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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陆海统筹，构建“水清滩净”美丽海湾

一直以来，厦门市委、市政府始终高度重视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全面贯彻“海洋强国”战略，坚持市、区政
府和各职能部门“一盘棋”思想，统筹陆海水生态环境管
理，协同推进陆域和海洋水生态环境保护。

近年来，思明区新、改、扩建水质净化厂（站）5 座，污
水处理能力达 71 万吨/日，基本实现污水全收集全处理，
成为福建省污水收集率最高的城市建成区，近岸海域海
水水质优良比例达到 100%。

按照系统整治、精准治污的标准要求，思明区严格做
到入海排放口“应查尽查”，全岸线完成入海排放口排查，
共摸排入海排放口 99 个。思明区创新建立入海排放口

“监测管家”，对辖区入海排放口进行全面监测、逐一溯源
排查，引入无人船、管道机器人等高科技设备，做到“应查
尽查”。目前，思明区已累计完成排查面积 53.09 平方公
里，排查管网长度约 2892.47 公里，绘制出入海排放口整
治“一张图”，形成全区入海排放口溯源排查成果。

同时，思明区制定了“一口一策”正本清源改造实施
计划，推进排水管网混接错接改造、雨污分流、清污分流
和破损管网修复，概算总投资约 33.5 亿元。截至目前，思
明区全区完成正本清源改造 23 平方公里。沿岸餐饮、商
业服务等污染源已全部实现截污，陆源排海污染物得到
有效控制。厦门岛两个水质净化厂和鼓浪屿 3 个水质净
化站尾水排放水质达到城镇一级 A 标准。

对于海漂垃圾的治理，厦门市始终挥出重拳，力争做
到全覆盖清理。早在 1994 年，厦门市就成立了海上环卫
站，专职负责海上保洁工作。随着海上环卫队的日臻专
业、成熟，不少渔民转业变身“海洋美容师”，常态化、规范
化开展海洋垃圾治理工作。如今，厦门市共配备环卫码
头 4 个、吊卸点两个、机械化船只 7 艘、巡查快艇 3 艘、小
型保洁船 48 艘，对全市海域实施常态化全覆盖海漂垃圾
清理，实现海上收集、陆上处置。

随着《厦门市近岸海域海漂垃圾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和《厦门市海漂垃圾整治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
等方案的出台，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信息化的海漂垃
圾“四化”治理机制逐步建立。

思明区日均投入 117 名海岸保洁员，对厦门东南部
海域 118 万平方米岸滩，开展每天两次潮汐保洁，推动实
现辖区沿海岸段日常清理全覆盖、常态化，确保海漂垃圾
日产日清。

经过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厦门东南部海域 8 个海
滨浴场水质优良率常年保持 100%，海漂垃圾盖度仅为国
家考核标准的 1/4。

●坚持保护修复，打造“鱼鸥翔集”生态海湾

美丽的海岸线，是厦门这座滨海城市的重要名片之
一。一直以来，厦门市思明区在海洋生态保护与修复等
一系列工程、工作上下足功夫。

以美丽海湾建设助推绿色发展人海和谐
厦门市思明区加快推进美丽海湾建设

林晔 王剑波 余进陈智勇

蔚蓝优美的厦门东南部海域是福建省厦门市 4 个美
丽海湾管控单元之一，覆盖厦门市思明区全域，毗邻台湾
海峡，面积 88.73 平方公里，岸线长度 27.5 公里，拥有鼓浪
屿万石山风景名胜区、国家海洋公园、厦门珍稀海洋物种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集中了全市所有 8 个海滨浴场，是全
国著名的滨海旅游度假胜地。每年，国际马拉松赛、国际
沙滩排球锦标赛、国际风筝节、厦金横渡、海峡两岸春节
焰火晚会等赛事活动落户于此，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因此爱上这座花园之城。

美丽的背后，也有不少挑战。思明区位于城市核心
区，人口密集、游客众多，陆源污染大，入海排放口数量占
全市的 1/4，地下管网建设时间早，雨污混接错接情况复
杂，治理难度大，加之又临近九龙江河口区，给近岸海域
综合整治带来巨大挑战。

为有效破解生活污染负荷大、海洋环境资源承载力
不足等困难，思明区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
充分发挥“山—海—城”自然优势，努力构建从山顶到海
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创新“四化”治理机制，实现海漂
垃圾清理保洁全覆盖；探索“四全”工作模式，推进生活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突出“三生”融合发展，打造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新标杆。

经过不懈努力，厦门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成效
显著，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保持优良，厦门成为全国唯
一一个在城区就能看见中华白海豚的海港城市，也成为
福建省“含金量”最高的绿色发展高地，打造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现代化的海洋特色典范。

核 心
提 示

经 验
启 示

历届厦门市委、市政府，思明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五位一体”建设全
过程，走出一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
道路。

2018 年 ，思 明 区 获 评 国 家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区 ；
2022 年，厦门市获评副省级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筼筜湖保护中心、鼓浪屿街道办事处获评第三届中国
生态文明奖先进集体。厦门东南部海域建设美丽海湾是
厦门市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的延续与升华，走出了
一条陆海统筹共治、“三生”融合发展的美丽海湾建设道
路，是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的有益探索
实践，为沿海地区及城市中心城区提供了一系列可复制、
可推广的“厦门经验”。

●坚持高位推动全局谋划，党政共抓

东南部海域的美丽海湾建设是厦门市、思明区历届
党委政府共同努力推动实现的成果。市区主要领导部署
调度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挂钩包案重点入海排放口整治，
区级各部门主要领导研究调研，推进污水处理能力提升。

厦门市坚持全市“一盘棋”统领、“一张图”规划、“一
张网”治理，以系统治理思维推进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修
复，以开放发展理念推进海洋生态产品转化利用，实现了
美丽海湾与绿色经济的融合。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和谐共生

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以“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论述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美丽
海湾建设全过程全领域。厦门市积极探索将生态优势转
化为经济优势，将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渔港文化活化、生态产业转化等有机结合，协同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生态优先

积极推进美丽海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
断创新海漂垃圾治理、污水收集处理等治理机制和沙滩
修复、本地关键物种跟踪监测机制。探索实施智能化监
管，利用无人机走航、在线监测、预报系统等科技手段，提
升管理效能，保障了治理体系从建立到管理维护全生命
周期的有效运行。其中，海漂垃圾防治“厦门模式”，是
2018 年在全国海洋工作会议的经验交流案例，2020 年入
选《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改革举措和经验做法推广清
单》，2023 年入选国家发改委地方塑料污染治理典型经
验，向全国推广。

●坚持系统综合治理，久久为功

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涉及陆地和海洋保护与发
展，东南部海域水环境治理始终坚持陆海统筹、协调治
理，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这一过程中，
多项工程次第花开。思明区城区生活污水截污进入污水
处理厂，基本实现城区污水不直排；海岸线排污口全部清
除，实现岸线污水清零；全区所有入海排洪排涝口得到整
治，实现了晴天不排污。

通过持续不断深化治理，初步形成了污水“全收集、
全处理、全达标、全监管”，率先解决高密度中心城区陆源
入海污染问题，有力促进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迅速提
升改善。

厦门市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经验做法在全国推
广，并在全省作典型经验交流；入海排放口整治经验在太
湖流域东海海域管区技术培训会上做典型发言，《坚持陆
海统筹，着力“三个坚持”推进入海排污口排查整治》典型
做法在全国推广。

●坚持绿色发展成果共享，惠及民生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东南部海域美
丽海湾建设始终用最大力度保护海岸线，项目开发坚持

“亲海”不“侵海”，不断提升海湾生态空间品质，把最美的
景致留给百姓。沿海建设带状公园、休闲广场、主题公园
等亲海空间，建设环岛路、木栈道、山海步道等亲海廊道，
为百姓提供了风景优美、体感优良的休闲嬉戏场所，让百
姓能够亲密接触大海，感受海湾的美丽与舒适，切实提升
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坚持生态产品价值高效转化，融合发展

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立足生态产品价值转化，
开发良好生态环境的潜在经济附加值，加强人文与海洋
自然生态融合，构建全域生态旅游的“大厦之门·幸福思
明”新模式。做大婚纱摄影、影视拍摄、沙滩体育赛事、生
态旅游等产业，积极打造绿色经济。正是由于厦门市不
断释放生态活力，才能培育出“生态+产业”，才能不断探
索出“金山银山”转化模式，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态良
好、生活富裕的城海交融高水平高质量发展新路。

厦门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建设经验有力的证明，环
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福建省厦门
市思明区打造美丽海湾的生动实践，成为向世界讲述的

“美丽厦门故事”、展示厦门市美丽中国建设成果的重要
窗口。

工 作
亮 点

2007 年，厦门市率先在全国开展沙滩修复工程，首次
系统构建了我国海滩修复养护技术体系，实现了中国适应
性海滩养护技术的自主研发和突破，填补了我国海滩修复
养护综合技术空白。

思明区先后完成鼓浪屿东岸人造沙滩试验性铺沙工
程、观音山人造沙滩、天泉湾修复工程等一系列沙滩保护与
修复工程，彻底改变东南部海域岸段脏乱的海岸景观。其
中，观音山沙滩修复工程获评全国优秀海洋工程奖第七名。

在厦门，物种保护的脚步从未停歇，建立起海洋自然保
护地体系——率先在全国建立中华白海豚省级自然保护区

（1997 年）和厦门文昌鱼市级自然保护区（1991 年），2000 年
获批厦门珍稀海洋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现文昌鱼规
模化人工育苗、放流。建立中华白海豚、文昌鱼等海洋珍稀
物种常态化监视监测、救助、放流机制，强化对白海豚等海
洋珍稀物种保护、海域增殖放流等修复工作。

思明区所处东南部海域的自然生态链条逐渐恢复，白
海豚、文昌鱼等珍稀濒危物种有了良好的栖息环境。近三
年，底栖生物丰富度显著提升，物种由 32 种提升至 59 种，生
物丰富度由 131 个/平方米提升至 206 个/平方米。厦门白
海豚照片入选国家 2017 年“砥砺奋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
和 2018 年“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

●坚持城海相融，营造“人海和谐”幸福海湾

厦门市加强人文与海洋自然生态相融合，坚持“亲海”
而不“侵海”，建设海湾公园、书法广场、音乐广场等环岛路

沿线多个较为完整的滨海亲海体系，提升了岸线、生态景观
以及滨海湿地生态服务功能。公众亲海临海体验实现质的
飞跃。自然岸线长度达到 17.38公里，保持稳定。

为了让市民游客更好地亲近海洋，思明区建设多处人
工沙滩，共修复沙滩 17 处，修复面积共 65.68 万平方米，有
效扩展和改善了海域沿线公众亲海空间，形成了厦大白城、
珍珠湾、椰风寨、观音山、大德记等优良浴场。

如今，溪头下“中国最浪漫婚纱村”、避风坞—沙坡尾海
洋文化创意港、“黄金海岸线”环岛路、演武大桥观景平台等
亲海区域，都已经成为网红打卡点。这些自然和人文交相
辉映的美景，让市民游客爱上这座城市的浪漫。海岛风情、
自然疗愈、人文艺术、浪漫情怀，沉浸式体验四大“厦门印
象”元素，打开了一扇通往厦门本地文化、历史文化的大门。

在平台之外，亲海廊道的建设也成为海湾建设的一大
特点。建设了鹭江道、环岛路亲海岸线，从厦门大学到前埔
街道，游客市民可以漫步在长约 9 公里的一段集旅游、观光
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海滨绿色长廊中。

除此之外，建成全长 31 公里的厦门山海健康步道林海
线，与厦门山海健康步道云海线、云顶路空中自行车道相互
联通，形成集生态改善、文化展示、休闲健身、观景旅游功能
于一体的步道系统，打造城市绿色开放空间和慢行交通系

统相结合的户外休闲空间。这是厦门市展现山、林、海、湖
生态资源优势，打造“低碳环保、绿色出行”的便民生活方
式，建设健康休闲、亲近自然、通山连海的城市生态步行空
间的集中体现。

如今的思明区，海洋生态与文化艺术、产业完美融合，
公众亲海临海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断攀升，吸引世界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2022 年，厦门东南部海域美丽海湾接待游
客 3461.87 万人（次），占全市比例约 68%，今年 1 月—7 月接
待游客 2628.77万人（次）。

●坚持绿色理念，建设“生态赋能”金色海湾

一直以来，厦门市思明区坚持“两山”理念，坚定不移走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积极探索以“美丽海湾”建设为依
托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式，加快挖掘生态资源优势，让良
好的生态释放更多发展红利。

积极推动产业生态化。思明区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战
略，依托厦门东南部海域天然优势，着力打造临海近山漫
行生态、高端商务配套齐全的产业生态空间。同时，推动
厦门绿发新时代广场等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打造海峡两
岸城市新地标、高端绿色健康综合体。充分利用厦门大
学、南普陀寺与鼓浪屿“三张名片”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

“海洋文化”“渔港文化”“老厦门文化”，为旅游产业植入
“生态”元素。

坚持发挥“山－海－城”自然优势，以“生态+”理念，推
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遍地开花，持续推动生态产业化。
探索建设鹭江沿岸城市会客厅，高起点谋划推进“城市阳
台”体系，激活海湾公园休闲娱乐“夜经济”，推动鹭江道环
岸线空间品质提升，打造年轻经济、引入年轻人流。曾厝垵
文创街区获评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厦
门大学等成为第三批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当前，厦门国
际马拉松赛、厦门音乐季、思明影视季、体育时尚季成为“文
化+旅游”“赛事+旅游”融合新样板。

2019 年前，思明区东坪山片区还是违章建筑杂乱无
章、餐饮民宿低端粗放、污水垃圾处理无序的“城市伤疤”。
为解决这一问题，思明区加快打造东坪山城市中央森林公
园。如今，东坪山片区已成为人居环境优美、自然生态良好
的“城市绿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初见成效。

思明区开发了一批旅游服务配套项目，植入文旅业态
功能，不仅提升了休闲游览品质，还增加了护林、保洁、导游
等公益性岗位和旅游关联产业就业岗位。2021 年，东坪山
近零碳排放试点示范工程入选生态环境部绿色低碳典型案
例。通过开发新景区、新业态、新产品，思明区打造出一条
全域生态旅游的“大厦之门·幸福思明”新模式。

碧海银滩带来金山银山。在保护海洋生态、发挥旅游
功能价值的同时，思明区大力发展海洋产业，优化海洋经济
结构，释放蓝海潜力。以观音山片区为试点，探索破解老城
区用地不足难题的绿色转型方案，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与修
复、发展海洋经济，逐步发展起一条以观音山为重要节点的
海湾旅游休闲带+旅游会展经济带。在总用地面积仅 1.34
平方公里的观音山片区，目前已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50亿元以上，合计引进企业超 1300 家。

通过“筑巢引凤”，思明区建成商务楼宇 154 幢，亿元楼
高达 22 幢，用不到厦门全市 5%的土地，创造出全市 30%的
GDP、近 20%的财政总收入。此外，因地制宜将溪头下小渔
村改造提升为“中国最浪漫婚纱村”，培育形成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婚纱摄影产业链；打造沙坡尾海洋文化创意港，成为
一座传统与现代融合、兼具渔港文化韵味和多元建筑风格
的“活态博物馆”。

思明区还利用风景优美的海滨浴场和沙滩，打造举办
文体赛事活动的热土——国际马拉松、沙滩排球、沙滩风筝
节、观音山音乐节，各项赛事精彩纷呈。2021 年，东南部海
域生态系统生产价值达 232.44 亿元。目前，东南部海域海
洋的功能还在进一步挖掘，厦门大学、海洋三所正在开展海

▲ 鹭江两岸美景

▲ 鹭江两岸航拍 林铭鸿摄

洋碳汇研究，探索“蓝碳交易”，助推厦门加速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

鼓浪屿岛全景鼓浪屿岛全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