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树林指生长在热带 、亚热
带低能海岸潮间带上部，受周期性
潮水浸淹，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常
绿灌木或乔木组成的潮滩湿地木
本生物群落 。 组成的物种包括草
本、藤本红树。 它生长于陆地与海
洋交界带的滩涂浅滩，是陆地向海
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 其突出特
征：根系发达，能在海水中生长。

红树林被誉为 “消浪先锋 ”
“海岸卫士 ”。 1986年中国广西沿
海发生了近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暴
潮 ，合浦县398公里长海堤被海浪
冲垮294公里 ，而凡是堤外分布有

红树林的地方 ， 海堤就不易被冲
垮 ，经济损失就小 ，人们感受到红
树林是保护神。

2004年 12月 26日印度洋海啸
中红树林的优异表现 ， 让红树林
“海岸卫士 ” 的盛名在全球远播 ：
海啸袭向周边 12个国家和地区 ，
死亡23万人 ， 而印度泰米尔纳德
邦的瑟纳尔索普渔村 、 距离海岸
仅几十米远的 172户家庭却幸运
地躲过了海啸的袭击 ， 原因是这
里的海岸上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红
树林。 可见，红树林消浪带是构筑
海岸防护林体系的首选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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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改革之路、感受自然
魅力、浸润文化熏陶，尽情享受
山水与城市的双重之美……6
月5日， 两辆大巴载着首批40
位幸运市民穿行在深圳罗湖的
地标景点， 开启了充实愉快的

“漫步罗湖” 特色一日游活动。
这是该特色游项目的首团。

今年正值深圳经济特区
建立40周年， 罗湖区审时度
势，适时推出“漫步罗湖”特
色一日游项目， 通过充分挖

掘红色旅游资源、 整合优势
特色产业、 讲好改革开放故
事，活跃辖区吃、行、住、游、
购、娱的旅游要素，集聚人气，
带动消费，进一步提高罗湖区
产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文 / 林园

“漫步罗湖”特色一日游项目启动

体味时代变迁 畅游休闲都市

题 2020年 6 月 8 日 / 星期一 /�要闻部主编 / 责编 杨清华/�美编 湛晓茸/�校对 朱晓明专 A5

“在许多人心目中，罗湖是
一个老城区。 这次推出的旅游路
线是罗湖的‘小缩影’，让我们更
加了解罗湖。 它不仅有历史、有
故事，也充满了生机和现代感。 ”
万飞是“漫步罗湖”首发团的体
验市民之一，虽然在罗湖生活了
多年，但在同一天走遍罗湖这么
多地标和景点，还是第一次。“不
管哪个年龄段的人， 都能通过
‘漫步罗湖’， 深入了解罗湖魅
力。 ”她感言。

“老罗湖”有着许多“宝藏”
景点： 作为改革开放的发源地，
这里有创造了“三天一层楼”“深
圳速度”的国贸大厦，有全国最

早的万元户村渔民村，有深圳最
早的口岸、 也是人流量最大的陆
路口岸罗湖口岸。“新罗湖”同样有
着许多国内外知名的“闪光点”：全
国珠宝看深圳、 深圳珠宝看水贝，
水贝是全国最大的珠宝批发市场；
国内首家大型家居饰品专业
MALL，中国家居饰品行业的领跑
者艺展中心也位于罗湖。

此外， 这里生态资源丰富：
仙湖植物园、深圳水库、梧桐山、
东湖等胜地都坐落于罗湖，其中
仙湖植物园集植物收集、 研究、
科学知识普及和旅游观光休闲
为一体，是国内观赏植物科学研
究的重要基地之一。

◎一条线路 一个城区缩影

“漫步罗湖”线路选取了极
具代表性的地王观光景区、仙湖
植物园、 老东门以及国贸大厦、
渔民村等作为游览点和车览点，
通过这些点来讲述改革开放故
事，介绍深圳建设的过去、现在
和未来，让游客在游览“罗湖一
半山水一半城”的美景中，体味
罗湖四十多年来时代变迁的沧
桑记忆。 此外，线路也为游客提
供休闲时尚的都市旅游新体验。
游客可以在珠宝博物馆感受自
然之宝、设计之光；在艺展中心，
流连于隐藏在闹市中的创意栖
息地，尽享生活美学。

“旅游 +”还将源源不断地
释放能量。 罗湖区是重要的旅游
集散地，众多知名旅行社聚集在
此，不断创新、发展，引领着“从
深圳出发看世界”的浪潮。 今年
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毒给旅
游业按下了暂停键，旅行社业务
受到重大影响。 日前，省文化和

旅游厅宣布省内游开放，让行业
看到了重启的希望。 罗湖区选择
在这样的时间点，正式启动一日
游项目，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一方面是希望讲好改革开
放故事，促进文旅融合、商旅融
合；另一方面，希望借助
一个有仪式感的活动，
重振旅游企业的经营信
心， 重燃消费者的
旅游热情。 我们也
希望以此为起点，
积跬步以至千里、
汇小流以聚江海 ，
政企同心、
行业携手 ，
去期待和迎
接 行 业 全
面 复 苏 的
春天。 ”罗
湖 区 副 区
长 陈 龙 兴
表示。

◎“旅游+”促产业加快回暖
随着一日游项目的落地，接

下来，罗湖区也将根据运营情况
和市场需求， 对产品进行拓展，
设计不同的游览路线，甚至进一
步对接区外资源， 进行优化组
合，让市民游客有更多的选择和
体验。

罗湖区现有旅行社 440 余
家，实体旅行社数、出境旅行社
数分别占全市总数的近 50%和
60%。 目前，在多方拉动下，该区
旅游业回暖加速。国旅（深圳）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成杨
介绍，目前该公司的业务有所增
长， 省内游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了 30%－40％。“政企合作重
振了旅游行业信心，接下来我们
还将在产品上下功夫， 在原有产
品的基础上进行拓展升级，满足游
客更多需求和体验。 ”成杨表示。

罗湖旅游行业协会会长陈
穗介绍，接下来，这条“一日游”
线路还将不断升级。“我们还将
继续深挖罗湖的旅游资源，目前
是‘标准版’的旅游路线，接下来
还计划推出‘精华版’、“美食游”
和‘亲子游’等路线。我们还在与
大鹏新区和周边城市对接，推出

‘联动版’的路线，比如‘漫步罗
湖、戏水大鹏’游。 ”陈穗透露。

◎产品项目还将继续拓展

推广价：80 元/人 ，包含两
个 A 级景区 （仙湖 、地王 ）的门
票 ，商务午餐套餐 ，下午茶 ，全
程导游讲解 ，专业导购解说 （水
贝万山 、艺展中心 ），以及特别
定制的艺展中心小礼品和防疫

礼包。
游览点：仙湖植物园 、水贝

万山珠宝产业园 、珠宝博物馆 、
ADC 艺展中心 、 地王大厦 、东
门商业街 ；国贸大厦 、渔民村 、
罗湖口岸（车览点）。

“漫步罗湖”一览 旅游团全程将严格遵循防疫
相关要求 ，让游客安全出游———在
游客报名前，旅行社工作人员会检
查游客 “i深圳健康码 ”，了解游客
身体情况及过往生活轨迹，符合条
件方可报名 ；出行前 ，随团导游会
在上下车和游玩途中为游客测量
体温并进行登记 ， 并向游客赠送

“安心出行小礼包 ”（包括口罩 、湿
巾、洗手液等）；交通方面安排33座
旅游巴士，在恢复发团初每团只接
收不超过20名客人，并对旅游车辆
进行一天两次的全面消毒并配备
免洗洗手液 ；用餐方面 ，餐厅将合
理安排就餐座位 ，加大用餐间距 ，
实行 “分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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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三个“全国海洋宣传日”
主题：“保护红树林 保护海洋生态”

广州的红树林分布在哪？
以后的面积会更大

广州市海域处于珠江水系的虎
门、蕉门、洪奇门、横门4大口门入海
口，地处珠江口湾顶，北起广州港的
黄埔港区西港界，向东至东江北干流
增城三橱口， 向西至洪奇沥与中山
市交界，向南至伶仃洋进口浅滩处，

海域总面积约为399.92平方公里。
根据广东省政府颁布的全省

各地市最新海岸线修测统计结果，
广州市大陆岸线总长157.1公里。
广州的海岛一共14个， 其中有居
民海岛5个，无居民海岛9个。

近年来，广州市在发展海洋
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工作中取得
了不俗的成效。

———高位谋划，海洋工作机构
机制得到新加强。 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的重要论
述和对广东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
划纲要》关于“大力发展海洋经济”
的战略部署，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致2019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贺
信精神，研究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
以更大力度、 更高标准发展海洋经
济、建设海洋强市。整合海洋资源管
理职能，加强部门沟通协作，为新时
代全市海洋事业发展奠定基础。

———规划引领， 陆海统筹海洋
工作谱写新篇章。结构性完善广州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以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为约束和指引， 促进“多规合
一”，将海洋生态红线、海洋功能区划
与国土空间规划衔接，融入全市自然
资源管理“一张图”。 以海岸带为轴，
谋划全域发展，筹备编制“十四五”海
洋经济发展重点专项规划、 海岸带
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等专项规划。

同时，强化管控，海洋资源管
理和服务能力得到新提升。 重点
推进围填海、海洋环保、海砂治理
等难点事项，严格管控围填海，推

动落实岸线占补制度。 制定实施
《阳光用海方案》和《关于优化海
域使用金注记流程》，简化申请报
批材料，提升服务企业效率，推动
海洋事项可容缺受理。

———生态为本，构筑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新屏障。 落实省级海岸线
生态修复专项资金项目，打造和谐
亲水空间。 开展海洋生态修复业
务培训， 提升海洋生态修复理论
和业务技能， 启动海岸带保护与
利用综合示范区建设。 加强陆源
污染物防控， 提高涉海项目环境
准入门槛，做好入海排污口排查、
监测、整治、管理。 提升船舶污染处
置能力，落实船舶港口污染物接收
现场监督管理和联单制度、联合监
管制度， 强化海上污染防治力度。
2019年，广州市入海河流水质稳定
达标， 近岸海域水质稳中趋好，海
水水质主要污染要素无机氮和活
性磷酸盐平均含量同比下降明显。

———聚焦安全， 建立海洋灾害
观测预警新机制。修订《广州市海洋
灾害观测与响应预警预案》，健全海
洋灾害观测预警机制， 组织年度预
警演练。 强化观测系统和设备的运
维管理，加强台风期间灾害性海浪、
风暴潮等观测预报， 普及海洋灾害
与防范知识，提升公众海洋意识。

与此同时，广州精准发力，为
海洋经济产业发展增加新动能。
组织海洋经济专题研讨， 开展海
洋经济统计核算， 促进新旧动能
转换和海洋产业能级提升， 推动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资料显示， 港口交通运输业
稳健增长。2019年，广州港集装箱
航线总数达217条（其中外贸航线
111条 ）， 完成货物吞吐量6.27亿
吨，集装箱吞吐量2323.6万标箱，
货物吞吐量居全国和世界第四，
集装箱吞吐量居全国第四和世界
第五。在2019年新华·波罗的海国
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中， 广州国
际航运中心排名跃升至第16位。

同时， 船舶海工装备制造业
集聚发展。 以中船龙穴造船基地
为核心， 打造高端船舶海工产业
集聚区。 成功建造世界第一艘沉
管运输安装一体船“一航津安1”
号、 首艘自主知识产权且建造周
期最短的管道挖沟动力定位工程
船“海洋石油295”号、华南地区首
座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精铟1
号”等海洋高端装备，交付全球首
艘双燃料高速豪华客滚船、 最强
饱和潜水支持船“海龙”号等。

值得一提的是，滨海旅游新业
态提质升级。培育完善邮轮产业链，
2019年11月17日在南沙国际邮轮
母港举办开港首航活动， 广州港靠
泊出入境邮轮93艘次， 接待出入境

旅客44.2万人次，保持全国第三。
现代海洋渔业绿色高质发

展。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加快推进
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支持南沙、
番禺等区创建现代渔业园区。 南
沙区获批建设省级渔业产业园。

推动海洋金融产业创新。 探
索航运金融创新， 航运保险要素
交易平台在南沙正式上线。 促进
南沙融资租赁业发展， 实现全国
首单船舶资产离岸交易。

培育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
业。 组织企业参加2019中国海洋
经济博览会，支持中小涉海企业参
加投融资路演活动，支持海洋工程
装备、海洋电子信息、海上风电、海
洋生物、海洋公共服务、天然气水
合物等海洋六大产业发展。

提升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
力，推动海洋务实合作。成功举行
2019年世界港口大会， 全球50多
个国家和地区近 1200名代表与
会，规模为历届之最。发挥南沙邮
轮产业和海洋科技集聚优势，成
功举办2019年第十四届中国邮轮
产业发展大会暨国际邮轮博览会
和首届“海丝论坛”暨海洋科技创
新与产业发展研讨会。

强强联合， 共建海洋科技基
础设施新平台。 推动建设南方海
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 （广
州 ），争取一批涉海国家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落户广州。

登顶地王大厦，可以俯瞰罗湖美景

广州海洋资源“家底”：拥有14个海岛A

出招：发展海洋经济 保护海洋生态B

知多D 红树林———消浪先锋、海岸卫士

文/赵燕华 穗规资宣

岩石淤泥，牢牢地抓住它们，
脚与脚相通，手与手相牵
就这样相拥，只为对大海的守望
葱绿的衣袂，漂浮在海岸之上
倦鸟归巢，你是谁爱的港湾
……

一首关于红树林的诗， 勾起人们对红树
林美丽风光的遐想。

今年6月8日，是第十二个“世界海洋日”
和第十三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的主题是

“保护红树林 保护海洋生态”。 记者从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广州市红树林分布于
南沙区和番禺区，主要有蕉门河红树林、南沙
湿地公园红树林、石楼红树林和化龙红树林。

与此同时， 广州将进一步增种红树林，扩
大红树林规模，为保护海洋生态做出贡献。

广州港货物吞吐量居全国和世界第四C

广州市红树林逐个睇D
大虎岛（图片来源：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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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是全国红树林分布面
积最大的省份， 近年来省级财政
加大对海洋生态修复的支持力
度，广州市主动谋划，积极申报，
已获省专项资金支持， 将进一步
增种红树林，扩大红树林规模，为
保护海洋生态做出贡献。

6月5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公布了广州红树林“家底”：广州市
红树林分布于南沙区和番禺区，主
要有蕉门河红树林、 南沙湿地公园
红树林、石楼红树林和化龙红树林。

南沙区
蕉门河红树林：分布于蕉门

河口 ， 蕉西水闸以南 ， 面积约为
0.67平方公里 ， 红树植物群落主
要为无瓣海桑 、秋茄 、桐花 、老鼠
簕 、木榄等 ，虽然规模不大 ，但生
态价值高，景观效果好；

南沙湿地公园红树林： 分布
于十九涌 ， 面积约为2平方公里 ，
红树植物群落主要为红树和半红
树 , 其中真红树有11种（如：卤蕨、
桐花树、无瓣海桑、海桑 、木榄 、秋
茄 、白骨壤 、老鼠簕 、角果木 、海
漆 、 拉关木 ）， 另外4种是半红树
（如 ：银叶树 、海芒果 、水黄皮 、杨
叶肖槿 ），南沙湿地公园成为广州
红树林生长的名片 ， 已经打造成
集科普、旅游为一体的文化基地。

番禺区
石楼红树林： 分布于番禺区石

楼镇狮子洋水道、莲花山水道，红树
林面积约为0.81平方公里，红树植物
群落主要为海桑、秋茄、桐花、白骨壤。

化龙红树林：分布于番禺区化
龙镇珠江河畔，红树植物群落主要
为无瓣海桑、秋茄、桐花、水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