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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外
,

对当地旅游业的

发展
,

对 自然 变迁的科普教育都是十分有益

的
。

这一珍贵的 自然遗迹
,

很早 以前就被 当

地居 民所发现
。

但由于对 它的价 值 缺 乏 认

识
,

因而
,

在阳年代
,

当地的牡砺礁 曾被作

为烧壳灰的原料而大量采挖
,

使原有的牡蜘

礁分布状态受 到一定的破坏
。

古森林遗迹也

由于人为和 自然的破坏
,

目前已 所 见 无 几

了
。

人为和 自然因素
,

不断地使古森林及牡

砺礁遗迹受到破坏
,

为使这一 自然遗迹能更

好地为 科学及社会有关方 面作 贡 献
,

设 立

一个保护 区
,

加强对其保护
,

是十分必要

的
。

流
,

以及使 其重要的科学价值与保护区等级

相当
,

因此
,

以国家级保护区的形式予以保

护比较适宜
。

( 2 ) 古森林的实际分布范围及原 始 生

态
、

深沪湾的变迁与构造运动的关系
、

牡砺

礁的形成过程及形成环境等 尚需作更深入的

探讨
,

以为 保护区建设及科学研究提供更为

充实的依据
。

四
、

讨论

( 1 )同处在深沪湾潮间带上的古 森 林

及牡蜘礁遗迹
,

具有多方面的科学价值
,

是

全新世构造运动和海陆变迁遗留下来的宝贵

证据
。

类似这样组合的自然遗迹
,

在世界上

也是罕见的
。

根据 《中国自然保护纲要 》
,

该项遗迹应列为保护对象
。

为充分发挥这一

自然遗迹的作用
,

以利于 国内外的研究和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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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海岸侵蚀严重 治理海堤刻不容缓
尹。S考鞍

滨海县位于黄河南泛夺淮冲积 而成的海

滨平原
。

境内海堤全长 54
.

9公里
,

海岸线为

粉 砂土质
。

黄河北归后
,

由于大量泥沙来源

断绝
,

在风浪潮流的袭击下
,

滨海县海岸线

严重蚀退
,

近百年来蚀退 17 公里
,

年平均蚀

退 达 1 50 米 ; 同时
,

滩面每年还 以10 ~ 15 厘

米的速度蚀降
,

近二十年来
,

滩面高程从海

拔 1
.

6米测降到海拔
一 1
.

5 米
。

废 黄河 口两侧

邓个村庄 已经沦为茫茫大海
。

解放后
,

先后挖土 2 5 0。万方
,

修筑海堤

5 4
.

9公里
,

并先后投资 1 8 70 万元
,

兴建五座

挡潮闸
, 1 0

.

5公里的海堤干砌块 石 护 坡 工

程
,

使该段海岸蚀退得到了一 定 程 度 的控

制
。

特别是丁坝
、

顺坝工程
,

有效地削弱近

岸滩面的风浪及沿岸水流的 剧 烈 运 动
,

充

分发 挥 了促淤保滩作用
,

治理效果 十 分明

显
。

但是
,

由于治海耗资巨大
,

加上滨海县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经济比较贫困
,

尽管省
、

市水利部门拨出一

部分经费
,

滨海也多次组织群众开展治海会

战
,

仍然难以对海堤实行根本性治理
,

滨海

海堤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形势
。

1 9 8 5年以

来
,

治理工程已多次发生大面积毁坏
。

据不

完全统计
,

已毁坏干砌块石护坡 3
.

6 万平方

米
,

摧毁堆堤 22 公里
,

外海堤荡然无存
。

这

种毁坏呈 日趋严重之势
, 1 9 9 。年十五号台风

一次性水毁干砌块石护坡 3 1 73 米长
,

面积

2
.

3 万平方米
,

毁堤1 9 70 米
,

损失土方 14 万

方
。

全县海堤险象环生
,

频频告急
。

目前不

但讯期水毁
,

即使冬春高潮期间也会发生大

面积水毁
。

特别是没有搞块石护坡的 3 0多公

里海岸
,

每年仍以15 一30 米的速度蚀退
,

主

海堤全线岌岌可危
。

在这种严重韵情况下
,

如果不给以必要的投资
,

控制险情发展
,

倒

堤毁岸将不可避免
,

带来后果将是极为严重

的
。

1
.

首当其冲的是滨海沿海的 振 东
、

二

普
,

淤尖
、

临淮四个乡
,

盐场和对虾场等
,

共15 万人 口
、

22 万亩土地
,

这些地区的财产

田地不但毁于一旦
,

人 民生命也难于保障
,

经济损失估算在 1亿元以上
。

2
.

滨海段一旦决堤
,

苏北灌溉总 渠 北

的滨海
、

卓宁两县21 个乡镇 89 万人 口
、

1 10

多万亩耕地直接受到影响
,

人畜失去饮水
,

土地遭受卤水浸透
,

20 年内难以恢复正常生

产
。

那样
,

这一地区将倒退几十年
,

更谈不

上实现第二步战略 目标了
。

3
.

滨海海岸处于江苏省苏北海岸峰端
,

从宏观上讲
,

实质上成为苏北海岸段伸向大

海的一个天然
“

丁坝
” ,

对保护苏北74 0公

里长的海岸
,

起着防潮屏障的作用
。

如果这

一峰端被完全蚀退
,

那么汹涌的海流将对滨

海以南的苏北海岸线全线出击
。

治理的地段

到那时就不是现在的几十公里
,

而是几百公

里了
。

事实上由于滨海近年来海岸严重蚀退
,

致使海流顺向南侵
,

使与滨海毗邻的射阳海

岸正在由淤积型向侵蚀型转 化
,

部分岸段不

但停止淤长
、 而且开始蚀退

。

滨海海堤治理刻不容缓
。

根 据 近 年 的

实践
,

要从根本上治理好这一段 侵 蚀 性 海

岸
,

必须实行护岸保滩治理方案
,

在修筑海

堤块石护坡的同时
,

结合修筑块石顺坝
、

丁

坝群破浪消蚀
。

按照这一方案
, “

八五
”

期

间必须完成下列工程
,

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这

一段海岸不 出问题
。

1
.

护岸工程
:

原1 0
.

5公 里干砌块石 护

坡有7公里需要改建
,

需投资 1 0 15 万元
。

续建

灌砌块石护坡 2 2
.

5公里
,

需经费3 60 0万元
。

2
.

保滩工程 (块 石 顺坝
、

丁坝群 )
:

首先搞好6个节点的保滩工程
,

每点两公里
,

12 公里顺坝
、

丁坝群
,

需经费3 3 6 0万元
;
然后

续建节点以外保滩工程 1 4
.

4 公里
,

需经费

4 0 3 2万元
。

以上工程共需投资1
.

2亿元
。

这项 工 程

可 分两期进行
。

前三年重点搞好护岸工程和

部分危险节点的保滩工程
,

共需经费6 0 00 万

元
。

后两年再搞好全线配套整修工程
。

治海

工程是一项投资浩大的工程
,

象滨海这样一

个财政补贴县是无法承受的
。

在发动当地干

群做好上方工程的同时
,

建议国家象重视大

江大河治理那样
,

重视大海的治理
,

并将此

项工程列为国家治海专项工程
,

三年内投资

5 0 0 0 万元
、 “

八五
”

末达到1 亿元
。

再加上

省
、

市投资
,

滨海段海岸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

问题
。

那时
,

滨海人民的生命财产
,

整个苏

北 7 4 0公里长的海岸
,

80 0多万亩的滩涂就可

以得到有效的保护
。

(韩立坚 董春先 )

中共江 苏省滨海县委 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