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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旧船沉底，变身海洋生物乐园
青岛首家公益海洋牧场通过环评，6月将投人工礁石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本报济南 5月 2 3日讯 (记
者 刘红杰 实习生 齐兴)

从省海洋与渔业厅获悉，
近日，国家海洋局批复了我
省威海市刘公岛和荣成市镆
铘 岛 综 合 整 治 修 复 工 程 项
目，2个项目总投资达1 . 1亿
元 ，争 取 中 央 海 域 使 用 金
6000万元。

镆铘岛为领海基点岛，领
海基点是计算领海、毗连区和
专属经济区的起始点。修复工
程的主要对象是岛体、海岸
线、植被和周边海域等，整治
修复将围绕海岛的生态修复、
形态修复及自然景观维护等
主要内容展开。

省海洋与渔业厅有关人
士介绍，镆铘岛综合整修工程
总体目标是拆除石岛湾、黑泥
湾之间本项目范围内的现有
养殖堤坝，疏通水道，将原来
实体道路连接改建为桥梁连
接，增强石岛湾——— 黑泥湾水
体交换，恢复海洋生态环境；
在水道两侧建成流畅的生态
护岸，维护岸滩稳定性，提高
岸线免受台风、海浪的侵蚀能
力，营造适宜民众亲水的海岸
风貌。

刘公岛整修工程总体目
标是通过海堤修复，增强防潮
能力，减轻风暴潮灾害的损
失；同时增强海岸的稳定性，
提高海岸的抗冲刷能力；通过
岸线整治，有效防止海洋环境
恶化，消除安全隐患，保护沿
海自然岸线不被侵蚀破坏，为
刘公岛的进一步保护和有效
利用奠定基础。

截至2012年，山东省已开
展海岛整治修复项目17个，财
政扶持资金超过1亿元。

刘公、镆铘二岛将整修
拆石岛湾、黑泥湾间养殖坝改建桥梁

200条旧船“待命”

海洋牧场听起来似乎很新鲜，
实际上就是将废弃的旧渔船、车辆
以及大石块、钢筋混凝土构件投入
到海底，再植入人工海藻达到改善
水域生态环境和恢复渔业资源的目
的。之前，青岛市有几个主要以养殖
业为主的增值经营性海洋牧场，而
崂山湾公益海洋牧场则是首家公益
性海洋牧场，牧场分为会场湾、兔子
岛与狮子岛、女儿岛与大岛岩以南
三个区域，其中会场湾重点保护梭
子蟹，其余两个海洋牧场投放区则
为休闲生态保护型。

23日，记者在崂山区海洋与渔
业局海洋牧场办公室看到，人工
礁石的雏形已经建成，分为扭王

字型、方凳型和废弃船体等五种
类型。目前在小麦岛已经有200艘
船只等待报废，在船上加上石头
沉入海底成为礁石，吸引海底生
物前来。“目前我们已经在田横岛
打造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礁石，已
经完工500余块，后期还将继续打
造10000块人工礁石。”海洋牧场
办公室主任周毅介绍，小麦岛的
废弃渔船改造后，预计6月底将投
放到海底。

鱼、贝有了好环境

预计2015年竣工的公益海洋
牧场，让不少岛城市民期待不已。
在小麦岛施工现场附近，带着4岁
孩子路过的徐女士说，女儿很喜
欢动画片《海绵宝宝》。听说要建海

洋牧场，孩子天真地问是不是海绵
宝宝住的地方。

周毅介绍，海洋牧场可为海洋
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礁体附
生的藻类可消耗氮、磷并吸收二氧
化碳释放氧气，贝类能净化水质，减
少赤潮发生；此外，一空方鱼礁，每
年可收获0 . 75公斤海参、鲍鱼等海

珍品和2公斤经济鱼类，产值近200
元。据测算，增殖休闲型人工鱼礁达
产后的净资产收益率可达25%，是
目前投资回报率较高的渔业投资项
目；在社会效益方面，在鱼类产卵
场、育肥场、洄游通道等场所投放人
工鱼礁，会使之自然成为拖网禁捕
区，大大减轻捕捞强度。

随着鱼类等海洋生物
的减少，各地也采取不同
措 施 应 对 海 洋 资 源 的 枯
竭。除海洋牧场外，通常还
会通过休渔、增殖放流来
保护海洋资源。

从6月1日起渤海和黄
海海域进入为期三个月的
伏季休渔期。其中刺网休
渔时间为 6月 1日 1 2时至 8

月1日12时。根据休渔期规
定，所有休渔渔船 6月 1日
12时前必须回其船籍港停
靠。休渔渔船休渔期间不
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
点。渔业执法部门对查处
的违规渔船一律按全省处
罚标准的最高限处罚。

6月 1日起，青岛市也
将投放5 . 578亿尾苗种，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厅 也 将 投 放
3 . 5亿尾鱼种，预计总投放
量将超过 1 0亿尾，通过增
殖放流来恢复海洋生态。
投放苗种包括中国对虾、
日本对虾、三疣梭子蟹、褐
牙鲆、魁蚶、海蜇、金乌贼；
淡水放流品种选择鲢鱼和
鳙鱼。

本报记者 陈之焕

近日，崂山湾公

益海洋牧场已通过

环评，记者从青岛市

崂山区海洋与渔业

局了解到，6月中旬，

崂山湾公益海洋牧

场将进行人工礁石

投放，届时将用5种礁

石为海洋生物打造

“海底乐园”。建成后

的海洋牧场面积将

达170公顷。

▲工人正在小
麦岛拆除报废的渔
船。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格链接

青岛将投放

10亿鱼虾苗

崂山公益海
洋牧场 (图片由崂
山区海洋与渔业局
提供)

格链接

“一核两区十组团”护海岛
本报济南5月2 3日

讯 (记者 刘红杰 ) 近
日，省海洋与渔业厅公
示了《山东省海岛保护
规划》，根据公示稿，我
省将对海岛分区保护，
构筑“一核两区十组团”
的海岛分区总体布局。

其中，“一核”指胶
东半岛海岛经济优化核
心区，是山东海岛经济
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增
长极，“两区”指黄河三
角洲海岛生态保护区和
鲁南海岛生态利用区，
对全省海岛生态保护与

可持续发展起着无可替
代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一核”带“两区”，“两
区”促“一核”，打破行政
区划界线，形成强大合
力，加强海岛生态保护，
实现资源共享。

“十组团”指鲁北平
原海岛组团、庙岛群岛
海岛组团、芝罘岛群组
团、刘公岛岛群组团、威
海东部海岛组团、乳山
口岛群组团、田横岛群
组团、崂山湾岛群组团、
灵山岛群组团和海州湾
海岛组团。

生态破坏致部分海岛灭失
记者从省海洋与渔

业厅获悉，我省管辖海
域中共有海岛589个，部
分海岛生态破坏严重。

我省有居民海岛32

个，无居民海岛557个。
大部分海岛的面积不
大，面积小于500平方米
的海岛313个，占海岛总
数的53 . 14%；面积大于5

平方公里的海岛仅7个。
省海洋与渔业厅有

关人士介绍说，我省部
分海岛因开发围海养
殖、炸岛挖岛、乱围乱
垦等，地形地貌改变，
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

被破坏，如麻姑岛、外
连岛和里连岛等；部分
海岛滥捕、滥采珍稀生
物资源，导致生物多样
性降低，如三平大岛、
马儿岛等；部分海岛因
围填海而灭失，如内遮
岛、二岛和红岛等。

我省开展了高角、
镆铘岛等领海基点的保
护工作，规定禁止在领
海基点海岛保护范围内
进行工程建设以及采
石、采矿、挖砂、砍伐、爆
破等可能改变该区域地
形、地貌的行为。

本报记者 刘红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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