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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绣”出高颜值海岸风景线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今年年初，生态环境部公布了第三批 11

个美丽海湾优秀案例。位于辽宁省大连市中

山区的老虎滩—棒棰岛岸段入选。

近年来，大连以美丽海湾建设为抓手，以

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重心，描绘美丽海

湾高颜值“风景线”，绘就沿海地区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线”，推动大连生态、文旅、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

发 展 相 融 合 已 成 为 城 市 绿 色 发 展 的 重 要

内容。

陆海污染联防联控

海风轻拂，滩净湾美，初春的老虎滩—棒

棰岛岸段犹如一颗“生态明珠”熠熠生辉。

“小时候来过大连，但印象不深了。这次

来看到海岸干净、海水湛蓝，环境真不错。”和

朋友在老虎滩游玩的沈阳游客张庭语说。

老虎滩—棒棰岛岸段岸线长度 15.01 公

里，其中大陆岸线 13.71 公里，岛屿岸线 1.3 公

里。大连市、中山区两级政府锚定“水清滩

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美丽海湾建设目标，

持续推进陆海污染联防联控、亲海环境整治

提升、山海文旅和谐共生，充分彰显魅力海湾

的生态之优、环境之美、浪漫之韵。

记者在老虎滩—棒棰岛岸段看到，海上

环卫站的工作人员正进行海漂垃圾打捞清

理、吊装转运工作。

“治理海漂垃圾，只是治理海洋生态的一

小部分。但即便是一小部分，我们也要以‘绣

花功夫’做好，守护这洁净的海岸线。”大连市

生态环境局海洋生态环境处处长徐茁说，具

体来看，大连按照“查、测、溯、治”，完成 5857

个入海排污口溯源，完成 789 个入海排污口

整治。出台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实施方案，健

全海上环卫工作机制。开展“百日攻坚”专项

行动，累计发现并处置 834 处海漂及岸滩垃

圾密集点位，清理海漂及岸滩垃圾 3576 吨，

清理河道垃圾 8.99 万

立方米。

“我们陆海统筹集中整治岸段环境，就

是为了生态环境更美，让市民游客享受更美

的海岸，市民游客对海岸满意了，我们的口

碑就上来了，游客数量自然也上来了。”大连

市中山生态环境分局局长李立新说，我们需

要坚持“有口皆查、有口皆管”，实施海湾全

域“人工+智能”环境监管，对虎滩雨洪口上

游 590 米 暗 渠 进 行 清 理 整 治 。 聚 焦 污 水 排

放，提升处理能力。升级建设污水处理智慧

化系统，提标改造 2 个污水处理厂，污水管网

实现“全收集、全处理、全覆盖”，污水日处理

能力 12 万吨。聚焦垃圾清理，打造“无废”

海湾。

塑强海洋文旅特色

“这是我第一次来大连。大连的海水很

清澈，文旅项目也很多，是个非常不错的旅游

城市。”正和同学们在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游

玩的上海海关学院学生丁嘉轩说，“这里有珊

瑚馆、鸟语林、海兽馆、欢乐剧场，还有各种游

玩项目，值得一来。”

鸥鹭嬉戏、水清沙白、虾肥蟹鲜、渔舟唱

晚，是如今大连海洋自然景观的真实写照。

生态有了“颜值”，文旅便有了“产值”。

“ 近 几 年 老 虎 滩 — 棒 棰 岛 岸 段 海 洋 生

态环境持续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每年接待游客近 200 万人次。”大连老虎滩

景区开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国会告

诉 记 者 ，大 连 老 虎 滩 海 洋 公 园 是 展 示 海 洋

文 化 ，突 出 滨 城 特 色 的 现 代 化 海 洋 主 题

公园。

“扩大消费，海洋文旅市场大有可为，我

们要做好旅游消费‘海’文章。”大连市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单美娜说，大连正挖潜丰富的海

洋旅游资源，不断丰富“海湾—海岛—海洋”

的滨海旅游产品体系，着力提升海洋文旅产

业竞争力。以棒棰岛、老虎滩等 20 个风景区

为重点，拓展全市沿海景区岸线，打通亲海通

道，推动海陆联动项目建设，培育水上运动、

海钓、潜水等旅游业态，持续擦亮“海上游大

连”品牌。

此 外 ， 大 连 也 将 开 启 邮 轮 经 济 新 篇

章。“爱达·地中海号”邮轮今年 5 月将首

次以大连为母港开启国际邮轮航线，为北

方 地 区 宾 客 带 来 精 致 、 舒 适 的 海 上 邮 轮

假期。

“‘爱达·地中海号’预计将吸引众多东

北乃至全国的游客选择大连作为邮轮旅游

出发地，不仅能直接拉动旅游消费，还将带

动餐饮、住宿、购物等相关产业发展，促进大

连旅游市场发展，推动大连从传统旅游目的

地向国际邮轮门户转型升级。”单美娜说，未

来 ，大 连 还 将 继 续 深 化 与 各 大 邮 轮 公 司 合

作，不断丰富邮轮旅游产品，拓展国内国际

市场，推动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色邮轮

城市。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正将文旅

‘场景升级’转化为‘消费增量’，塑强海洋文

旅 特 色 ，释 放 文 化 旅 游 消 费 潜 力 。”单 美

娜说。

优化海洋经济布局

生态环境好了，文旅产业热了，投资热也

开启了。随着海洋生态环境的逐步改善，大

连的海洋经济布局不断优化。

2 月 18 日，大连市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

备配套产业发展大会举行。此次大会举行了

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项目 34 个，总投资超

50 亿元，涵盖船舶总装企业绿色化智能

化升级改造、船舶原材料及船用

配套设备、海洋工程装

备 、海 洋 智 能 制

造等多个领域。

恒力集团董事长陈建华表示，要加快

建设现代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世界一流船

舶建造基地与石化产业基地，推进石化、精

细化工、新材料、化纤、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方位引领行业，为大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美丽海湾建设也提升了城市品牌与投资

吸引力。“美丽海湾建设与区域营商环境优化

形成了联动效应。如今，生态环境好了，企

业、金融机构增加了，人才也愿意来了。”大连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学院）教授王恒介

绍，2024 年大连新登记各类经营主体 13.65 万

户、经营主体总数突破 100 万户，大连区域性

金融中心建设实现新跨越。同时，生态与经

济的协同发展，也增强了对外资和人才的吸

引力。

大连因海而生，向海而兴。生态环境的

改善，提升了消费体验，优化了经济结构，但

也面临着一些发展中的短板。

“比如，大连海湾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

复 工 作 仍 需 要 加 强 ，要 警 惕 同 质 化 竞 争 ，

看 到 生 态 保 护 压 力 ，社 会 参 与 机 制 需 要

不 断 完 善 ，金 融 工 具 需 要 不 断 创 新 ，等

等。”王恒建议，要强化科技支撑，推动

智慧海湾建设，引入 AI 模型等技术提

升 污 染 溯 源 精 度 ，建 立 动 态 监 测 系

统实时评估海湾生态健康。深化

“一湾一策”，协调保护开发。创

新绿色金融工具，扩大海洋碳

汇 交 易 、蓝 色 债 券 等 融

资渠道。

综合施策提升治理效能

周

鑫

前不久，生态环境部公

布了第三批 11 个美丽海湾

优秀案例，涵盖浙江、福建、

山东等沿海省份的多个典型

海湾区域。

此 次 入 选 的 11 个 美 丽

海湾优秀案例，充分彰显地

方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协同

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地

区通过不同的治理策略，取

得 了 显 著 的 生 态 成 效 。 例

如，福建厦门同安湾通过生

态修复提升生态价值，打造

了以生态产品助力高质量发

展的绿色经济模式；浙江台

州大陈岛诸湾则在海洋治污

方面更具代表性，其“蓝色循

环”海洋废弃物治理项目首

创智慧治污模式，从治理船

舶 油 污 扩 展 到 治 理 海 洋 塑

料，为海湾治理提供了成功

范例。

近年来，我国在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不断发力，

美 丽 海 湾 建 设 正 是 美 丽 中

国 建 设 在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领

域 的 体 现 。 海 湾 治 理 是 一

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经济

高 质 量 发 展 与 海 洋 生 态 环

境高水平保护。然而，这一

过程面临着诸多挑战，包括

跨领域的政策支持不足、多

方 合 作 机 制 不 完 善 以 及 持

续资金投入不足等压力。

未来，要进一步推动海

湾生态文明建设，提升治理

成效，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

发力。

加 强 跨 部 门 协 作 与 治

理。地方政府应加强海洋、

环保、农业、渔业等相关部门间的合作，推动数据共享和

资源整合，完善政策体系与监管机制。进一步明确治理

目标和责任分工，加强对海湾治理工作的监管，确保政策

落地生效。

推动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

加大对海洋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绿色低

碳技术的广泛应用，减少对海湾生态系统的压力。通

过技术创新，为海湾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同时，注重生

态补偿与可持续发展。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激励

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生态保护与恢复。进一步推动海

湾 治 理 与 地 方 经 济 发 展 有 机 结 合 ，实 现 生 态 与 经 济

双赢。

此外，提高公众参与度，提升群众生态保护意识。通

过教育和宣传，增强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鼓励民众参与

海湾保护行动，如垃圾清理、生态监测等，形成全民共治

的良好局面。

美丽海湾治理不仅关乎生态环境的保护，更是实现

绿色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学习借鉴第三批美丽海湾优

秀案例的成功经验，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加快推进海湾治

理与生态修复工作，美丽海湾建设将迈出更加坚实的

步伐。

湖北孝昌：

小 苗 木 长 成 富 民 参 天 树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春日的鄂北大地绿意盎然。在湖北省孝

昌县周巷镇——这个拥有 40 余年历史的“苗

木之乡”，随处可见苗农们搬运苗木、买卖交

易的身影。全国各地的客商穿梭其间，仔细

挑选心仪的苗木。市场的一角，几辆满载苗

木的大货车正准备驶往外地。

“我们是从武汉新洲过来的，周巷镇的苗

木品质好、价格合理，我们每年都会来这里采

购。”来自武汉的客商吴志平说。

下单、打包、运送，每年这个时候都是当

地种植户最忙碌的时节。“今年收入不错，种

苗木让日子越过越红火，不仅收入增长了几

倍，还能为家乡绿化出一份力。”孝昌县周巷

镇苗木种植大户周思苗说。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着力壮大县

域富民产业。孝昌县通过精品化转型、农文

旅融合与政策赋能，将小苗木培育成乡村振

兴的绿引擎。从“户户种苗”到“抱团发展”，

从低端种植到高端定制，周巷镇用创新与坚

守书写特色产业发展的时代答卷。

周巷镇的苗木产业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如今，全镇苗木种植面积突破 8 万亩，产值超

过 26 亿元，带动 5 万名群众增收致富。

在周巷镇新龙村，“90 后”李坤的苗木基

地里，一株株黑松苗在修枝剪下逐渐显露出

造型之美。“以前只卖小果苗，现在转型做高

端盆景，一株造型罗汉松能卖到上万元。”李

坤说。在他的带动下，全村 3000 亩土地种满

苗木，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近 3 万元，形成

“一户带多户、大户带全村”的发展格局。

全国苗木市场供需失衡、低端产品过剩

等问题，也让周巷镇苗木产业面临“成长的烦

恼”。传统木本植物如桂花、香樟陷入价格

战，部分种植户仍固守粗放经营模式，市场前

景一度低迷。

如何突围？沈腾等孝昌苗木带头人提出

“小而精”路线，聚焦地被植物、小盆景等细分

领域，打造“庭院经济”新场景。周巷镇三联

村佰福园基地通过“合作社+农户”模式，进行

标准化、精品化的杯苗种植，在土地流转给村

里带来集体收益的同时，还带动村里人在家

门口就业，年培育花木幼苗 1600 万株。

“发展苗木产业必须与时俱进，推动苗木

产业转型升级才是治本之策。周巷镇‘对症

下药’，组织种植大户、经纪人到河南鄢陵、湖

南柏加花木大市场考察，学习新技术。”周巷

镇党委副书记田顺生说。

当前，周巷镇以“万树村”建设为契机，将

苗木产业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十里苗

木长廊、南部景观环线，建设万花村、茶韵村

等特色村落，形成“一村一品”新格局。同时

计划新建苗木交易市场，打造苗木劳务品牌，

开发苗木科普基地、生态研学游，结合民宿、

骑行、露营等，年接待游客超 20 万人次，实现

从“卖苗木”向“卖风景”转型。

近年来，孝昌县出台《孝昌县华中地区

景观苗木花卉产业基地三年行动方案》《孝

昌县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奖补办法（试行）》

等，设立 300 万元专项奖补资金，推出“花木

贷”等金融产品，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常态

化举办园艺技能大赛，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

成 立 乡 村 振 兴 书 院 ，培 育 1200 余 名 乡 土 人

才 ，为 产 业 注 入 创 新 活 力 。 按 照 规 划 ，到

2027 年，孝昌县将建成 213 个“万树村”，苗木

产业面积调整优化达 10 万亩，产值突破 40

亿元。

从“ 一 苗 独 秀 ”到“ 百 花 齐 放 ”，孝 昌 县

周 巷 镇 苗 木 产 业 的 转 型 之 路 ，正 是 乡 村 振

兴中做好“土特产”文章的生动注脚。通过

政策引导、科技赋能与人才创新，这片绿色

家园正朝着“华中景观苗木供应基地”的目

标 阔 步 前 行 ，让“ 小 苗 木 ”真 正 成 为 富 民 强

县的“参天树”。

本版编辑 徐晓燕 美 编 高 妍

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资料图片）

图为湖北孝昌县周巷镇新龙村苗木种植基地

全景。 韩 绍摄（中经视觉）

左图 大连棒棰岛的礁石。

右图 大连老虎滩渔人码头

航拍。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