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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网络上搜索“盐洲岛”，可以
看到很多网民推荐的好去处。其中，最
为热门的景点是杨屋古村的“黑排角”。
大家在海边所见的礁石，基本都是灰白
或灰褐色。但在黑排角，却可以看到一
排排黑黝黝的礁石深入海中，层层鱼纹
型长浪从远处汹涌扑岸，怒涛撞石，飞溅
起了浪花，十分壮观。靠近一点海边，还
可以感受到大浪拍石时所产生的水雾。

站在高处远眺，黑排角一边是黑色
的礁石群，一边是洁白的沙滩。走近礁
石群细看，它们全身粗犷，有些还布满大
小孔状，外形犹如经过了鬼斧神工，酷似
一块一块“木头”。据了解，黑排角的礁
石为岩浆岩，经海水冲刷形成，黑色礁石
与沙滩沿考洲洋入海口东海线延伸，形
成极富特色的地质景观。

近年来，由于这里风景优美，景观独
特，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他们选择
在此垂钓、赶海、露营、拍摄，还有一些新
人专门来拍婚纱照。“我们以前一直是叫
它‘排仔’，大概是从 2008 年开始，很多
游客到此游玩，因礁石多为黑色，且看起
来是一排排的，就被网友们起名为‘黑排
角’。”杨屋村村民杨灿豪告诉记者。

据了解，黑排角地质自然公园将在
此建设，以特色黑排礁地质保护与科普
展示为主导功能，同时依托自然山海资
源，发展自然景观游览、特色文化体验、
户外活动开展、休闲旅游度假等旅游项
目。该公园规划区总用地面积为 10.65
平方公里，规划期限为 2022-2031 年。目
前省级地质公园的申报材料已提交省市
林业主管部门，相关部门也正在同步开
展总体规划编制工作。

黄埠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以前盐洲岛和现在的西冲村、三洲
村等地属于大洲渔盐公社，后又改称为大洲区公所。1987年撤
区建镇，大洲根据规定，复名“盐洲”，建制盐洲镇，成为了惠州
唯一一个海岛镇。后来，2006年撤销黄埠镇、盐洲镇，并入吉隆
镇，镇政府设在吉隆。2008年黄埠、盐洲从吉隆镇析出，两者合
并设立黄埠镇，镇政府设在黄埠。

多次区域变更，盐洲岛居民的生活并没有被打乱，他们依旧
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同时岛内学校、医院、商店等各种公共
服务逐渐完善。然而作为一座海岛，岛内缺乏桥梁与外界联系，
村民出行全靠木船摆渡，许多所需物资都要船运，生活往来极不
便利。

20世纪90年代，盐洲西部跨海大桥的建成通车后，才结束
了盐洲岛陆路交通封闭的历史。不过，该座大桥只是使盐洲经
铁涌出平海、至稔山的公路交通顺畅。岛内的居民想到黄埠镇
上，交通首选依旧是乘船。“黄埠就在盐洲对面，乘船过去最快，
不需要过桥绕到铁涌再折返到黄埠。当时的人、自行车、摩托
车、汽车等还是靠乘船到黄埠镇。”林境奋说。

直到2012年底，盐洲跨海大桥建成通车，使得黄埠、盐洲连
成一体，交通网络全面交融贯通。岛上居民才摆脱依靠渡轮与
外界往来的低效交通，也正式打开了盐洲岛对外开放的大门。
据了解，盐洲跨海大桥北起黄埠望京洲村，南连盐洲联新李甲村
海堤，是惠东县2008年度“十大重点工程”之一，总投资金额为
1.9亿元。

近年来，随着盐洲岛交通出行便捷，岛内碧蓝晶莹的大海、
霞光万道的日落、连片成林的红树林、成群结队的白鹭……这些
最原生态、最纯粹的自然风光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各地游客纷
纷前来岛上的景点打卡。如今，在网络上，关于“盐洲岛”的各
类游记攻略、摄影指南琳琅满目，网民们也是纷纷表示：“要去
白沙村看红树林美景、欣赏鹭鸟翩跹。”“要到海岛沙滩上露营、
野炊、赶海。”“要去岛上体验出海捕鱼和古法制盐。”“要登观音
山纵览盐洲岛全景。”……

随着游客量增多，曾经靠海吃海的盐洲岛居民们，纷纷琢磨
起“新岗位”“新角色”，开始享受生态旅游带来的实惠。他们当
中的一些人，果断转型“旅游+”。“岛上不少村民开起了民宿，每
逢节假日，游客都会住得满满的，还会给游客提供各种游玩项
目。我以前要出海捕鱼，每天早出晚归，五年前也开始开船带游
客出海观光，每年都有四五万元的收入，没那么辛苦了。”老林
告诉记者。“从2016年开始，盐田对外开放，逐步成为岛内一个
旅游目的地。每逢寒暑假，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参观盐田，
了解盐的制作流程，一天最多要接待100多位游客。”林境奋说。

“目前黄埠正持续加大考洲洋、盐洲岛的生态环境保护力
度，一方面多措并举开展入海排污口清理整治工作，加快完善盐
洲片区污水处理配套设施建设，改善考洲洋周边的水质环境。
另一方面推进考洲洋海岸线修复，重点加强对红树林、滨海湿
地、海堤、海岸线等方面的保护。”黄埠镇有关负责人介绍，后续
计划依托盐洲岛丰富的自然资源，不断夯实旅游基础设施，完善
旅游发展要素，提升旅游服务品质，推进“旅游+”融合发展，将
资源优势变成发展胜势。

据《黄埠镇志》记载，自明朝万历
年间起，盐洲岛便陆续有福建沿海一
带的渔民在岛上定居。明清以后，因
政府鼓励，从中原和梅州流入的人逐
步增多，同时福建、潮州等地的人也不
断流入，从而使岛内居住的人愈来愈
多。

由于盐洲岛是内海考洲洋中的岛
屿，岛内气候适宜种植水稻、蔬菜等作
物，再加上地处海边，拥有得天独厚的
渔业、盐业资源，因此岛内的居民长期
以盐、渔、农业为主。其中盐业一直是
沿海地区的传统产业，故该岛又因盐
而兴，亦因盐而名。

史料记载，在清乾隆时期惠东三
大盐场分别是大洲、稔山和东海。据
清末盐法志书记载：“大洲场坐落惠阳
县东，相距约一百六十里，俗名盐
洲。”由此可知，大洲便是盐洲岛的曾
用名。

《黄埠镇志》记载，盐洲（大洲）境
内盐产量在清初年间就颇具规模。乾
隆 三 十 六 年 (1771 年)，大 洲 产 盐
200880 包(每包 83 公斤司码)；乾隆五
十五年(1790 年)，产盐 186744包(每包
83 公 斤 司 码) ……1940 年 ，产 盐
765989 市担 ( 每 市 担 50 公 斤)；1946
年，产盐 190000 市担 ( 每 市 担 50 公
斤) 。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抓好盐田基
本建设和技术改造，大洲盐场盐产量
逐步增加。从1950年至1959年 10年
间，产盐 17444.7 吨 ( 含 黄 埠 产 区)；
1960 年 至 1969 年 10 年 间 ，产 盐
17940.9 吨；后从1978年开始，盐产量
呈较大幅度下降趋势，当年大洲区产
盐7744吨，比1968年下降了60.3%。

1993年后，随着盐区生产结构的
调整和盐田转产，盐田面积和原盐产
量锐减。1998 年惠州全市产盐不足
800吨，2000年仅有298吨，其中绝大
部分产自惠东的盐洲、稔山等几个地
方。2001 年以来，包括盐洲、稔山在
内的整个惠州市地区已没有生产原
盐，销区食盐供应主要靠外区、外省调
进，从而基本结束了食盐自供自给的
历史。

如今，在盐洲岛上，联新村的八号
盐町还保留着少量盐田，但也仅有25
亩。1987 年出生的盐町主林境奋是
地地道道的盐洲岛人，他介绍，族谱记
载，祖宗从福建莆田迁居而来，从第八
世就开始晒盐，至今有近 300 年的晒
盐史。

“听老一辈口口相传，以前岛上大
部分都是盐田，大多数村民都从事晒
盐行业。在我小时候，还能在岛上的
盐仓看到，用布盖着的盐山。那时政

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前来收盐，并打
包运走。”他说，后来村民改行从事水
产养殖或者其他行业。现在这里是岛
内最后一片完整的晒盐场，还保留着
古老的制盐工艺。

据他介绍，以前盐田生产主要有
晒水与晒沙制法两种，后来淘汰了晒
沙法，大部分村民采用晒水法。该方
法首先将大潮时的海水引入储备池静
置，使杂物沉降。其次采用梯田式晒

水，将静置完毕的海水引入晒水池，经
日晒蒸发后，海水含盐度达到一定程
度时，依次引入到下一个晒水池，通过
7次晒水，不断沉淀杂质，提高海水含
盐度。最后将含盐度达到 20 度的海
水抽入产盐池，并撒播盐种，在海水结
晶达到一定厚度时，用盐耙把盐刮
起。“每年只在秋冬时晒盐，目前盐田
还能生产 3 万到 5 万斤，周边的居民
会前来购买。”

来到黄埠镇，穿过繁华的街道，
来到盐洲大桥前，只见这座大桥架于
烟波浩渺的大海上，如长虹般横跨在
黄埠与盐洲之间。沿着宽阔的双向4
车道桥面缓慢行驶，在进岛之前就可
以沿途欣赏桥、海、岛、村相互辉映的
秀美风光，如画如诗的景象让人陶
醉。进岛后一路前行，道路两旁没有
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普遍是三四层
楼高的民房，岛内也没有熙熙攘攘的
车流，放眼皆是惬意的田园风光。置
身于盐洲岛，少了一份城市的喧闹，
却多了一份悠闲自在的宁静。

盐洲岛地处亚热带，气候终年温
暖湿润，岛内孕育了四季常青的红树
林，连片成林的红树林主要分布在白
沙、联新、前寮等村。如今，在白沙村
旁的红树林湿地公园，潮水退去时，
定眼细看，滩涂上数不清的鱼、虾等
生物纷纷“登台唱戏”。

“我们村祖祖辈辈靠海生活，红
树林一直都帮助我们挡住海浪侵袭，
而且红树林里物种很丰富，小时候还
经常去里面抓鱼、虾、蟹等。后来红
树林面积慢慢减少了，鱼虾也少了很
多。现在通过重新种植红树林，生态
正在逐渐恢复。”60岁的老林从小在
白沙村长大，他指着红树林介绍，以
前的红树林都是自然生长的，根系发
达，树木虽然矮小但很茂密，如今外
围那些比较高的红树林都是后面种
植的。

“听老一辈的村民说，红树林还
是我们的保护伞。以前日本侵略者
从黄埠过来盐洲，村里400多名村民
来不及逃走，就躲进红树林里避难。
他们明知村民在红树林，却不敢进
去，只好用机枪扫射，却没有一个人
受伤。”他告诉记者。

在观鸟台上远眺，可以看见大片
红树林郁郁葱葱，栖息在枝头的鹭鸟
犹如繁星点缀其间。红树林湿地公
园护林员之一的林惠庆介绍，多年以
前，这里是另一番光景，当时捕捉鸟
类、破坏滩涂、乱砍红树林等现象时有
发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后来才
逐渐将红树林保护起来。“现在每天都
会对红树林区域进行巡查，观察鸟类
是否受伤、红树林是否被破坏，并清除
其中的垃圾、杂物等。”他说。

据了解，红树林在净化海水、防
风消浪、固碳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
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有“海岸卫
士”“海洋绿肺”美誉。2014年以前，
由于各种原因，考洲洋红树林面积不
足500亩。随着惠州积极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恢复濒
临失衡的海域生态环境，不断加大力
度整治考洲洋沿岸，红树林逐渐恢复
到近万亩面积，成为惠州乃至广东的
一张生态名片。

如今，盐洲岛的红树林常年栖息
着成千上万的野生白鹭。它们归巢
之际，会从不同的方向飞抵红树林上
空，时而空中盘旋，时而停歇树梢，时
而轻巧飞进林间，场景十分壮观。

其实，不只是盐洲岛，整个惠州
的生态环境都在不断改善，珍稀鸟类
频频现身于此，如海南鳽、东方白鹳
……现在，惠州正成为各种鸟类的栖
息地、觅食地、繁殖地、越冬地。而这
一幕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
面，正是绿美惠州生态建设的生动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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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洲岛位于惠州市惠东县东南
部，南临南海红海湾，是考洲洋内的
一个内陆海岛，总面积近 45 平方公
里。该岛因盛产原盐而得名，原是惠
州唯一一个海岛镇，后在 2008 年并
入黄埠镇。

盐洲岛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
厚。据考证，自明朝万历年间起，福
建沿海一带的渔民陆续在这座岛上
定居。长期以来，岛上气候温暖湿
润，四季常绿，岛内居民以盐、渔、农
业为主，他们与白鹭为伴，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以前居民们想到镇上，最
快的交通方式便是搭乘渡轮，直到
2012年盐洲跨海大桥通车，才结束靠
渡轮与外界往来的低效交通，也正式
打开了盐洲岛对外开放的大门。

近年来，惠州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导向，用心“增绿”“护绿”，努
力推动生态增效、景观增色，这个“与
世隔绝般”的岛，自然风光因此愈发纯
粹、原生态，岛内海景、落日、红树林、
白鹭、盐场等自然景观，逐渐进入人
们的视野，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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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黑排角地质
自然公园

盐洲跨海大桥如长虹般横跨在黄埠与盐洲之间

傍晚，盐农正在用盐耙刮盐 受访者供图
黑排角黑黝黝的礁石深入海中

游客可以在八号盐町了解整套海盐
制作流程，亲身感受耙盐、晒盐

不少外地游客在盐洲岛乘船出海观光

高空俯瞰，白沙村的红树林连片成林，四季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