门实践”的经验启示

36 年来，鹭岛儿女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让“清

新的蓝”“怡人的绿”成为厦门的魅力名片，不断丰富生态文明建设

的“厦门实践”经验。

注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相统一，站在人与海洋和谐共生高

度谋发展。纵跨 15 年的《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注重把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平衡。厦门始终坚持正确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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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和发展观，算大账、算长远账，把生态优先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领域、全过程，坚持海洋开发和海洋保护并重。“厦门实践”表明，

通过海洋生态修复，推动生态产品供给持续增加，就能走上生态旅游

融合发展之路，群众临海、亲海、戏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就会不断提

升；同时，高颜值的生态花园之城更能持续吸引高精尖企业入驻，促

进产业“蓝色”转变，引领产、城、海高质量发展，持续助力海洋强

市乃至海洋强省建设。

注重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相协调，提高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在不同发展阶段，厦门市委市政府均专门设立

指挥部，同时强化目标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统筹

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湾区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成立“海岸带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实现

海陆一体化管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部署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全面协调海洋渔业、航运、环境、港口等相关涉海部门的用

海冲突，将生态保护补偿、生态损害赔偿等措施与重大涉海工程建设

项目相挂钩，统筹兼顾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

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实现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山水海城”相

融共生。

注重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努力找到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

最佳解决方案。厦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引

导生态修复科学有序进行。按照“一屏一湾十廊”的生态格局，打通

10 条山海廊道，坚持全域全要素保护修复，着力构建从山顶到海洋

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如五缘湾整治过程中保留

湾内大片原生湿地，大大减少了工程量。同时，采取科学的人工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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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滩则滩、宜海则海，统筹岸线生态化、

红树林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海湾治理、开堤纳海等工程，提高保

护修复措施的关联性和耦合性，加快生态系统恢复进程，提升生态系

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走出一条符合厦门实际的自然恢复和

人工修复相融合的新路子。

注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相促进，建设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硬制

度与软文化。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明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厦门持续完善海洋生态法律法规体系，充分发

挥法治力量，护航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对

海洋生态文明的参与度，达成生态文明共识，把“要我治”变成“我

要治”，如企业、市民积极认购马銮湾生态岛上的树木种植和日常管

理。积极主动开展国际海洋交流合作，持续培育海洋文化，厚植生态

文明意识，海洋生态文明理念和海洋意识早已内化于厦门人民心中，

转化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