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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维护和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提升海岸带生态价值、保障海岸带生态安全以及推进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文章分析当前连江县海岸带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未来亟须开展的海岸

带保护修复重点工程和对策建议。结果表明:当前连江县海岸带面临外来物种入侵、海洋垃圾量

大面广、典型滨海湿地生境被破坏、部分岸线和景观受损严重、渔业生产设施无序堆放、海水水质

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以及台风和赤潮影响生态安全7个生态环境问题;针对上述问题,亟须重点从

滨海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海洋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岸线和景观保护修复工程以及海岸带监测预警

工程4个方面开展连江县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并从明确责任主体和加强组织领导、拓宽资金

投入渠道、加强科技支撑、实行目标责任制以及健全监督管理机制5个方面保障海岸带生态保护修

复重点工程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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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coastaleco-environmentquality,increasetheecologicalvalueof
coastalzone,protectecologicalsecurity,andpromote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
zation,thispaperanalyzedthemaineco-environmentalproblemsofthecoastalzoneinLianjiang
County,andproposedthepotentialprojectsandcountermeasuresforprotectionandrestoration.It
showedthattherewere7eco-environmentalproblemscurrentlyinthecoastalzoneofLianjiang
County,includingtheinvasionofalienspecies,largeamountsofmarinedebris,destructionoftypi-
calcoastalwetlandhabitats,severedamagetosomeshorelinesandlandscapes,disorderlystacking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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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eryproductionfacilities,seawaterqualityandenvironmentqualitydegradation,andecological

safetyaffectedbytyphoonsandredtides.Inresponsetotheaboveproblems,therewasanurgent

needtocarryoutthe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projectsfrom4priorityaspectsinthe

coastalzoneofLianjiangCounty,includingthecoastalwetlandprotectionandrestorationproject,

themarineenvironmentcomprehensiveimprovementproject,theshorelineandlandscapeprotec-

tionandrestorationproject,andthecoastalzonemonitoringandprecautionproject.Inthemean-

while,itwasrecommendedtoclarifythemainbodyofresponsibility,strengthenorganizationand

leadership,broadenfundingchannels,strengthen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support,andimple-

mentatargetresponsibilitysystemtoensuretheimplementationofpriorityprojectsforcoastal

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

Keywords:Coastalzone,Ecologicalprotectionandrestoration,Marineeco-environment,Ecological

civilization

0 引言

海岸带是海洋生态系统、陆地生态系统和社会

人文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并相互影响的脆弱和敏感

区域,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和资源价值。海岸带可

为人类提供食品、原材料、矿产和生产生活空间等

丰富资源,其陆地植被和近海浮游植物通过光合作

用对气候产生调节作用,可为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和

繁殖的场所,沙滩、海滨浴场和景观等可为人类提

供旅游休闲等服务[1]。

随着海岸带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岸带生态

环境承受巨大压力[2-5]。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导

致岸线、湿地、海水水质和景观环境等面临前所未

有的威胁和破坏[4-5],海域水质下降、水体呈富营养

化、典型生态系统被破坏以及自然岸线和滨海湿地

等不断被占用而减少等现象时有发生[6-11]。因此,

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势在必行,这对于维

护和改善海岸带生态环境、提升海岸带生态价值、

保障海岸带生态安全以及推进我国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福建省连江县拥有丰富的海岸带资源。近年

来,围填海和采砂等高强度的开发利用活动对连江

县海岸带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比较严重,外

来物种入侵、海洋垃圾增多、岸线和景观受损、滨海

湿地生态系统功能退化以及海水水质恶化等问题

普遍存在。此外,连江县海岸带生态环境还遭受风

暴潮、海水入侵和海岸侵蚀等海洋自然灾害的影

响。本研究综合分析连江县海岸带资源环境基本

特征和开发利用现状,提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

题,并结合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现状和相关政策规

划提出重点工程和对策建议,为今后连江县海岸带

生态综合整治和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也为我国

其他沿海县级地区开展工程规划和实施方案编制

等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

1.1 地理位置

连江县位于福建省中东部沿海的闽江口北岸,

东与中国台湾和马祖列岛一衣带水,西傍福建省省

会福州市,是闽江口金三角(福州市区、连江县和长

乐区)的北翼,北与西北同罗源县毗连,西与西南同

福州市晋安区紧邻,南隔闽江与琅岐岛相望,极南

为壶江岛。

连江县域总面积约为4280km2,其中海域面

积约为3112km2,陆域面积约为1168km2,行政

管辖范围内的沿海乡镇有13个。根据连江县“三湾

三口”(罗源湾、黄岐湾和定海湾,闽江口、敖江口和

可门口)的自然地理特征,连江县海岸带可分为罗

源湾南岸、黄岐半岛北部、黄岐半岛南部、敖江入海

口和闽江入海口5个区域[12]。

1.2 海岸带资源环境基本特征

连江县海岸带属典型的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

候。海岸主要由基岩海岸组成,部分区域为淤泥质

和砂砾质海岸。连江县境内有敖江和闽江2条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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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海域潮汐为正规半日潮型,沿岸水深较浅,海

浪以风浪为主。连江县海岸带拥有丰富的滩涂资

源、岛屿资源、渔业资源和滨海旅游资源,拥有滩涂

约1.2万hm2、海岸线约238km、天然海湾47处、

岛屿293个、经济鱼类100余种和典型海岸带地质

景观10余处(如平流尾地质公园和五虎礁),黄岐半

岛北部区域和敖江入海口区域是两大重要渔业资

源区。

目前连江县海岸带生态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罗源湾南岸区域、敖江入海口区域和闽江入海口区

域均出现营养盐超标现象,生态环境质量一般,部

分滨海湿地生境和岸线受损。部分区域受台风风

暴潮和赤潮等海洋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主要包括

罗源湾南岸区域、敖江入海口区域、闽江入海口区

域和黄岐半岛北部区域。

1.3 海岸带开发利用现状

连江县海岸线漫长,拥有丰富的港口、海洋水

产和滨海旅游资源。经过多年的发展,连江县海岸

带已形成港口工业、海洋渔业、造船业和滨海旅游

业等产业,海洋产业的高速发展带动社会生产力、

社会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

罗源湾南岸区域的开发利用程度较高,主要开

发利用活动为围海养殖、滩涂养殖和网箱养殖等海

水养殖以及发电和运输等港口工业。黄岐半岛北

部区域的主要开发利用活动为海水养殖,建有目前

福建省投资额最大的苔箓国家中心渔港。黄岐半

岛南部区域的主要开发利用活动为海水养殖,建有

黄岐国家中心渔港,此外还有平流尾地质公园和黄

岐古石村等滨海旅游活动。敖江入海口区域的主

要开发利用活动为近岸围塘养殖和滩涂养殖,并有

定海湾山海运动小镇和牛头山休闲渔业基地等滨

海旅游活动。闽江入海口区域的主要开发利用活

动为近岸围塘养殖、滩涂养殖和港口航运,建有福

州(连江)国家远洋渔业基地、马尾造船厂和冠海造

船厂等,此外还有“赶海1号”休闲旅游区、五虎礁和

龙沙丘旦风景区等滨海旅游活动。

2 主要生态环境问题

随着连江县沿海经济带的大力开发建设,海岸

带生态环境承受巨大压力,湿地、河口、海水水质、

岸滩和景观环境等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通过现

场调查和资料搜集,连江县海岸带生态环境面临的

问题主要包括7个方面。

2.1 外来物种入侵严重

互花米草的入侵造成连江县部分海岸带滩涂

无法被有效利用,并改变部分渔港码头的冲淤环

境,加剧渔港淤积。目前连江县海岸带互花米草入

侵较严重的区域主要为罗源湾南岸区域西侧沿线

以及敖江入海口和闽江入海口区域的部分滩涂

湿地。

2.2 海洋垃圾量大面广

海洋垃圾的存在阻碍正常的海上交通秩序,对

海水水质产生一定影响,同时破坏海岸带的生态景

观和人文景观。连江县海洋垃圾分布较严重的区

域主要为罗源湾南岸区域、黄岐半岛北部区域和闽

江入海口区域,其他区域也都有海洋垃圾分布,但

面积和数量相对较小。

2.3 典型滨海湿地生境被破坏

位于罗源湾南岸区域的可门工业园区的大面

积围填海活动造成当地原有的天然湿地变成人工

湿地,削弱罗源湾南岸周边海域的水动力,破坏滨

海湿地原有生境,降低滨海湿地的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和污染治理能力。

2.4 部分岸线和景观受损严重

随着连江县海岸带开发利用活动强度的不断

增大,在台风和海水侵蚀等自然因素以及围填海等

人为因素的协同作用下,部分岸线和滨海景观出现

岛礁侵蚀、沙滩侵蚀和岸线硬质化等不同程度的损

害,从而影响连江县海岸带的整体自然景观风貌以

及岸线和景观的综合生态服务功能,对沿岸居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其中,罗源湾南岸

区域和闽江入海口区域的岸线和景观受损现象较

为严重。

2.5 渔业生产设施无序堆放

渔业生产设施的无序堆放在一定程度上破坏

连江县海岸带的滨海景观,并对主要道路交通造成

影响。其中,罗源湾南岸区域、黄岐半岛北部区域

和黄岐半岛南部区域的渔业生产设施无序堆放现

象较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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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海水水质和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由于大规模围海养殖和沿岸村落污水处理设

施不完善,连江县部分海岸带的近岸海域遭受污

染,海水水质和生态环境质量大大降低,在一定的

气象条件下甚至出现赤潮。根据相关统计资料[12],

罗源湾南岸区域、黄岐半岛北部区域、敖江入海口

区域和闽江入海口区域的海洋生态环境一直处于

亚健康状态,沿岸部分乡镇的污水处理设施仍不完

善甚至缺乏。

2.7 台风和赤潮影响生态安全

台风带来的大风、降雨、风暴潮及其引发的山

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对连江县海岸带的岸线资源、

养殖渔业、临港工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都造成

较严重的影响,其中受台风风暴潮影响较大的区域

主要为罗源湾南岸区域和闽江入海口区域。同时,

罗源湾南岸区域和黄岐半岛北部区域时常发生赤

潮灾害,也给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渔业造成较大危

害和经济损失。

3 重点工程和实施对策

连江县已开展滨海公园建设、海岸护坡工程建

设和污水排放治理等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项目,但

项目规模较小且分布零散,取得的效果比较有限,

亟须进行整体统筹规划。

针对目前连江县海岸带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

和保护修复工作存在的不足,结合海洋功能区划和

生态保护红线等相关规划,基于统筹规划和重点突

出的原则,本研究提出连江县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

重点工程及其实施对策。

3.1 重点工程

3.1.1 滨海湿地保护修复工程

在罗源湾南岸区域西侧岸线(马鼻镇-官坂

镇)和闽江入海口区域的晓澳镇牛头山开展滩涂湿

地互花米草整治工程;在可门工业园区开展滨海湿

地退养还滩和退垦还海工程;在闽江入海口区域部

分沿岸路段(琯头镇下岐-东边村)开展红树林补

植工程。

3.1.2 海洋环境综合整治工程

在罗源湾南岸区域沿线、黄岐半岛北部区域沿

线、黄岐半岛南部区域部分海域(筱埕镇大埕村)、

敖江入海口区域部分海域(晓澳镇百胜村)以及闽

江入海口区域沿线开展海洋垃圾清理工程;在罗源

湾南岸区域、黄岐半岛北部区域和敖江入海口区域

的部分乡镇(如马鼻镇、坑园镇、安凯乡、苔箓镇、黄

岐镇和筱埕镇)建设专门的渔业生产设施存放点,

并开展渔业生产实施收集处理工程;在罗源湾南岸

区域、黄岐半岛北部区域、黄岐半岛南部区域、敖江

入海口区域和闽江入海口区域的部分村落(如马鼻

镇村前村、官坂镇浮泉村、下宫乡松皋村和浦口镇

官岭村)新建和扩建污水处理设施,并开展陆源污

水排水工程;在罗源湾南岸区域(《连江县海水养殖

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12]规定的部分限养海

域)实施贝藻类混养,并开展海水水质修复工程。

3.1.3 岸线和景观保护修复工程

在罗源湾南岸区域的可门工业园区西侧的纵

二路、北侧疏港公路和马鼻镇村前村排洪渠,黄岐

半岛北部区域的苔箓镇横埕村码头和东洛村沙滩

以及闽江入海口区域的琯头镇壶江岛西南侧岸段

开展岸线保护修复(生态化)工程;在罗源湾南岸区

域的金牌岛、竹屿和街岐岛开展受损绿地修复工

程;在罗源湾南岸区域的金牌岛、竹屿、街岐岛和可

门发电厂以及闽江入海口区域的琯头镇长门村和

塘下村开展裸露山体修复工程;在闽江入海口区域

的琯头镇五虎礁和川石岛开展侵蚀山体(岛礁)保

护修复工程;在黄岐半岛南部区域的黄岐镇后沙沙

滩和敖江入海口区域的筱埕镇大埕沙滩开展侵蚀

沙滩保护修复工程。

3.1.4 海岸带监测预警工程

在罗源湾南部区域的岗屿生态岛(位于罗源湾

口,隶属马鼻镇)和闽江入海口区域的琯头镇粗芦

岛建设监测站,开展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工程;

在闽江入海口区域的琯头镇川石岛和五虎礁开展

海岛生态环境和水土保持监测工程;在全县沿海乡

镇范围内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技术和管理人

员培训工程。

3.2 实施对策

3.2.1 明确责任主体,加强组织领导

连江县人民政府是连江县海岸带生态保护修

复重点工程实施的责任主体,沿海乡镇政府是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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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的实施单位,相关主管部门主要负责各子项

目实施过程中的协调、审批、监督、指导和验收等工

作。同时,应充分认识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的重要

意义,建立健全相关组织协调机制,协调解决相关

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3.2.2 拓宽资金投入渠道

在积极争取国家项目经费支持的前提下,将海

岸带生态保护修复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由财政安排一定比例的海域使用金和海岛使

用金等用于开展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创新投资

形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拓展资金来源渠道,鼓励

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鼓励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PPP)等模式,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多元化投入

相配合的资金投入机制,建立较稳定的资金来源

渠道。

3.2.3 加强科技支撑

充分发挥国家和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

技术优势,根据连江县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海岸带

生态保护修复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单项和具体的海

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方案,抓好重点区域整治和

重点岸段生态修复建设,建立并完善海岸带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的后评估体系,加强对相关项目的后监

管,有效保护海洋和海岸带生态环境。此外,按照

“科技兴海”战略的总体要求,加强海洋人才队伍建

设,通过开放的人才引进机制大力引进高级人才,

构建人才支撑体系,建立有利于激励高科技成果转

化和产业化的人才评价体系。

3.2.4 实行目标责任制

沿海各乡镇应对本辖区的海岸带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负责,将海岸带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真正

纳入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议事日程,并将海岸带生

态保护修复目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指标[13]。

3.2.5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根据连江县已有的相关海洋管理制度,将海岸

带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建设任务逐条逐项逐级分

解并落实到各部门。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问责和

激励机制,强化责任分工和考核,把项目实施方案

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列入年度工作考核内容,并

量化考核结果。强化各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

及时解决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程任

务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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