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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4 月，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鸟
类之一的栗喉蜂虎成群地从东南亚飞来
厦门繁衍生息，直到 10月才离开。

在厦门五缘湾湿地片区，占地约 37
公顷的土地是栗喉蜂虎的觅食地；附近
的骑马山片区，占地约 3 公顷的土地则
是栗喉蜂虎的繁殖地。2011 年，厦门在
这块总面积约 40 公顷、价值百亿元的岛
内中心城区，设立五缘湾栗喉蜂虎市级
自然保护区，让这里成为鸟儿嬉戏、繁
衍、生长的热土。

为关照好远方的贵客栗喉蜂虎，工作
人员每年都会精心修复保护区内的土坡，
让岩壁恢复如初，同时改善生态环境，打
造人工巢区，修建鸟儿饮水池，种植多种
果蔬树木，为栗喉蜂虎提供丰富的昆虫等
食物。保护区成立以来，栗喉蜂虎数量稳
中有升。2023年，骑马山繁殖区内亲鸟繁
殖数量保持在 200只以上，通屿湿地觅食
区在迁徙前可观测到 3000只以上。

五缘湾，一度被厦门人视为不愿意
居住的“风头水尾”，由于过度养殖、倾
倒堆存生活垃圾、填筑海堤阻断海水自
然交换等原因，内湾水环境污染严重，
水 体 质 量 下 降 ，外 湾 海 岸 线 长 期 被 侵

蚀，形成大面积潮滩，湾区自然生态系
统破坏严重。

“打开当年的老照片，可以看到一条
长堤，两侧都是黑乎乎的滩涂、盐碱地。”
曾分管厦门城市建设多年的厦门原副市
长潘世建感慨良多，当年如果简单地填海
造地，继而出让土地，短期内能够大量变
现。但厦门没有这么做，始终遵循筼筜湖
综合治理理念，在保留价值百亿元地块基
础上，开展五缘湾生态修复和综合开发工
作，海域养殖清退、内湾清淤、退塘还海、
外湾清礁疏浚、实施绿化提升，累计退地
还海约 100公顷，构筑环湾护岸 8公里，平
均水深增加约 5.5 米，纳潮量增加约 500
万立方米，海洋生态系统得到恢复。

如今，五缘湾片区已成为集水景、温
泉、植被、湿地、海湾等多种自然资源要
素于一体的生态空间，海域面积由原来
的 112 公顷扩大为 242 公顷，海域平均深
度 增 加 约 5.5 米 ，湾 区 植 物 种 类 超 500
种，吸引 90 多种野生鸟类觅食栖息，生
物多样性得到提升。

生态用地面积增加 2.3倍，城市绿地
率从 5.4%升至 13.8%，人均绿化面积达
19.4 平方米，空气质量保持在优良水平，
国控点位水质优良比例 100%。

抛弃短视，换来的是长远发展。绿水
青山，真真切切换来了金山银山。

经年坚守，久久为功。根据《厦门市
生态系统生产价值统计核算技术导则》
测算，2019 年度，五缘湾片区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就达 2.39 亿元，其中海洋生物
多样性、清新空气、清洁海洋三类生态系
统服务的价值分别为 5466 万元、2661 万
元和 463 万元，片区内财政总收入增长
约 20 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约 5 倍，与生态修复和综合开发之前相
比，片区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得到大幅提升。

五缘湾也一跃成为厦门市经济最活
跃的片区之一，从滩涂盐碱地变身成为
厦门岛东部城市新客厅，走出一条通过
高水平保护带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高品
质生活的城市发展新路。

五缘湾：滩涂盐碱地蜕变为城市会客厅
□本报记者 陈挺

隆冬腊月，虽已不是火龙果采摘的旺
季，但翔安区富美大宅火龙果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陈海云仍忙个不停——刚完成本
季最后一批火龙果的采摘，又接着为过年
的伴手礼订单备货。

“除了火龙果干这款明星产品以外，
闽南古早味的火龙果味鱼皮花生、蛋卷
等都是春节期间的年货热销品。”陈海云
乐呵呵地告诉记者，目前合作社已接到
几千个年货伴手礼订单。

2016 年，陈海云辞去在厦门岛内一
家食品加工厂的工作，回到家乡大宅村
创业。彼时，大宅火龙果产业发展已小有
规模。凭借在食品加工厂的工作经验，陈
海云创立的合作社不仅在农忙时节推出
火龙果采摘，还创新开发火龙果干、火龙
果茶等一系列火龙果延伸加工产品，以
及创造独具特色的火龙果虾仁、火龙果
馒头、火龙果花炖排骨等“十二道村味”，
把火龙果产业做得有声有色。

作为我省最具规模的火龙果连片种
植基地，大宅将火龙果变成当地农民的
致富果。目前，大宅火龙果种植基地年产
值超 4000 万元，乡村旅游每年带来收益
约 1000万元。

一颗火龙果，火了一个村，农村产业
经济发展的背后，是大宅以碧水青山为

底色的乡村振兴探索之路。
如今，大宅村家家户户的房屋外墙上

都能看到一张排水管理到户卡，有了这张
卡，污水的出处和去处便都一目了然。

以农村生活污水高质量高标准提升
治理为契机，大宅村统筹推进污水收集
端、处理端、排放端、建设端和运维端的
全链条治理，综合性提升改善污水收集
处理系统。针对污水收集不到位情况，大
宅村的入户收集采用分类收集思路，按

“源头截污三根管”（卫生间污水、厨房污
水、洗涤池污水）接入，并且从系统上完
善雨污水系统，建立区级排水智能化管
理平台，实现管网“一张图”，形成“一码
查询、一键反映、一图管控、一网送达、马
上解决”的智慧排水管理模式。

“水清了，环境越来越好；果火了，人气
越来越旺，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大
宅村居民林爽这样形容现在的生活。

翔安区历来是“风头水尾”干旱缺水
地区，而大宅村作为特色果园村，火龙果
等种植产业发展优异，对农作物的灌溉
需求极高。

“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智慧管
理，大宅村将污水治理工作与高标准农
田建设、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机结合，构
建污水固废全利用零排放体系。”翔安区

市政园林局局长李虎平说。
在田间地头的污水处理站，收集到

的污水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成为可以
用于农业灌溉的水源，或者通过生态湿
地进一步处理，汇入下游水体。污水处理
和浇灌的过程还通过数字赋能，更加高
效便捷。目前，大宅村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967 亩，并配备智能节水灌溉系统，农户
可通过刷卡或 APP 远程控制自动取水，
直通果园进行滴灌，便民、节水、防污染

一举多得。
水清果火的生态大宅不仅引来八方游

客，也成了越来越多人安居乐业的选择地。
“我走了很多乡村，大宅优美的环境

最终吸引了我。”来自韩国的千锦玉在厦
门经营着一家韩国料理餐厅。2021年，她
在大宅村租下一幢两层的楼房，合约一
签就是 20年。安家大宅的千锦玉说，她还
把大宅的火龙果融入餐厅菜品里，希望
让越来越多人尝到来自大宅的甜蜜味。

大宅：水清果火人气旺
□本报记者 廖丽萍

绿树葱葱，白鹭翱翔，时不时有海豚跃出海面玩耍嬉
戏……在海沧大桥西段桥下、距离东渡码头仅几百米的
厦门西海域，有一个宁静又生机盎然的无居民海岛火烧
屿，这里有全国首个中华白海豚救护基地——火烧屿中
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它不断见证和续写着一群“海洋
精灵”的故事。

2002 年以来，厦门市政府陆续投资 5800 多万元建设火
烧屿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基地由救护馆、繁育馆、中
华白海豚科普馆等组成，是中华白海豚等鲸豚类水生动物
救助、驯养、繁育及声学研究等课题开展的平台，2011 年正
式投用以来，已救护瓶鼻海豚、绿海龟等珍稀动物数十只，
接待国内外游客 10余万人次。

近日，在中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里，记者看到两只在
此疗养的瓶鼻海豚（又称宽吻海豚）涛涛和欢欢。据悉，目
前，基地有 4 只瓶鼻海豚和 4 只绿海龟，都是在周边海域误
入渔网受伤，被渔民送来暂养的。当天，欢欢、涛涛看起来状
态很好，时不时探出圆圆的脑袋和岸边的人们互动，乖乖地
翻出肚皮让工作人员进行医疗康复动作，还会听从指令高
高跃出水面，聪明活泼又亲切。

工作人员透露，涛涛和欢欢还是一对小两口，欢欢已怀
孕 6 个月。探索中华白海豚的人工繁育是基地未来的一项
重要任务，当前基地正对与白海豚有着接近习性的瓶鼻海
豚开展繁育试验工作，如能成功，将为下一步的白海豚繁育
工作提供宝贵经验。

经过基地的悉心照料，欢欢和涛涛将在时机成熟后被
放归海洋，而在外面的世界，更多的海豚及其他海洋生物还
需要更多预防性的保护。

“白海豚在近岸海域中里属于食物链顶端，我们把它看
作厦门海洋环境的指标性物种。”厦门中华白海豚文昌鱼自
然保护区管理处原调研员辛建军介绍，白海豚喜欢栖息在
亚热带海区河口咸淡水交汇的水域，因为活动范围与人类
高度重叠，也更容易受到过度捕捞、填海造地、水下噪声、桥
梁建设、海漂垃圾等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
以来，厦门的白海豚种群数量开始明显减少。

1997 年，省政府批准建立厦门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
护区，2000 年，厦门又将白海豚、文昌鱼、白鹭三个保护区整
合在一起，经国务院批准升级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厦
门珍稀海洋物种自然保护区。

更难得的是，厦门出台了全国第一个中华白海豚种群
及栖息地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厦门中华白海豚保护规
定》（1997 年）等一系列保护白海豚的法规和文件，在白海豚
主要活动区域划定禁渔区，提出限制船速、控制水下噪声、
打击非法捕捞等规定，切实保护海域生态环境和珍稀海洋
物种。

近年来，保护区还引进一系列智能、高效的技术手段来
监测和分析海豚的个体基本特征、年龄段以及活动范围等
信息。厦门中华白海豚文昌鱼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主任蔡
立波告诉记者，2021 年，厦门自然保护区智慧监测监控系统
正式开始运行，陆续在白海豚的活动区域设立 73 个高清摄
像头，监测视频可实时传输至云端，工作人员在远程就能实
时掌握白海豚的动态。将来，利用 AI 算法，还可以根据拍摄
到的白海豚的行动轨迹自动分析白海豚的生活习性。

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全世界唯一能够在城区海域直
接观赏到中华白海豚的城市，从一度让白海豚失去生存的安全感，到渐渐为其
重筑起温馨自在的家园；从种群数量的急剧下降，到如今时常能被市民一睹芳
姿生存，白海豚成了厦门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成效的代言人。

“目前，厦门中华白海豚的种群数量已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60 多只稳定提
升并保持在近 100 只，而且青年白海豚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这说明种群结构
越来越合理。”厦门市自然保护区事务中心监测与宣教科科长许静欣慰地说，
现在每年都能观测到新出生的小海豚，老海豚带着小海豚出来的遛娃场面也
经常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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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金色阳光下，近海的蓝色苍茫
里，一道道绿意交织而生，形成一片葱茏
的海上绿洲，这是厦门首个以红树林为主
题的公园——下潭尾红树林公园的美妙
景色。树影摇曳，鹭鸟翩飞，来此健步、野
餐、打卡的人络绎不绝，这里成了厦门人

“临海、观海、亲海”的新地标之一。
很难想象，在上世纪，这片海上森林

曾几近消失。附近的村民林永生告诉记
者，在他幼时的湾区是一片淤泥荒滩，后
来围网养殖渐渐发展起来，“废水排到海
里，野生红树林越来越少”。

红树林，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海岸卫
士”。研究表明，大面积红树林能消减风暴
潮和海浪能量的 70%，有效降低风浪高
度。没有“卫士”的守护，每当风浪天来临，
附近村民的生产生活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2005 年，厦门市下决心开展红树林
生态修复。海上造林，实属不易，为让红
树林重新扎根于此，科研工作者们付出
大量心血。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
授卢昌义发明了“筷子苗”专利技术：将
红树植物的胚轴用橡皮筋绑在筷子上，
既能够抬高胚轴的高度，使其有更多时
间露出水面进行光合作用，又能够让它
们牢牢地插在泥土中，不会被海水冲走。

种植红树林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

作。70 多岁的卢昌义和红树林打了半辈
子交道，厦门新建设的红树林几乎都留
下了他的身影。除了下潭尾，他还参与九
龙江口、厦门筼筜湖、海沧湾、环东海域
等地的红树林生态建设和保护工作。但
论其中的心爱之作，还要属下潭尾。

从高空俯瞰下潭尾，可以看到这样的
一幕：几个形状各异的小岛上，分布着由
不同树种绘成的“I”“爱心”和“五星”图案。

“连在一起便是‘我爱中国’。”卢昌义骄傲
地向记者介绍由他和团队设计的地标。

“生态修复前，下潭尾滩涂上的底栖生
物只有 20多种。”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
院副教授杨盛昌说，根据他们监测的结果，
现在底栖生物已有六七十种，是之前的 3
倍，并且鸟类也达到26个科六七十种。

曾经充斥着废旧养殖设施和建筑垃
圾的脏乱海滩已消失不见，有着“浪漫”

“活力”“宜居”等标签的下潭尾红树林公
园迎来新生。当滩涂地里探出一片生机盎
然的海上绿洲，湿地也顺势成了“诗地”，
得以与人们的生活休憩更加紧密地融合。

目前，下潭尾红树林公园按“三片五
区”规划布局，“三片”是指自然生态片区、
休闲体验片区和人文科普片区，“五区”是
指湿地探索区、户外红树林科普区、生态
观鸟区、红树林保护区和科研科普区。

“通过构筑亲水空间体系，下潭尾红
树林公园变成了市民休闲娱乐的‘网红
公园’。”厦门市海洋与渔业研究所资源
养护室主任郭秋灯表示，公园目前建成
码头 5 座、景观栈道长度约为 4.2 公里、
上岛栈道 1.1 公里，游客最多时达 4.6 万
人次/天。

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
曾经的生态环保后进生成了如今的生态

文明尖子生，下潭尾蜕变重生。
下潭尾红树林生态经验，也从一域

走向世界。去年 9 月，自然资源部和世界
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海岸带生态减
灾协同增效国际案例集》，下潭尾红树林
生态减灾案例收录其中。同年 11 月，联
合国秘书长海洋特使彼得·汤姆森到访
下潭尾，盛赞这里是厦门环境和经济平
衡的最佳案例。

下潭尾：海湾深处的“绿野仙踪”
□本报记者 林闻

航拍下潭尾红树林航拍下潭尾红树林。。 王火炎王火炎 摄摄

栗喉蜂虎在五缘湾栖息栗喉蜂虎在五缘湾栖息。。（（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污水整治后的大宅田间地头焕然一新污水整治后的大宅田间地头焕然一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施辰静施辰静 摄摄

中华白海豚在火烧屿海域畅游中华白海豚在火烧屿海域畅游。。 周清周清 摄摄

核 心 提 示

多年来，厦门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陆海
统筹、河海联动，坚持系统治理、久久为功，持续推动生态保
护修复，在构建优美海湾人居环境、增强海岸带生态活力、提
升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以高水平海洋生
态修复助力高质量发展，激发了城市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

近日，记者分头深入一线，关注厦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
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