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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威海海中“植树造林”51亩
建成世界最大规模人工移植大叶藻草床

本报济南12月7日讯

(记者 郭静) 今天，记者

从省政府获悉，为推进扶贫

协作重庆工作，全省14个市

与重庆14个区县结对子，扶

贫协作包括政府援助、企业

合作、社会帮扶以及人力支

持四个方面。

综合考虑各市的财力

状况后，确定济南市与武隆

县，淄博市与石柱县，枣庄

市与丰都县，东营市与酉阳

县，烟台市与巫山县，潍坊

市与开县，济宁市与万州

区，泰安市与巫溪县，威海

市与云阳县，日照市与黔江

区，临沂市与城口县，德州

市与秀山县，聊城市与彭水

县，滨州市与奉节县结对开

展扶贫协作。

按照规定，从2011年

起，济南、淄博、枣庄、东营、

烟台、潍坊、济宁、泰安、威

海、日照10市按照省里确定

的原则筹集资金，临沂、德

州、聊城、滨州4市在省确

定基数的基础上给予适当

补助。

本报济南12月7日讯

近日，由济南市史志办公室

选送的《济南年鉴》(2008)，

在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二届

年鉴评比中，在参评的472

部优秀年鉴中脱颖而出，荣

获了特等奖。

《济南年鉴》是济南市

人民政府主办的信息密集

的综合性资料工具书，自
1989年创刊以来已连续出

版了21卷，主要反映济南市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

面的基本面貌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新进展，为各行
各业提供咨询服务，为各级

领导提供决策依据，为续修
地方志储备资料，已经成为
国内外各方人士了解济南

的一个重要窗口。 (史办)

本报威海12月7日讯(记者 陶相

银 林丹丹)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作

为海中“森林”的野生藻类近年来严

重衰退。7日，记者从威海环翠区海洋

与渔业研究所获悉，该所自2006年起

开展大叶藻资源修复技术研究，已在

大叶藻的组织培养、人工播种、室内

育苗等方面取得一定成功，并建成了

人工移植草床51亩，为世界最大规

模。

据环翠区海洋与渔业研究所所
长原永党介绍，海藻在生长发育中可

以将无机盐转化为有机物，可以净化

海水，同时为鱼、虾、贝等海洋生物提

供繁殖、发育、栖息的场所和丰富的

饵料。海藻的根部发达，可以固定海

沙，稳定周围的基质。而近20年来，由

于工业废水和农药等污染物排入海

中、建造护岸工程、水温升高等因素
影响，野生大型褐藻类、绿藻类以

及大叶藻为代表的海草类资源量

分别下降了70%、55%和85%，在上

世纪80年代还非常繁茂的大叶藻，

现在在许多海湾已很难发现大片

草床。海藻资源的不断衰退，直接

导致近海环境恶化，生态失衡，海

湾的自净能力下降。

环翠区海洋与渔业研究所自2006

年开展大叶藻资源修复技术研究，但

由于没有先例借鉴，试验进展缓慢。

原永党说：“从2007年开始，我们在不

同季节，15个站点进行反复播种试

验，共播种1000多粒，直到今年3月份

才萌发出11株大叶藻。成功率虽然

低，但这是国际上大叶藻播种试验首

次成功的案例。”此外，该研究所在组

织培养、室内育苗等方面取得一定成

功，尤其是人工移植方面，在双岛湾

内建成目前已达51亩的人工移植草

床，为世界最大规模，且大叶藻生长

繁茂，长势良好。

鉴于海藻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我国多家科研单位都在对海

藻进行保护和增殖试验，目前的进展

状况还不理想。

我省扶贫协作重庆工作展开

14市与重庆14区县结对子

全国地方志年鉴评比

《济南年鉴》获特等奖双岛湾人工移植大叶藻草床内，大叶藻长势良好。 (环翠区海洋与渔业研究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