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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好海洋生态保护“组合拳”，下好海洋生态旅游“先手棋”，做好海洋文化传承“大文章”

看西海岸这个村如何
打造“蓝色市民社区”

　　□记者 李涛 报道
　　本报2月27日讯 今天下午，首届联合
国“海洋十年”海洋城市大会在青岛西海岸
新区圆满落幕。
　　作为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滨之城”平台
正式启动后首个重大活动、2025年联合国
海洋大会（法国尼斯）的会前特别活动，本
次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
近400名国际涉海组织有关负责人，国内外
涉海企业、政府部门、科研机构代表及专家
学者参与，开启了一场知识经验互享、思想
火花碰撞、理念共识凝聚的蓝色盛会，为推
动海滨城市与海洋科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全
球协同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闭幕式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洋政
策与区域协调主管、联合国“海洋十年”全
球协调员朱利安·巴尔比埃面向全球发布
了《青岛宣言》，呼吁全球沿海城市、港口、

“海洋十年”行动及相关利益攸关方携手共
进，将“海滨之城”平台打造成为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全球海洋合作平台，共同守护
海洋的健康与活力，为后代创造一个更加
繁荣、可持续的蓝色未来。
　　《青岛宣言》提出六大行动倡议：一是
搭建全球海洋城市合作平台，呼吁全球沿
海城市加入“海滨之城”平台，构建蓝色伙
伴关系网络，提升沿海城市在气候变化应
对等领域的能力；二是推动海洋科技创新
合作，促进海洋科学与城市科学融合，赋能
海洋城市发展；三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
战，采取科学措施，发展清洁能源，增强海
洋城市韧性；四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加
强海洋保护区建设，维护海洋生态健康；五
是发展可持续的蓝色经济，推动新兴产业
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打造新质生产力；六
是培育蓝色市民，加强海洋教育，提升公众
海洋素养，保护和传承海洋文化遗产。
　　作为大会的重要成果，本次大会发布
了《“海滨之城”平台年度进展报告》，青岛
西海岸新区、肯尼亚蒙巴萨郡等城市面向
全球分享了在海洋生态保护领域的实践经
验和先进做法，厦门市、海洋清理组织等8
个新成员、新伙伴加入联合国“海滨之城”
平台。在未来，平台成员将群策群力，共同
应对气候变化、海洋污染等全球挑战，携手
共建人海和谐发展的美丽家园。
　　会议期间，“适应、减缓和复原力：应对
气候变化”“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管理：应对
海洋污染和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滨城
市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海洋素养、沿海居
民教育和青年参与”“伙伴关系与能力建设”
等五场专题会议成功举行，与会嘉宾通过报
告分享、讨论交流等方式，为全球海洋城市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建议。
　　“本次大会对解决海洋目前遇到的一
些冲突和挑战，如海平面上升、海洋污染、
海洋生态系统退化等具有积极意义，中国
在海洋环境保护方面的长期规划值得肯
定。”联合国海岸带韧性协作中心项目主管
塞西莉亚·比托尼表示。
　　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是人类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首届联合国“海洋
十年”海洋城市大会在西海岸新区的成功
举办，是全球海洋城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为海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新的思路、方向和动力，开启了海洋城
市发展的新篇章。未来，西海岸新区将进一
步提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能力与水平，努
力打造“海洋十年”中国最佳实践，为服务
海洋强国建设、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作出
新的贡献，真正实现“海洋让城市更美好”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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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草床自然修复了，海马回
来了，自然生态价值在修复过程中
得以实现。”2月27日上午，首届联
合国“海洋十年”海洋城市大会第
四场专题会议上，APEC海洋可持
续发展中心首席科学家刘正华向
全球海洋城市立体分享了“西海岸
新区琅琊台村蓝色市民社区发展”
案例，引发与会嘉宾的广泛关注与
热议。
　　“这几天，我实地参观了琅琊
台村。这里的蓝色市民社区发展让
我印象非常深刻。”刘正华说，“琅
琊台村海洋生态环境优美，居民自
发保护海洋生态，共享海洋给予的
福祉。”
　　刘正华提到的琅琊台村位于
西海岸新区琅琊镇，该村背山面
海，东临龙湾，南靠千古名胜琅琊
台 景 区 并 因 此 而 得 名 ，海 岸 线
13.6公里，是典型的沿海渔村。近
年来，琅琊台村立足自身资源禀
赋，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促进生
态与发展共赢。这个靠海吃海的
小渔村摇身一变成为全国各地游
客慕名而来的“网红打卡地”。
　　琅琊台村蝶变，有何内因？琅
琊台村党委书记王金壮总结为三
方面：打好海洋生态保护“组合
拳”，下好海洋生态旅游“先手棋”，
做好海洋文化传承“大文章”。
　　海洋生态保护方面，吸纳100
余名渔民渔嫂成立“蓝湾卫士”巡
护队，每月开展一轮护海行动，向
村民科普宣传海洋生态保护知识。
组建成立全国首个海马保护民间
公益组织，重点开展海马、海江豚、

海草床“两物一植”保护工作……
打造出“水清、岸绿、滩净、湾美、岛
丽”的生态景观。
　　海洋生态旅游方面，依托得天
独厚的山海资源，强化与琅琊台景
区的紧密联动，保护性开发龙湾景
区，重点发展以渔家风情为特色的
民宿和渔家宴，打造以“山情海韵、
琅琊渔歌”为主题的滨海旅游带。
同时，精心策划“琅琊嗨海季”“琅
琅的节气游”等品牌活动，引入伴
山伴海旅拍社、研学营地、琅琊手
造等20余家企业，深度开发拓展新
兴业态，年均吸引游客80万人次。
　　海洋文化传承方面，深入挖掘
海洋文化内涵，整合“徐福文化”

“海岛文化”“渔家文化”资源，每年
举办“琅琊祭海节”等文化节会活
动，累计吸引游客65万人次。依托

“琅琊海故事”电商平台，打造“琅
琊特色产品展销厅+直播间”乡土
网红培育基地，助推“龙湾花馍”

“琅琊玉筋鱼”“琅琊竹编”等特色
产品销售，带动全村近200名劳动
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不仅给村
民们提供了一个亲海好去处，还带
动了旅游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
我们这赏风景、尝海鲜、住民宿，实
现了景色变美、产业升级、百姓受
益的三赢局面。”王金壮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总结
琅琊台村蝶变带来的意外之喜，不
难发现“含绿量”就是“含金量”。
　　“琅琊台村鼓励居民积极提升
海洋素养、成为蓝色市民，同时，强
化社区海洋素养能力建设，打造蓝
色市民成长载体。这里的居民关心
海洋、认识海洋，为美丽海洋建设

付诸行动，对促进人海关系和谐共
生作出贡献。”刘正华告诉记者，琅
琊台村为培育蓝色市民、打造蓝色
市民社区提供了非常好的场景
示范。
　　琅琊台村是新区秉承“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推动

“碧海金滩”到“金山银山”价值转
化的生动实践。
　　在本次大会开幕式“蔚蓝叙语
城市共鸣”环节，西海岸新区面向
全球分享了“西海岸新区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案例”，全面展示了新区
在提升海洋生态系统功能、促进人
海和谐共生等方面进行的探索实
践，为全球海滨城市可持续发展提
供了借鉴和解决方案。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按照“规
划引领、久久为功，陆海统筹、综合
施策，共建共享、人海和谐”的总体
思路，先后组织开展了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龙湾海岸带修复以及灵山
岛、竹岔岛、斋堂岛修复等一系列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高标准打
造了金沙滩、银沙滩、灵山岛、凤凰
岛、唐岛湾等众多驰名中外的“靓
丽名片”，提升了海洋生态系统功
能，促进了人海和谐共生。
　　“西海岸新区将继续把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放在首位，奋力蹚出

‘科技兴海、产业强海、向海开放、
生态养海、统筹陆海’的新路径，为
海洋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同时，
新区愿在联合国‘海洋十年’框架
下，与全球伙伴共同努力，积极推
动多领域深入探讨合作，携手建设
开放、包容、繁荣、绿色可持续的海
洋。”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局局长
隋俊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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