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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三亚：中国首个热带海洋牧场成效显著
【新华网】“我们基本上一年到头都是待在

水下的，看着海底的珊瑚越来越多，鱼儿越来越
多，生态越来越好，我也打心眼儿里高兴。”日前，
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王丰国的脸上，满是
自豪。

王丰国是三亚蜈支洲岛旅游区海洋部的经理，
除此之外，他还有另外两个身份，一个是“海底
施工队长”，另一个是“海底环卫队长”。2013年，
自从来到海洋部工作以后，王丰国就和这片海结
下不解之缘。

蜈支洲岛旅游区坐落于三亚市海棠湾内，面
积共有1.48平方公里，拥有丰富的海底生态资源。
然而，海岛周边长期以来的渔民捕捞以及人为影
响，让海岛附近海域的生态遭到肉眼可见的破坏，
这也让旅游区管理者意识到，只有重视对海洋生
态的保护，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2011 年，三亚蜈支洲岛旅游
区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引导下，在海南大学科
研团队的技术指导下启动了中国第一个热带海洋

牧场项目。
“所谓‘海洋牧场’，就是在海底给鱼儿们‘盖

房子’。”王丰国说，他们给鱼儿盖的房子叫人
工鱼礁。“人工鱼礁就是各种形状不一的水泥石块，
投放到海底后可以为珊瑚生长提供附着点，吸引
各种鱼、虾、蟹等海洋生物围绕礁体觅食、栖息、
繁殖。”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蜈支洲岛海洋牧
场建设积累投资近 4000 万元，投入人工鱼礁及船
礁等5万多空立方，人工鱼礁表面附着珊瑚、贝类、
藻类等生物种类达 120 余种，鱼礁区比非鱼礁区
鱼类种类数量提高 5-10 倍。2019 年，蜈支洲岛海
洋牧场获得第五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称号。

除了给鱼儿“盖房子”，王丰国的另一项任
务是在海底“种珊瑚”和清理海洋垃圾。

王丰国和他的同事们通过人为干预的方式，
从苗圃中截取达到规格的断枝，然后把它移植到
海底的地面及部分人工鱼礁上，通过它的自然生
长，来恢复成整片的珊瑚。

王丰国告诉记者，“种珊瑚”受天气影响非

常大，大风天气，海里涌浪过大的情况下，人体
在水里难以固定，一个涌浪过来，可能会被推至
两米甚至三米远的地方，根本就没办法进行珊瑚
移植。而且潜水本身也非常消耗体力，在水下待
四个多小时，比跑十公里还要疲惫。王丰国说：“如
今，我们团队已经在蜈支洲岛海域移植了 30000
多株珊瑚，面积达到 40000 多平方米。虽然这个
成绩并不算突出，但看着这些珊瑚像小孩一样在
一点点地长大，你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

此外，王丰国和他的“海底清洁队”，经常
在水下清理海洋垃圾，包括渔网和塑料制品等。
同时，他们还会及时清理长棘海星、核果螺等珊
瑚的天敌，以此保护珊瑚能够健康生长。

“下一步我们将尽快完善 24 小时海底监测系
统，探索‘互联网 +’科技手段管理‘海洋牧场’。
在做到海洋科普的同时，更加有效地进行海洋生
态保护。”王丰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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