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了三本账
张贻聪的“多次请示”有他的理由。他做

了六年多的海洋渔业局局长，同样对大海充

满了理智和感情。他给钱江晚报记者算了三

本账。

第一本是生态账。围垦填海势必会对大

渔湾的生态环境造成永久性的破坏。大渔湾

围垦仅海洋生物就将损失近 1900 吨，鱼类、

甲壳类等近百种底栖生物将会消失，海水富

营养化、出现赤潮的可能性将会增加。

第二本经济账。2016年，大渔湾干紫菜

产量为6607吨，约占全国总产量六分之一，产

值达10亿元。围垦之后，紫菜产区将随之消

失。

第三本民意账。大渔湾依山傍海，风景

秀丽，湾区百姓世代靠海为生，对海湾的情感

不言而喻。加上近年来生态保护理念的增

强，苍南各方希望停围留湾的呼声也越来越

高。

张贻聪说，大渔湾是浙南海域最美的自

然海湾之一，基本保留了原生自然岸线，具有

发展旅游观光和休闲渔业的天然条件。但由

于长期受风浪侵蚀，部分岸线受损，沿岸分布

着大量垃圾，大大影响了海湾生境。

放弃造城的梦想以后，当地政府正在谋

划建设“蓝色海湾”，打造浙南最美黄金海岸

线，目前，苍南海洋渔业部门已着手开展大渔

湾海岸线整治修复工程前期工作。

这同样是一个蓝色的梦想。

代价的付出
从决定围垦到放弃围垦的十来年时间

里，这个县城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

投资了近亿元的资金。

“虽然付出了代价，但还是值得，如果一

旦上马，以后要补救，恢复生态，那花费的代

价就更大。”一位业内人士说，每个时代的发

展理念不一样，时代在进步，人的理念也在进

步，这是一个过程。

“以前大规模的填海造城，这是发展的

一种方式，或许适合当时，但对于现在来

说，我看并不现实。”他说，因为时代变了，

经济发展的模式不同了。他举了个例子，他

所了解的一个围垦项目，一天的利息就要付

几十万元。

“投资太大，变数也太大，从造城到变成

城，过程非常漫长。”上述人士认为，现在的填

海围垦，应该越来越重视生态效益，更多的回

归到自然的本来。“需要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地

去研究，而不能只是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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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这个决定很不

容易。毕竟，这意

味着要否定过去。

从决定围垦到放弃围垦

的十来年时间里，苍南不仅

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

投资了近亿元的资金——造

了两条路，收购了矿山，补贴

一批渔民。

当地人士告诉钱江晚报

记者，在围垦中，有三个难

题，一是资金，二是填海的石

料，三是政策的处理。

走了近十年后，大渔湾

围垦之路虽然以放弃告终，

但在业内人士看来，最终的

及时叫停还是值得，做出这

个决定很不容易。“毕竟，这

意味着要否定过去。”

放弃围垦背后的三本账
主动放弃，需要勇气，及时纠错，需要智慧，这更意味着改变过去的发展理念

苍南，一个沿海小县城，长达十来年的人

海之争，终于以人让给了海而告终。这是人

与海的共赢。主动放弃，需要勇气，及时纠

错，需要智慧。这让人想起另一则新闻，在另

一个沿海小城玉环，四十年前，当地政府树雄

心立壮志，带领全县人民改造大自然，填海建

成了一条大坝。

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地又撤坝建桥，让海

岛和大陆一起呼吸，这不只是简单的交通方

式的变化，更是恢复和改善海湾生态环境。

标志着经济发展方式质的飞跃。

人让海，坝改桥，道出了不同时代里，人

与自然的的关系之变。这种变化，虽然付出

了巨大的代价，却也是一种进步，一种启示，值

得我们记录和思考。

拦坝填海，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相信人

定胜天，一味追求 GDP，一个个造城运动轰

轰烈烈，而一度忽视自然生态的代价。

而在当下，社会发展进入新的时代，虽然

万物互通，但人的心灵从来没有这样迫切，迫

切地想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拥抱自然。

这样的渴望，发生在个体的人上，也出现

在政府的执政理念上。苍南的让海，为子孙

保留下了完整的海岸线；玉环的拆坝，让人记

住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迁。

还河流以自由，还江海以浩淼，还原野以碧

绿，还滩涂以原生。在自然生态面前，每一次让

步都是一次进步，每一次还债都是一次警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谐发展才是人间正道。

向自然让步，是人类的进步

记者手记

苍南海洋渔业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