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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福建省开展海岸带环境整治的建议

许珠华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资源环保处福州35003)

摘 要 针对福建省海岸带环境面I{缶的脏、乱现象，从开展海岸带环境整治原则，海岸带环境的

整治范围、海岸带环境整治对象，海岸带环境整治内容以及海岸带环境整治的保障措施几方面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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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是陆海相互作用的重要区域，它蕴藏着

丰富的资源，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最活跃、最频繁

的特殊地带，海岸带环境涉及陆地和海域。福建在

开发利用海岸带资源的过程中取得重大经济利益的

同时，也把大量的陆源污水和污染物包括石油类、

重金属、农药、有机物、营养盐和固体废物(主

要是工业和城镇垃圾、船舶废弃物、工程渣土等)

通过海岸带倾人海洋，致使近岸海域水质呈不断恶

化的趋势，赤潮频繁发生，海洋生物资源受到严重

损害，沿岸景观遭到破坏，此外，海洋的污染通过

食物链危及人民的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由于

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管理力度不足和公

众环境意识薄弱，海岸带环境脏、乱的现象相当普

遍：城市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不达标排放甚至直接

排放人海，沿海村镇无污水处理设施，生活污水、

畜禽养殖污水和工业废水无序排放；大量的生活垃

圾和乡镇企业产生的固体废物随意倾倒，出现

“无水白茫茫，有水到处漂”的现象；厦门、漳州

和泉州海域的海漂垃圾甚至对金门近岸海域的海洋

环境造成了影响。开展海岸带环境整治已刻不容缓

(见图l和图2)。

图1晋江、石狮11孔桥排污口

近几年来，福建实施了多项重大的、以环境治

理为主的措施，如，江河流域的环境整治、“清洁

家园行动”和“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等，在

环境整治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陆域环境得到了一

定的改善，但这些工作没有涉及目前已成为开发热

点的海岸带区域。最近两年，福建省人民政府组织

相关部门以及设区市人民政府虽然对沿岸的海漂垃

圾进行过突击性的清理，但除厦门市开展了日常性

的海域保洁工作外，福建省尚未开展系统的海岸带

环境整治工作，致使海岸带和近岸海域环境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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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泉州沿岸倾倒垃圾

形势依旧，甚至有加剧的趋势。如果不及时开展海

岸带环境整治工作，就无法有效地遏制环境恶化的

趋势，势必影响《福建省生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

中目标的实现，也直接影响到海洋经济的健康发展

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嵋1。

随着沿海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群众要求改善

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愿望愈加强烈，开展海岸带环境

整治已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注的热点问题。

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

强，2008年海洋经济总产值达3 381亿元，海洋经

济比2007年增加值为1 380亿元，已具备开展海

岸带环境整治的经济基础。同时，近几年来，福建

省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相关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和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开展了“主要海湾数

模研究”、“近海海洋调查与评价”和“海洋环境

监测”等专项调查与研究，为开展海岸带环境整

治奠定了工作基础。开展海岸带环境整治对落实科

学发展观、促进福建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实

现海西建设的战略目标有着深远的意义。

1海岸带环境整治的原则

1．1政府牵头、部门分工负责

海岸带区域环境保护涉及福建省环境保护行政

主管部门、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水利行政主管部门、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

福建海事机构等多部门和机构的管理，单靠某个部

门或机构是难以开展的。因此，海岸带环境整治必

须由政府牵头，多部门和机构分工负责。

1．2海陆一体化

海岸带环境涉及陆地和海域，海域的污染也对

沿海民众的居住环境和生产生活造成危害，陆海环

境问题相互关联密切，不可分割。因此，海岸带环

境整治必须坚持统筹考虑和统一规划。

1．3分类指导、分区推进

福建省海岸线有3 572千米口]，涉及沿海宁

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和漳州6个设区市

33个县(市、区)177个乡(镇)359万人，海

岸带区域广阔，生态类型多，南、北环境差异大。

开展海岸带环境整治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考虑各

个层面和各种要素，分类指导、分区推进，因地制

宜地制定不同的对策和管理方式。

1．4整治资金以地方为主。省级资助为辅

省级财政为地方的海岸带环境整治提供启动经

费资助，地方财政应把环境整治经费列人预算，建

立长效的整治资金保障机制。

2海岸带环境整治的范围

海岸带是以海岸线(高潮线)为基准，向海

和向陆延伸的一个地带，其整治范围应以海岸线

(高潮线)为基准，向陆方向延伸到第一个自然

村，有1 414个，向海方向延伸到水深6米(或以

低潮线为基准向海延伸3千米)。

3海岸带环境整治的对象

根据福建省海岸带开发行业和产业的实际，

重点整治对象是渔港、渔村(或最靠近海岸线的

自然村)、海水养殖水域和主要排污口(包括泄

洪口)水域。l临海工业区、风景区、海洋保护区

和港口码头等环境整治，根据相关的环保法律、

法规，检查其环保措施落实和执行的情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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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4海岸带环境整治的目标

1)整治范围内环境有较大的改善，生活垃圾

和工业固体废物基本得到集中处置；养殖渔排的生

活垃圾和生产废弃物不排放入海；海岸带的固体废

物得到基本清除，海上漂浮物数量得到有效控制。

2)人海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处理后排放，

重点工业污染源排放达标率达100％。整治区生活

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70％，生活污水得到初步处

理¨】，海水水质应达到《福建省海洋环境保护规

划》确定的海域功能区的要求。

3)建成较完善的海岸带污染物收集、处理的

基础设施，组建一支高效的保洁队伍。

4)建立长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制定管理的

规章制度。

5海岸带环境整治的内容

5．1陆域部分

】)各自然村生活垃圾实行定点收集，镇区建

成生活垃圾收集运转站，并实行无害化处理。

2)配合当地乡镇的城镇化建设，试点建设乡

村污水处理设施。

3)镇、村设立保洁队伍，制定环境卫生管理

工作计划，整治脏、乱环境。

4)对整治区域内的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进行清

理。

5)督促并落实近岸临海开发区、风景区和乡

镇企业生产废水处理达标排放、工业固废规范处置。

5．2海域部分

1)海上船舶及港El(包括渔船渔港)的环境

整治：清理渔港废弃物和漂浮垃圾；完善船舶垃

圾、废弃物的收集设施，制定管理措施；规范含油

污水的回收处理。

2)养殖海域环境整治：清除不符合海洋功

能区划要求的养殖设施；完善海上生活垃圾管理

措施；清理破损养殖设施，规范并且美化海上养

殖设施。

3)海漂垃圾整治：清除海漂垃圾；完善海漂

垃圾收集设备和制定海漂垃圾清除措施。

4)滩涂环境整治：清除米草等外来人侵物

种；对滩涂固体废物和垃圾实施清理整治。

5)探索实行污染源溯源追究及补偿机制。在

江河的人海口和各行政区管辖交界处设置长期监测

点，逐步以污染物人海量追溯各源头区域的责任。

同时，建立环境污染补偿机制。

6海岸带环境整治的保障措施

6．1成立高层次、有权威的领导协调机制

成立由省政府领导为组长，省海洋与渔业行

政主管部门和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省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为副组长及相关部门组成的

“福建省海岸带环境整治”领导小组，并在省海

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福建省海岸带环境

整治办公室”，加强对海岸带环境整治工作的统

一领导。

6．2精心组织．落实各部门工作职责

海岸带环境整治工作由省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牵头，负责整治方案的制订和组织实施，并负

责渔船、渔港、滩涂和养殖区环境整治；省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海岸带环境整治的指导和监

督检查，控制陆源污染物人海；省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负责沿岸乡镇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整治基础设

施的建设；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畜禽养殖污染

防治；福建海事机构负责船舶、海上作业等整治工

作的监督检查；省水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海河流

漂浮物及河滩垃圾的清理；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沿岸防护林维护和建设。

各部门和机构要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密切

配合，按照整治方案提出的任务和要求，结合部门

职责，确保整治工作的责任落实、任务落实，推动

整治工作各项目标和任务的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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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严格考核，增强责任意识

海岸带整治工作由领导小组直接领导，组织对

各级地方政府整治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考核，把海岸

带环境整治工作列入政府环保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

内容，将任务分解到各相关部门，实行专人负责制

度，落实责任制和奖惩制度。

6．4建立台帐制度，保证工作正常化

各项整治工作实行台帐制度，每季度工作情况

及年度总结报告由地方政府汇总后及时报送福建省

海岸带环境整治办公室，定期对整治工作情况及重

点区域环境质量状况进行公布。

6．5加强监督，发挥公众参与作用

发挥公众参与作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及部分群众作为监督员，检查和督促环境整治工作

的实施情况。定期发放公众问卷调查表，了解公众

对环境整治工作的满意度。

6．6建立稳定、可靠和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

多渠道筹集资金，形成自我可持续筹集及高效

使用资金机制。同时加快整治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

步伐，多渠道吸收社会资金，保证整治资金的投

入，确保整治各项目标和任务的实现。

6．7强化宣传。提高群众环保意识

各级政府和地方有关部门要加强宣传的力度及

扩大宣传的范围，充分发挥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和

导向作用，同时利用各种渠道(广告牌、宣传栏

和宣传册等)切实普及和提高群众的海洋环境保

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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