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城市读本2023年5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林炜 设计：徐霖海 校对：李嘉强

官方微博@海西晨报 官方微信 haixichenbao 太阳网www.sunnews.cn 新闻热线 8080000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记者

昨日从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获悉，经财政部和自然资源部

组织竞争性评审和公示，今年，

厦门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项目获得了4亿元中央财政资

金支持，包含2023年奖补资金

2.4亿元。

据悉，该项目包含下后滨段

海岸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和九溪

口—大嶝大桥段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历史上，下后滨段海

岸分布有沙滩，但由于养殖围垦

等因素影响，该岸段沙滩退化，

海岸防灾减灾能力差。而九溪

口段互花米草的大量入侵，严重

威胁到该岸段天然红树林的生

长和扩散。因此，开展这两段的

修复具有重要意义。

该项目总投资金额 6.2 亿

元，项目实施后，将改善同安湾

和大嶝海域生态环境，增强海岸

生态减灾能力，维护生物多样

性。按照修复工程规划，下后滨

段工程建设内容为：退塘还滩面

积 13.67 公顷，生境恢复面积

23.65公顷，沙滩恢复长度1.4千

米，后滨植被修复面积1公顷。

九溪口—大嶝大桥段工程建设

内容为：红树林修复面积25.6公

顷，互花米草清除面积90.96公

顷，改善水动力清淤面积122.94

公顷。

据了解，近年来，厦门多措

并举，不断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工作。近三年，厦门修复沙滩

长度2.2公里、种植红树林44公

顷 ，自 然 岸 线 保 有 率 达 到

18.3%。

厦门一生态修复项目获中央财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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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亿元！

晨报记者陈起鸿通讯员张强

“在‘家门口’就把这些课听

明白了，以后可以安心出海迎接

大丰收啦！”5月16日上午，厦门

市渔港渔船管理处在渔村琼头开

展今年首场渔业船员基本安全培

训，听课的渔民林建家高兴地说

道。

记者了解到，市渔港渔船管

理处将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聚

焦课程精品化，围绕渔业安全生

产主题，邀请各大海洋高校教师

用接地气的方式为渔民授课，在

最大程度便利渔民的同时，有力

地促进了全市渔业安全工作的有

序运行。

培训内容与时俱进
16日10点多，林建家就来到

了村中的文化剧场，与同村渔民

打着招呼。为了上课，他前一天

晚上早早就休息了，把精神养

足。当天早上出门时，他特地带

上了纸笔。来到现场后，他像往

年一样认真听课，记下重要的知

识点。

据了解，当天现场来了70多

名渔民，市渔港渔船管理处工作

人员用闽南话亲切地开场，随后

讲述本周授课内容，过程穿插近

期发生的海上安全事故，不断提

醒渔民出海时要小心。

“安全肯定是第一位，能在村

里听课，真的很方便。”林建家告

诉记者，村里有不少人世代捕鱼，

靠老一辈传授出海经验；但现在

时代变了，有了新技术、新设备，

老一辈人的经验不够用了。“那些

好用的新装备，有人教，大家才学

得快。”林建家说，培训内容与时

俱进，对渔民来说非常实用。

从落水正确求生，到各式新

设备使用方法……当天现场教学

从室外实操课开始，授课老师专

程带来教学用具，亲身示范各种

标准动作，讲解使用要点；并随机

邀请渔民进行操作，指出不标准

的地方，使渔民后续能操作规范。

休渔期间每月都将授课
实操课结束后，紧接着就是

理论教学。教学开始前，林建家

收到了一本安全知识宣传册，上

面详细写着日常出海注意事项，

从消防常识到落水自救等应有尽

有，图文排列清晰，方便渔民阅

读。

优秀的师资力量，是高质量

授课的保障。当天理论教学邀

请到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老

师陈国良授课，他声情并茂地向

渔民们介绍了课程要点。值得

一提的是，很多授课老师之前就

有海上作业的经验，不光能讲知

识，各种例子也是信手拈来，把

课上得很生动，渔民们乐意听，

也听得懂。

如今，培训不单单是听课，还

有理论与实操考试；而只有通过

考试，才能领到相关证件。林建

家告诉记者，大家每次都听得很

认真，因为这样才能“考个好成

绩”，伏季休渔结束后才能正常出

海。

厦门市渔港渔船管理处渔

港管理科科长余炎烽表示，到渔

村上课是海洋单位的传统，长期

以来，课程质量始终是他们把关

的重点，从原先的工作人员自己

讲，到如今聘请各大海洋高校老

师讲，课程内容持续调整优化。

多年的下乡经历，也让市渔

港渔船管理处工作人员和渔民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出海遇到难

题，或是想了解新政策，我们给工

作人员打个电话就知道答案了。”

林建家笑着说。

接下来，市渔港渔船管理处

还将走进多个渔村，根据渔民反

馈，提高课程“含金量”，把最新且

实用的安全知识送到渔民“家门

口”。伏季休渔期间，课程将按照

计划每月固定开展，直到伏季休

渔结束为止，让这些知识能真正

深入渔民的心中。

渔民为“家门口”的安全培训课堂点赞

“能在村里听课，真的很方便”

授课老师为渔民示范正确的落水求生姿势。记者唐光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