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正算起来，中华白海豚比我们更
有资格称为厦门‘土著’。”11月15日，自
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鲸豚馆内，
研究员王先艳笑着说。厦门是全国少有
的能在城区海域看见中华白海豚的城
市。2023年1月通车的翔安跨海大桥，在
建设过程中先后投入400多万元用于生
态补偿，开展了5项针对白海豚文昌鱼保
护的科研课题研究。

中华白海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
誉为“海上大熊猫”，也是我国现存唯一
的国家一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因为中
华白海豚对水质要求非常高，处于近岸
海洋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它们也是检验
海洋生态环境的活指标。

碧水清波的厦门湾，是中华白海豚
的重要栖息地之一。1997 年厦门建立了
全国第一个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并
出台地方性法规，后在火烧屿上建起了
中华白海豚的救护繁育基地。

基地负责人周清是一名退伍军人。
51岁的他33年前离开家乡宁德市寿宁县
来到厦门当兵，成为厦门警备区原某海
防连队的一名战士，早已从心底将这座
滨海城市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2010年3月，周清脱下军装，告别军
营。在面对人生新的选择时，周清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坚守自己所熟悉的这片海
湾。在厦门中华白海豚文昌鱼自然保护
区管理处工作一年后，他出任火烧屿中
华白海豚救护繁育基地负责人。

海豚的嘴巴天然就带有向上的弧
度，更让人们觉得亲近，喜欢叫它们

“微笑天使”。在周清看来，海豚本身是
一种很调皮很亲人的动物，社交性很
强。但是这对它们的生存来讲，有时也
会带来威胁。

“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太过靠近人类
并不是好事。”周清说，“船舶碰撞、渔网
缠绕，甚至是螺旋桨打击都会对白海豚
造成伤害。”这种“海上大熊猫”的栖息地
位于沿海近岸，与人类活动区域高度重
叠，因此保护的难度非常大。2013 年，在
小嶝岛码头的海滩上，当地渔民发现了

一只搁浅的白海豚。周清在获悉情
况后，第一时间就组织技术人

员赶到了现场。但是，因为
白海豚的伤势太过严

重，在经过 10 天救
治后，那只白海豚
仍然没有救回来。
这件事，也让周
清每每想起都特

别难过。
还好，历史的悲剧没有再重演。
今年9月26日，4岁的雌性中华白海

豚“乐宝”在厦门海域被放归，成为全国
首例搁浅救护、康复并放归野外的中华
白海豚。王先艳清晰地记得，乐宝是8月
17日在泉州南安围头湾的滩涂上被发现
的。在省海洋与渔业局的协调调度下，获
救的中华白海豚被送到泉州欧乐堡海洋
王国乐园进行救助。在赶往泉州协助救
助时，王先艳欣喜地发现，这只白海豚正
是自己和同事苦苦寻觅了好一阵的“小
伙伴”。

从 2009 年开始，海洋三所研究团队
每个月会对厦门湾中华白海豚的种群进
行调查和监测，建立了动态的中华白海
豚个体识别数据库，厦门湾的白海豚拥
有属于自己的动态身份档案。经过多年
长期跟踪监测，目前厦门海域白海豚种
群基本保持稳定，大概有80多头。

这次在南安发现搁浅的白海豚4年
前在厦门西海域出生时，就被研究团队
记录在册。今年5月，海洋三所研究人员
还曾在厦门海域监测到乐宝和它母亲一
起出现过，此后未再露面。“可能是从厦
门西海域向东游后，对当地海域不熟悉，
误入搁浅区。”王先艳分析道。从以往的
经验来看，搁浅的白海豚容易受伤，救助
存在诸多困难，国内外成功救助的案例
极少。

幸好，从接报到现场检查、安全转
移，再到救助人员和科研人员争分夺秒
进行专业救治，1个多月后，可爱的“海上
大熊猫”活过来了。而这次救助，也展现
出我省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高水平。

放归的那天，周清也赶到了现场。对
于这位军旅出身的硬汉来说，白海豚就
像是自己的孩子一般。2018 年，热爱跑
步的他还带动了身边一群跑友加入保护
白海豚的行列，成立了厦门中华白海豚
公益跑团，发展至今已有600余人。

研究人员仍在持续跟踪乐宝放归后
的生存状况。11月9日，王先艳再次观测
到了乐宝的身影。这只海上精灵早已恢
复了健康，在厦门湾畅快地游玩嬉戏。

人海共生，向海而歌。镜头里，乐宝
嘴角自然勾起的弧度，成了海面上最美
的风景。

北风渐紧，厦门也迎来了一大批越
冬候鸟。东方白鹳、短耳鸮、黑脸琵鹭、白
琵鹭……良好的生态环境，让越来越多
的“神奇朋友”向海而来，奔赴在赶往鹭
岛的路上。

延伸阅读

目前，厦门市已有自然保护区 2
个（含 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
公园6个（含2个国家级自然公园）。

苔藓、蕨类、种子植物等植物共
1119种。

浮游、游泳、底栖等海洋动物共
1342种。

穿山甲、猕猴等哺乳动物共计19
种，野生鸟类共402种、占中国鸟类数
26.96%。

看看！！神奇神奇朋友在朋友在““鹭鹭””上上
●曾凤清 颜婷婷 吴博宏 黄育旌 宁民钦 张继昌

白鹭鸟的回归

鹭岛，曾经差点见不到鹭鸟。
“以前这里可臭了，白鹭鸟都差点绝迹了。”11

月13日，在筼筜湖边散步的林大爷对来自三明的
记者们说。筼筜湖原本与海相通，是天然的避风
港。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解决生计问题，厦门市
开展围海造田行动，在筼筜港西侧建起了堤坝，水
域面积从10平方公里缩小到2.2平方公里，筼筜
港成了筼筜湖。

“因为当时的科技治污水平不高，加上城市排
污能力有限，不少污水直接排进湖里，整个筼筜湖
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65岁的陈亚进是厦
门筼筜湖的“市民湖长”，也是白鹭洲公园的“市民
园长”。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厦门人，筼筜湖的变
化深深刻在他的记忆中。他说，那时候的筼筜湖岸
上垃圾成堆，湖里恶臭难闻。

面对令百姓苦不堪言的“筼筜之殇”，厦门市
从1984年起拉开了治理帷幕。但是，由于经费不
足、治理难度大等各方面因素，前期治理工作推进
相对缓慢。1988年3月30日，时任厦门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主持召开“综合治理筼筜湖”
专题会议，打响了厦门整治环境污染的一场大硬
仗。会议创造性地提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
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20字方针，并且明
确每年投入1000万元财政资金，占当时全市基本
建设支出近10%。

据统计，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厦门共投入
近20亿元资金用于筼筜湖治理，先后完成五期综
合治理工程，实现了从点到面、从水下到岸上、从
单一治理到联合共治的生态巨变。

从昔日臭水湖变身最美“城市会客厅”，筼筜
湖的美丽蝶变，让曾经在此无法立足的白鹭蹁跹
而归。越来越多的动物选择在这里栖息，也有越来
越多人自发加入守护筼筜湖的行列。

“不是说穿了蓝色马甲才是志愿者，只要走进
了公园，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良好的生态环境。”
2020年8月，作为福建省五星级志愿者和厦门市

“最美志愿者”，陈亚进通过竞选，成为筼筜湖保护
中心首批聘请的“市民湖长”。身穿蓝色马甲的他，
只要人在厦门，每天必须到湖边巡一圈。在他的手
机里，有一个名为“厦门市筼筜蓝志愿服务队”的
微信群，大家只要发现问题，就会发到微信群里，
由他统一报给筼筜湖保护中心协调解决。

陈亚进说，调动群众力量参与河湖治理，厦门
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早在2022年10月，厦门市就
审议通过首部河湖长制专项法规，并明确每年3
月30日为厦门市河（湖）长日。作为参与这项工作
的一分子，他的内心充满骄傲。说话间，在他身后
不远处，几只白鹭翩然起飞，在空中划出了漂亮的
弧线。

以筼筜湖综合治理为原点，厦门市生态修复
也逐渐从河湖向海洋拓展，开启了从“海域”到“全
域”的生态保护修复实践，构建起“一屏一湾十廊”
的生态安全格局和山海城相融的城市空间格局。

红树林其实是绿色的。
在厦门岛环东海域东北角，火炬

大桥飞架两岸，两侧海面绿树成荫，镶
嵌于碧波之上。这片福建省最大的人
工重构红树林主题生态公园——位于
厦门翔安区的下潭尾红树林湿地生态
公园——已经成为厦门的城市“绿
肺”。自 2023 年 1 月正式开放后，公园
年接待游客超150万人，是厦门建设高
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一张
亮丽名片。

行走在这个郁郁葱葱的公园里，
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教授杨盛
昌向记者科普道，红树林是热带、亚
热带海岸独有的植物群落，之所以被
称为“红树林”，是因为这些被海水
周期性浸淹的植物富含单宁酸，所
以树皮一旦剥落的话，含有单宁酸
的树干暴露在空气中，就会被氧化
变成红色。

而且，红树林并非单一树种，包含
着矮小灌木、高大乔木，以及一些草本
和藤本植物。因为这些植物的根系密
集且具有韧性，所以能够牢牢地将自
身固定在淤泥中。当海啸、台风等自然
灾害来袭时，红树林也就成了坚强的

“海岸卫士”。
杨盛昌回忆说，上个世纪末，自己

就曾跟随团队来到下潭尾进行过红树
林生存状况调查。由于盲目围海、无序
养殖开发，当时这片海域水体富营养
化严重，对海域生态环境变化十分敏
感的原生红树林几乎消失殆尽。

2005年，在厦门市政府的委托下，
被称为“中国红树林之父”的厦门大学
林鹏院士带领厦大红树林科研团队，
选择在下潭尾培育实验林。

其实，想要在海上造林，哪有这么
容易？什么样的树种能活下来？树苗种
植的“生存关”如何突破？还有种植密度
如何科学设置等都是难题。海水淹得太
久，幼苗无法正常发育；树苗种得太稀

疏，潮汐一来就冲走了；树苗种
得过密，又无法正常存活……

最终，厦大科研团队发明
的“筷子苗”专利技术，让红树林

在下潭尾重生了。通过将红树植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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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够将它们牢
牢地插在泥土中，不会被海水冲走。

“筷子苗”专利技术的发明，让幼苗成
活率提升到90%以上，红树林重新“扎
根”进这片海域。

“不仅要种好红树林，更要管好红
树林。”厦门市海洋发展局重大重点项
目办副主任余炎烽表示。依托已建成
的引育种中心和海洋监测中心，厦门
市加强红树林生态监测评估，重点对
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保护修复，扩大种
植面积。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红树林固
碳能力的研究，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
质量和功能。

如今的下潭尾海域，近85公顷红
树林成为碧海蓝天间最美的风景，也
成为各种野生动植物的美好家园。数
据显示，通过生态修复，公园内的鱼
类、贝类、虾蟹类和多毛类生物均显著
增加，生物量分别较公园建设前提高
2.99倍、4.76倍、1.19倍和2.8倍。

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也成为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红树林生态修复成功案
例，入选“防灾减灾与生态修复协同增
效全国典型案例”，2023年作为海岸带
生态减灾协同增效国际典型案例之一
向全球宣介。

截至2024年6月，厦门市种植成
规模红树林已达 173.9 公顷，分布在
筼筜湖、鳌冠海域、环东海域等地。
据统计，我国的红树林面积达到 2.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5000公顷，
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
面积净增加的国家
之一。

“‘鹭岛’
两 个 字 拆
开 ，就 是

‘ 路 边 有
鸟 ，山 上
有 鸟 ’，
非 常 形
象 ！”11
月 15 日，
漫步在五
缘 湾 湿 地
公园内，厦门
市观鸟协会会
长彭志伟骄傲地
说。随着厦门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这几年他和朋友们的
镜头里，时常能够捕捉到之前没有记
录的野生鸟类的画面。

红树林的重生

白海豚的微笑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波。厦门，别称“鹭岛”。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是这座城市融入发展脉络的努力坚守。

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和先行
实践地，筼筜湖综合治理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发端。从治理一个湖到治理一座城，厦门市以筼筜湖治
理为引领，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陆海统筹、河海联
动，系统治理、久久为功，塑造城市的高颜值生态、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

今年9月4日，在泰国曼谷召开的第八届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亚洲区域自然保护论坛上，自然资
源部与IUCN联合发布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厦门
实践”英文版案例研究报告《厦门实践——将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融入滨海发展》，并在IUCN官方网站上

线。“厦门实践”，已经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示范
者、全球海湾型城市高水平生态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
的引领者。

当一座城市与海浪相遇，人和自然的“朋友圈”不断
增加着新的故事。也许是候鸟们用翅膀做出的选择，也
许是红树林用怀抱诠释的和谐，也许是白海豚用微笑释
放的信任……当越来越多自然界的神奇朋友选择了这
座美丽的鹭岛，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正在这里轮番
上演，共同诠释着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
和谐共生、美美与共。

就在10月底，厦门市入选联合国第二届“生物多样
性魅力城市”名单。这座滨海城市，敞开自己的怀抱，迎
接自然界中每一位可爱的朋友。

厦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厦门下潭尾红树林公园

白
鹭

重回水中的乐宝重回水中的乐宝（本版图片由受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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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白鹳

99月月2626日日，，工作人员在厦门工作人员在厦门
海域放生中华白海豚乐宝海域放生中华白海豚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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