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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鱼美人鱼》》的结尾的结尾，，刘轩和珊珊携手遨游在刘轩和珊珊携手遨游在
美丽浩瀚的海洋美丽浩瀚的海洋，，人鱼大战变人鱼相恋人鱼大战变人鱼相恋。。我们我们
喜欢这样的结局喜欢这样的结局，，也相信会有更多填海造地变也相信会有更多填海造地变
退田还海的故事发生退田还海的故事发生，，人与海的关系能从相互人与海的关系能从相互
对立回到和谐共生对立回到和谐共生。。就如同一对恋人就如同一对恋人，，在摸索在摸索
中前进中前进，，在磨合中成长在磨合中成长，，在这片蓝色星球上共生在这片蓝色星球上共生
共荣共荣、、繁衍生息繁衍生息。。

作为欧洲第一大港口，鹿特丹港现
在已是满负荷运作。确保港口的可持
续发展，取得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平衡，
成为鹿特丹市政府的当务之急。为此，
荷兰人在西端的北海实施了“玛斯平原
垦地二期规划”，开展了海上工程建设
的 又 一 壮 举 。 项 目 于 2008 年 开 始 动
工，目前已经全部完工。

在吸取了一期的经验教训后，二期
规划致力于打造一个清洁、环保的港
口，尽量减轻项目对海岸和海洋自然环
境的影响。

由于规划的部分建设区域与一个

沿海自然保护区相冲突，海床将变成码
头，一直生活在这里的海洋动物将面临
失去栖息地和食物来源的威胁。

为此，工程设计人员开辟了一片
2.5 万公顷的海床保护区和多个海鸟保
护区以及 35 公顷的新沙洲，为野生动
物提供栖息地。作为给海鸟和海豹的
新的栖息地，将新建 5 个小规模人造沙
洲，其中 3 个是专为补偿规划的生态影
响而建。

这里，海鸟的繁衍生息将不受打
扰，尤其是在每年的繁殖季节，捕鱼和
海上娱乐活动在这片海域将被禁止。

沧海桑田抚今昔 试问得失知几许
“双城记”之鹿特丹 VS深圳

始建于 13 世纪下半叶的鹿特丹港
从一个小渔村发展而来。鹿特丹港是
连接欧、美、亚、非、澳五大洲的重要港
口，素有“欧洲门户”之称，优越的地理
位置使其发展成为欧洲第一大港口，荷
兰第二大城市。

鹿特丹位于荷兰西南部莱茵河和
新马斯河河口，地势平坦，低于海平面
1 米左右。虽然莱茵河、马斯河年复一
年带来大量泥沙，但由于地基不断下
沉，陆地仍被大海一口口吞没。在与大

海的搏斗中，荷兰人修筑海堤，挡住海
水；围海造田，种植牧草；架起风车，用
风力来排水。“低地之国”荷兰全国国土
面积的 1/4 是从海里填出来的，无怪乎
荷兰人会自豪地说：“上帝创造了世界，
荷兰人创造了荷兰”。

可以说，鹿特丹港的发展史就是一
个不断顺应世界航运和贸易的发展趋
势，从市区河畔沿河逐步向外发展，直
至向大海要地，同时建设被置换出来的
地块的历史。

还地于河应对洪灾
为满足对土地的需求，1970 年，鹿

特丹港启动了“玛斯平原垦地项目”，着
手大规模围海造田，使 得 港 口 和 工 业
区 的 面 积 从 3000 公 顷 扩 大 到 了 1 万
公顷。

在大规模填海造地的同时，沿岸的
生态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洪
灾阴影挥之不去，海滨湿地退化，生物
多样性受到威胁，沿海污染加重，渔业
资源锐减。

原本以为通过建筑大坝处理好来
自海洋的外患后就可高枕无忧，没想到
在 1993 年~1995 年间，荷兰接连遭遇大
水灾，荷兰境内河水水位达到有史以来

的最高点，下游的堤防几近溃堤，不得
不疏散了 25 万居民，当时造成了近 100
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当年这场水灾使得荷兰政府痛定
思痛，开始重新审视延续数十年的传统
治水理念，于是，一个新的治理思路出
现在荷兰人的脑海中。荷兰人提出“还
地于河”的理念，给河流多一些空间，将
过 去 因 水 利 工 程 从 河 川 廊 道 内 夺 得
的 空 间 还 给 河 流 ，让 河 流 可 以 像 以
往 一 样 自 行 改 道 ，自 然 流 淌 ，提 高 泄
洪能力。

曾经与水为敌的荷兰人，如今正在
探索一条与水共存的新路子。

退田还海恢复自然原貌
1950 年 ~1985 年 间 ，由 于 填 海 造

陆，荷兰损失了 55%的湿地。湿地的丧
失使荷兰在降解污染、调节气候的功能
上出现许多问题，如近海污染、鸟类减
少等。

在这一背景下，1990 年，荷兰农业
部制定了《自然政策计划》。这是一项
非常宏伟的计划，打算用 30 年时间，保
护受围海造田影响而急剧减少的动植
物，并努力复原过去的自然景观。

按照《计划》，位于荷兰南部西斯海

尔德水道两岸的部分堤坝将被推倒，一
片围海造田得来的 300 公顷“开拓地”
再次被海水淹没，恢复为可供鸟类栖息
的湿地。而《计划》中的“生态系长廊”
计划，就是要将过去的湿地与水边连锁
性复原，建立起南北长达 250 公里的以
湿地为中心的生态系地带。

由于担当自然保护与管理国立公
园的单位是在荷兰农业部的直接管辖
之下，在扶植酪农的同时又考虑到了自
然保护的政策。

港口开发可兼顾自然环境

富商刘轩为开展房地产项目打算填海造地富商刘轩为开展房地产项目打算填海造地，，
并用声呐驱逐人鱼并用声呐驱逐人鱼，，失去家园的人鱼精心设计了失去家园的人鱼精心设计了
复仇计划复仇计划———电影—电影《《美人鱼美人鱼》》在给大家提供视听盛在给大家提供视听盛
宴的同时宴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填海造地也引发了人们对填海造地、、海洋生态破海洋生态破
坏等问题的关注坏等问题的关注。。

“深圳速度”让人称奇的同时，经济
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也开始显现，深
圳人开始反思：这样的发展速度是否已
经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承载力？我们不
光要“深圳速度”，更要“深圳质量”；不
光要快，还要好。

深圳华侨城湿地是中国唯一一处地
处城市腹地的红树林湿地。它的前身是
上世纪90年代深圳湾填海时留下的一片
废弃滩涂，2007 年开始对其进行生态
修复：修筑了 1.45 公里生态围堰，清淤
还湖 20.6 万平方米，并修建了水生物通
道、鸟类飞行通道和公路生态保护隔离
带；补植近4万平方米红树林，补建1.5万

平方米滩涂，恢复8万平方米陆地植被。
经过 5 年的综合治理，这里已成为

深圳的“城市之肺”，走进现在的华侨城
湿地，犹如身处城市中的一片绿洲，处
处鸟声啾啾，翅影翩翩，水色天光交相
辉映。每年冬天，都有大量候鸟栖息驻
足，其中不乏卷羽鹈鹕、黑脸琵鹭等珍
稀濒危品种。

在刚刚闭幕的全国“两会”上，有代
表委员建议，通过规划引领、资源整合、
严格控制围填海活动、加快推动立法等
措施，加强我国自然海岸线保护。相信
随着人们护海意识的提升，海洋环境保
护能够加快步伐，取得更大的进展。

“1979 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
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
一画，沧海变桑田。经过 30 多年的发
展，曾经的小渔村深圳如今已成为中国
最具经济竞争力的城市之一，经济总量
长期位列中国大陆城市第四位。

深圳地处珠江三角洲前沿，是连接
中国香港和内地的纽带和桥梁，是华南
沿海重要的交通枢纽，在中国高新技术
产业、金融服务、外贸出口、海洋运输、

创意文化等多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在深圳这个陆地面积约两千平方

公里的狭长土地上，聚集了一千多万人
口，城市建设迅速扩张与可建设用地不
足的矛盾十分突出。和国际上很多沿
海城市一样，深圳也开 始 向 海 要 地 。
据 不 完 全 统 计 ，自 建 市 以 来 至 2013
年 ，深 圳 通 过 填 海 变 成 陆 地 的 海 域
至 少 为 69 平 方 公 里 ，占 全 市 海 域 面
积的 6.5%。

地表沉降安全隐患不容忽视
2010 年 3 月，有媒体报道，深圳宝

安中心区多个填海造地的楼盘地表出
现不同程度塌陷，多处地砖开裂，沉降
最 深 处 达 12 厘 米 ，引 发 住 户 极 大 担
忧。虽然专家表示主体工程本身不存
在结构安全问题，但终归是不可忽视的
安全隐患。

对于深圳填海区沉降事件，有地产
专家表示，沉降是填海区共同面对的问
题，国外的填海区通常要经历 30 年左

右，经过海水冲刷和地表充分沉积才可
以大规模建设。而近年来国内房地产
市场过热、扩张过快，导致填海区完工
不足 10 年就进行房地产开发，土地根
基不稳，地表或继续缓慢沉降。

“楼陷陷”事件只是深圳填海造地
的一个初步后果，海岸线变“房岸线”改
变的 不 仅 仅 是 景 观 ，事 实 上 ，大 规 模
填 海 正 在 改 变 深 圳 原 有 的 海 洋 城 市
特性。

海洋生态价值日益丧失
环 深 圳 湾 地 区 一 直 是 深 圳 市 经

济 发 展 和 城 市 生 活 最 为 活 跃 的 区 域
之 一 ，罗 湖 、福 田 、南 山 片 区 均 已 成
为 深 圳 市 的 核 心 区 域 。 然 而 ，伴 随
大 规 模 填 海 ，各 种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日
益凸显。

深圳湾的红树林，是全世界唯一一
处位于市中心的湿地，最为深圳人所骄
傲。但 20 年前深圳湾清澈的海水，现
在已变成黑褐色，散发出臭味。

内伶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研究员王勇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不无
忧虑地说：“自然岸线消失，变成工业、
码头港口海岸线，将使原来的植物生态
生物链消失。原先深圳湾延伸到内地，

对小气候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如今
海滨环境已经改变，海水在旱季就成为
劣Ⅳ类水了。”

王勇军以红树林为例说：“红树林
保护区至今已消失了一半，内伶仃红树
林保护区的红树林原有 130~140 多公
顷，现在天然红树林不到 70 公顷，后来
补种才达到 80 多公顷；其他很多地方
红树林都已经全军覆灭了。而且深圳
湾陆地化非常严重。本来最有生态价
值的是 1.5~2 米高的红树林地段，底栖
生物和鸟类都在这个层次生活觅食。
以这样的陆地化速度算起来，60 年之
后深圳湾陆地将会抬高 1.8 米，红树林
将受灭顶之灾。”

护海意识开始提升

一些填海造地走在
世界前列的国家，如荷兰、日

本早已开始了退田还海的实践，
而中国一些沿海城市正在如火如
荼地开展填海造地项目。从填海
造地到退田还海，其间经历了怎
样的发展演变过程？对我国沿海
城市建设有哪些启示？本期“双

城记”以鹿特丹和深圳
为例，探讨人与海洋如

何和谐共生。

图为电影《美人鱼》取景地之一——深圳大亚湾杨梅坑图为鹿特丹地标式建筑——伊拉斯谟斯桥（又名天鹅桥）

编者按

共生共荣还是相爱相杀？
郭婧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有一则
精卫填海的故事，故事充满悲壮
色彩，精卫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填
海壮志；今天，填海造地早已不
是 神 话 ，人 们 在 海 上 造 出 了 陆
地，在陆地上建起了房屋，建起
了飞机场。如果说精卫填海体
现 了 古 人 对 大 自 然 的 敬 畏 之心
和征服自然的热切渴望，填海造
地则可被视为今人征服自然的一
大创举。

填海造地初衷是为了缓解人
类生存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有限的
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沿海地区
通常是各国发展最为迅速、人口
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正是因为如
此，人地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于是
人们把目光投向大海，开始向大
海要土地。一些地势低平或者人
多地少的国家，如荷兰、日本、新
加坡等很早就开始了填海造地的
实践。

填海造地使这些国家获得了
大量平整的土地，扩大了耕地和
建设用地面积，带来了巨大的经
济效益，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地
矛盾。一时间，一大批围填海项
目纷纷出台。

就在人们享受自身改造自然
成果的同时，填海造地的隐患也
逐渐浮出水面。人们惊讶地发
现，海水质量变差了，海洋生物
减少了，赤潮发生频率加快了，
洪水、地面沉降、港口和航道淤
积 等 一 系 列 问 题 也 接 踵 而 来 。
大 海 不 再 是 从 前 那 片 熟 悉 的 、
温柔的海，变得越来越陌生、越
来越狂躁。因为，人们改变的不
仅 仅 是 海 岸 线 ，而 是 整 个 海 洋
环境。

填海造地作为一种改变海域
属性的重大人类活动，必须经过
科学的论证和严格的管理，然而，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人们似乎忘

记了海洋也需要休养生息。过度
和缺乏科学指导的围填海工程的
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又一次验证
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我们不要
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
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
界都报复了我们。”

自然界报复人类，但并非要
毁灭人类。好在人类有自我纠错
的能力，在意识到过度填海造地
的弊端后，一些填海造地的国家
放缓了脚步，重新审视自身行为，
并设法将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一方面，积极修复海洋生态
环境，努力恢复海洋健康。填海
造地走在全球前列的荷兰，已经
开始退田还海，将部分围海形成
的土地恢复成原来的湿地。从填
海项目中获得巨大益处的日本投
入巨资，设立专门的再生补助项
目 ，探 寻 恢 复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的
方法。

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围填海
规模，努力改进围填海方式。控
制规模并非“一刀切”，立即叫停
所有围填海项目反而会造成巨大
的损失，要引导围填海工程朝着
科学、有序的方向发展，如人工岛
式围填海因其对海洋破坏相对较
小，日渐成为国际流行趋势。此
外，围填海新地得来不易，这就要
求提高利用效率，使其发挥最大
的价值。

任何一项改造自然的活动都
应该谨慎。城市发展考验的是当
代人的智慧，发展合理，造福当
代，泽被后世；急躁冒进，欲速不
达，贻害无穷。千万年来，从敬畏
自然到改造自然再到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人类一直在探索与自
然界的相处之道，试图达到微妙
的平衡。人与自然如何和谐相处
这个永恒的话题，将会一直探讨
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