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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鸬鹚之舞》短视频发布后，获得许多摄影爱好
者和市民网友点赞。

“《鸬鹚之舞》让人看得心潮澎湃，场景极具张
力，令人震撼。”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福建省摄影家
协会常务理事陈伟凯表示，短视频镜头语言丰富，景
别切换灵活，大景有气势，特写很细腻，引人入胜。

“成千上万只鸬鹚捕鱼的震撼画面与厦门的生
态环境构成一幅如诗如画的美景，摄影记者需要付
出很多辛苦才能捕捉到鸬鹚灵活的身姿和精准的猎
鱼镜头。生动的水上画卷背后，是摄影记者无数的
汗水。”网友王忠武评论。在厦门日报视频号评论
区，用户“角度态度温度”留言：“这是一代代厦门人
久久为功爱护家园的缩影，正是他们的接续努力，才
成就如今如此胜景。”

市民张先生也让自己的两个孩子观看了《鸬鹚
之舞》，他告诉记者，除了视觉感官深受冲击外，也让
孩子们进一步认识到大自然的奇妙与美好，提升生
态环保意识，“一代代人都要永远怀有对自然的敬畏
之心，更好地保护城市。”

历时3个多月 奔走5000多公里

本报记者追拍《鸬鹚之舞》
铺展厦门生态画卷

本报讯（记者 赵
张昀）水面上成群结队
的鸬鹚，展翅飞向天空
……前天晚上，由厦门
日报社出品的短视频
《厦门生态画卷——鸬
鹚之舞》发布，当即刷
爆朋友圈，市民网友纷
纷点赞、转发，短视频
还被众多公众号、视频
号转载。

“爆款视频”背后，
是厦门日报社摄影记
者黄嵘、王协云、陈立
新组成的主创团队，以
鸬鹚为主角，用3个多
月的时间跨度、总计
5000多公里的来回车
程，绘就了一幅厦门高
颜 值 的 生 态 文 明 画
卷。近日，记者采访主
创团队，了解作品背后
的故事。

“去年11月，我们把目标对准了每年冬季都来厦
门过冬的鸬鹚，并计划拍摄视频作品。”黄嵘说，尽管
三人都是观鸟爱好者，拥有专业设备和一定的经验，
但对鸬鹚习性了解不够深，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黄嵘介绍，最初，他们轮流在冷风中蹲守了8天，
连鸬鹚的影子都没见到。不过，三人并没有放弃，渐
渐掌握了鸬鹚的特性：每天上午8点到10点间，从园
博苑生态小岛里出发的“鸬鹚大军”，会前往集美塔、
圆融桥、灵玲国际马戏城、马銮湾、十里长堤等地捕
鱼。他们也从“等鸟”人变成了“追鸟”人，经常清晨
五六点起床奔向鸬鹚觅食地，在初升的朝阳中开着
车，一路追逐鸬鹚的身影。

海量的视频素材，如何剪辑成精品？三位经验
丰富的摄影记者逐渐碰撞出了一个思路：按照从早
到晚的时间顺序，通过离巢、捕食、归巢的场面，叙述

“鸬鹚的一天”；同时，严格把控画面质量，剔除大量
角度或光线“不够完美”的片段，集齐俯拍、仰拍、追
拍、特写等不同角度的动态镜头；将厦门的生态之美
融入拍摄，更加切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主题。

▶鸬鹚群飞过集
美塔。（本组图/
本报记者 陈 立
新 王 协 云 黄 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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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从秉承“把最美的沙滩留给百姓”
的理念，探索开展滨海沙滩修复工作，到兴建海
洋与湿地公园、浪漫岸线、环湖环湾休闲步道，拓
展城市生态休闲空间，再到探索“市民园长”“市
民湖长”管理模式，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实现生
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厦门实践启示我们，保护和改善生态环
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最
直接、要求最迫切的突出环境问题，让群众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让“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

者、建设者、受益者”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充分
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重要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的重要内容。30多年来，厦门致力于打造山水
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坚持依法治理、科学治
理、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不断提升生
态环境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强大战略定力坚持一
张蓝图绘到底，实现了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
良性互动，走出了一条“以环境优化增长、以发展

提升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实践告诉我
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高品质生
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以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为导向的美丽中国建设新格
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态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尊重自然、顺应自
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
现代化的鲜明特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

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正
处于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时期。把建设美丽中
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以更高
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持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
劲，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一定能建设天蓝、
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的壮美华章。

（原载2月21日《人民日报》）

（上接A01版）
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源于对问题的敏锐

把握，当时的厦门，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环境问
题逐渐显露。习近平同志到任厦门的第二年即
提出并牵头组织编写了《1985年-2000年厦门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第一次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纳入特区发展战略重要目标。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副司长卢
丽华：习近平总书记在厦门工作期间领导编制的
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是全国少见的、纵跨15年
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前瞻性地设置生态保
护环境专章，提出保护和发挥“生态位”的优势，
在全国首开先河。

随着发展战略的确定，厦门成立了专门研究
解决海洋管理工作热点、难点问题的海洋管理办

公室，在全国率先组建了专业化的海上保洁队
伍，加强了砂石土管理，对裸露的山体进行复绿，
一系列举措有效遏制了生态环境恶化势头。

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厦门调
研，创造性地提出“提升本岛、跨岛发展”的战略，
要求“把凸显城市特色与保护海湾生态相结
合”。由此，厦门海洋生态修复开始不断拓展，从
陆地到海洋、从湖泊到海湾、从流域到全域。

时任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周鲁闽：还
是一种理念的提升，最早的时候应该说是污染的
防治，进而就是更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海洋生态
系统的健康，为我们高质量的发展奠定一个重要
的生态基础。

为了打造生态海湾，厦门先后对五缘湾、杏
林湾、马銮湾等五个湾区进行综合整治，让人为

隔断的海域重新连片畅通，为中华白海豚生存拓
展了空间。为了重构红树林湿地，厦门种植红树
林面积达173.9公顷。为了铸就美丽的海岸线，
厦门先后完成165万平方米的滨海沙滩修复整
治，海滩修复的成功经验成为指导我国沙滩修复
的指南。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亚洲
中心常务副主任罗明：厦门以湾区为单元，陆海统
筹、河海联动，对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
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的方案和智慧。

如今，绿色发展已经贯穿到厦门经济社会发
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海洋生产总值连年保持
10%以上增长，累计完成海洋碳汇交易14万吨，
占全国蓝碳交易市场份额一半以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

司长刘琼：厦门海洋经济、文旅经济等发展成效
显著增强。去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比重超过40%，高于全国27个百分点。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水耗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如今，厦门正在继续着力一体化推进各类生
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加快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
保护治理大格局，不断促进“山、海、产、城、人”相
融共生。

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院长贾文龙：厦
门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保
护修复，不仅提升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且优
化了国土空间布局，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也证明了碧海银滩也可以是金山银山。

（总台央视记者 王琰 忠卿 崔霞 杨潇 宇佳
徐静 潘明 厦门台）

（上接A01版）
央视新闻联播昨日继续以头条播报《厦门生态

文明实践：从山顶到海洋绘就美丽画卷》。报道指
出，近年来，厦门始终遵循“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
共同体”理念，一体化推进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不断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描
绘出一幅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海湾型城市生
态保护修复的壮丽图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人海和
谐·厦门实践》，昨日推出《36年，向着万物共生的美
丽海湾》报道。报道指出，厦门坚持“人民至上”共建
共治共享生态城市，开展科学系统治理实现生态效
益最大化，以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一张蓝图绘到
底”，探索出一条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
护、促进人海和谐的生态文明实践路径。

中国新闻网发布6分钟视频报道《从湖到海久
久为功 36年厦门实践绘就生态新画卷》。报道认
为，厦门不断丰富、拓展筼筜湖综合治理的成功经
验，并实施一系列提升生态和城市品质的项目，协同
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从初始污染治理到
多要素的生态系统修复，36年来厦门久久为功接续
发力，满足了民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期盼，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绘就了一幅生态文明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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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3版）
从湖到湾，从湾到海，从海域到流域，从流域

到全域……每一个厦门生态保护修复的成功案
例中，都有“综合”“协同”“统筹”“整体”等关键
词。

生态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工程。“厦门实践
表明，只有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考虑自然生态
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岸上水里、城市农
村、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才能不断提升生
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
究所研究员余兴光说。

这是一条坚持科学治理之路。
五缘湾曾是晒盐场、养殖场、垃圾场，怎样科

学整治修复？
“五缘湾片区虽然环境差，但生态基底较

好。经过研究论证，听取专家意见，在整治过程
中尽可能保留其原有生态肌理，以及大量原生动
植物、沼泽滩涂等自然生态资源。”湖里区副区长
王达说，为了保护500多棵原生朴树，建设过程中
特意改变了天圆大桥的线型，“我们保护的不仅
仅是这片树木，还有树林里的鸟类、昆虫、土壤等
生态要素。”

科学治理，宜林则林，宜湿则湿，宜滩则滩，
宜海则海。从筼筜湖综合治理开始，厦门就注重
发挥科研机构和高校专家的智库作用。厦门市
海洋专家组1996年成立，持续为解决重大海洋生
态问题提供科技支撑。

时光荏苒，鹭岛蝶变。
“联合国人居奖”“国际花园城市”“国家生态

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示范区”……如画厦门，实至名归。厦门国际海

洋周已连续18年举办，东亚海岸带可持续发展地
方政府网络秘书处永久落户厦门。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彼得·汤姆森，
曾两次到访下潭尾红树林公园。他高度肯定厦
门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的平衡，期待
厦门为国际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厦门样本”。

“筼筜湖综合治理‘20字方针’，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生态环境治理理论体系，内含着‘人民至
上’‘问题导向’‘系统观念’等世界观与方法论层
面的深刻思想，经过36年的时间沉淀和实践检
验，越发显现出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思想引领
力和实践推动力。”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
崔永辉说，“厦门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
孕育地和先行实践地，我们更有责任在美丽中国
建设进程中勇担重任、勇于探索，努力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实际行动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厦门之窗，向世界展现一条建设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之路。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厦门生态文明建设实

践取得显著成效，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战
略擘画和指导推动，在于始终坚持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
中心副主任俞海表示，“厦门实践是有重要意义
的中国经验，生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
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
在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中先行示范，在推

动高质量发展上再谱新篇，在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上再立新功，在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上再上台阶，
伴海而生、向海而荣的厦门，勇立潮头，勇毅前
行。 （原载2月21日《人民日报》）

短视频迅速刷爆朋友圈
引发市民网友共鸣点赞

新华社记者 付敏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筼

筜湖，犹如镶嵌在厦门岛中央
的一颗绿色明珠，是厦门生态
高颜值的金名片。然而，在上
世纪80年代，因为重度污染，
筼筜湖却成了让人避之唯恐
不及的臭水湖。

1988 年 3月，一场关于
加强筼筜湖综合治理的专题
会议，为筼筜湖的治理带来转
机。30多年来，厦门市久久
为功，一张蓝图干到底。如
今，筼筜湖已蝶变成水清岸
绿、鸟语花香的“城市会客
厅”。

缘起：“美丽的臭厦门”

作为筼筜湖治理的亲历
者之一，81岁的张益河对筼
筜湖这些年间的变化如数家
珍。

筼筜湖位于厦门岛西部，
旧称筼筜港，原是一片天然的
港湾。20世纪70年代，厦门
大规模围海造田，筼筜港由此
成为内湖。由于地处城市核
心区，筼筜湖周边集聚了上百
家工厂，当中不少是污染严重
的化工厂。

“那时的筼筜湖，垃圾成
堆、杂草丛生，污水溢流、水体
黑臭，蚊蝇滋生、鱼虾绝迹。”
张益河说，筼筜湖生态被完全
破坏，厦门因此被称为“美丽
的臭厦门”。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
初，厦门市委已关注到筼筜湖
的污染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整
治方案，但由于资金等问题，
筼筜湖的治理流于零敲碎打，
收效甚微。

转机：
“筼筜湖治理的春天到了”

转机发生在 1988 年 3
月，一场关于加强筼筜湖综合

治理的专题会议举行。会上，厦门市成立了筼筜湖
治理领导小组，明确了“市长亲自抓治湖”“市财政今
明两年每年拨1000万元”，并创造性地将治湖方略
总结为“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
美化环境”20字方针。

“1000万投入治理筼筜湖是什么概念，这相当
于当时厦门一年基建投入的十分之一。”张益河说，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好头，大家都很有信心！筼筜湖
治理的春天到了！”

早期参与截污工作的谢天宏表示，环湖周边工
业企业全部关停、外迁，修建污水厂和实施环湖截污
等工程，通过改造分流污水管和污水泵站以及多处
排洪沟沟口，提升湖区水质。

筼筜湖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傅迅毅介绍，技术
人员因地制宜，创造出“引潮活水”技术。通过建设
西堤闸门和导流堤，利用自然潮差，引西海域海水入
湖，搞活水体。

筼筜湖综合治理在3年后初见成效，实现了“湖
水基本不臭”的目标。水质变好了，白鹭回来了。
1992年，筼筜湖上迎来一场久违的龙舟赛。

“那天，厦门整个城市万人空巷，市民都聚集在
筼筜湖两岸；不仅为比赛欢呼，更为筼筜湖的治理成
效鼓掌。”张益河回忆道。

蝶变：“城市会客厅”

30多年来，厦门始终坚持20字治湖方针，接续
开展五轮筼筜湖综合整治工作，共投入资金约20亿
元。

筼筜湖保护中心数据显示，湖区水环境生态改
善显著，水体氨氮浓度已由1987年的39.4毫克/升，
降低至2022年的0.076毫克/升；湖区累计发现游泳
生物63种，浮游植物123种，浮游动物73种，底栖生
物14种。

如今，蝶变的筼筜湖已成为厦门的“城市会客
厅”，是市民休闲健身观景的好去处，还吸引大量游
客前来游玩。

“筼筜湖湖水碧波荡漾，沿岸绿意葱葱。每年湖
边的凤凰花开时，灿若云霞，美不胜收。我经常和家
人、朋友在筼筜湖周边散步，欣赏美景。”厦门市民李
丽英说。

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局长蔡伟中表示：“良好的生
态环境是厦门最大的发展优势和宝贵财富，我们将
坚持当年20字方针，持续做好筼筜湖的治理工作，
续写高颜值生态花园之城的新篇章。”

新华社厦门2月21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