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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
“从得知认证结果到拿到证书，我们
等待了4个多月。”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
区科研服务和保护推广中心负责人袁
静，清楚地记得核查证书上写着：2020
年灵山岛上因为能源消耗、农业活动与
废弃物处理等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量为5668吨二氧化碳当量，因森林碳汇
产生的温室气体清除量为7001吨二氧
化碳当量。由此可得出灵山岛所产生的
二氧化碳当量为-1333吨。
证书上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倾注

了庞大的工作量。“当时核查了3个多
月，研究团队摸排了165家渔家乐、290
辆燃油车、193艘渔船及2000多名居
民、7 . 3万名游客生产生活全过程碳排
放情况、森林碳汇产生的温室气体清除
情况，才最终获得了核查结果。”对袁静
而言，申报成功只是迈出了“万里长征第
一步”。
“2022年算是摸索、筹备的一年，很
多工作的成效会在今后陆续显现出来。”
回顾这一年的工作，袁静认为最难的是
要建立碳积分体系。“当初的设想是在岛
上筹备碳积分银行，建立低碳积分兑换
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细则如何制订，
却没有一个样本。
“我们一直在研究开发一款小程序，
游客进岛后，实施的一系列低碳行为，比
如说步行、乘坐新能源车、光盘行动、把
垃圾带出海岛等，都会获得一定碳积分，
这些碳积分都是可以兑换礼品的。”这项
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并不容易。网
上查不到已经实施的先例，没有特别成熟
的方法，规则怎么定，程序怎么走，都需要
一点点摸索，“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更让人挠头的是，岛上已经建成的

165家特色民宿和渔家乐，吸引着大批游
客。“这么多人上岛，一方面可以扩大宣传
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但另一方面，如果不
制订好规范，引导游客的行为，也会给‘负
碳’减分。”一年过去，“负碳海岛”的旅游
品牌效应已经初现，在袁静看来，游客的
增加对“负碳海岛”是一把双刃剑。
比如，垃圾是考量负碳的重要指标，

岛上的垃圾每天产出量为1 .5吨左右，现
在已经做到了90%外运，10%通过堆肥
处理。但让袁静感到压力的是，随着游客
的增加，以保护区现有的人力，如何去约
束更多的人选择低碳活动。“游客一旦进
岛，他们的行为累积会影响到海岛的负
碳成效，比如我们引导游客带垃圾离岛，
这样的行为会奖励积分。如果垃圾乱扔，
那肯定不是绿色海岛该有的样子。”

证书背后的民生
“负碳海岛的建设，让海岛变得越来
越宜居了。”谈到一年来的变化，灵山岛
保护区保护管理办公室负责人匙冠敏心
生感慨。在他看来，灵山岛的负碳之路，
不是为了打造低碳的概念，而是“在做民
生的同时，顺便采用了低碳的方式”。
“发展绿色海岛，民宿业是重头戏。
游客来了，要在海岛上短住，以前海岛上
路灯少、垃圾处理散乱、就医不方便，如
果海岛不宜居，那就谈不上发展。”民生
问题，是灵山岛保护区党工委班子开会
经常讨论的热点。
“截至2022年底，岛上已安装209
盏太阳能路灯，实现全岛覆盖；以通过政
府补贴的方式完成家庭清洁能源取暖改
造245户，比例达到33 .2%。仅此一项即
可减少排放88吨二氧化碳当量。在方便
村民生活、出行的同时，又使用了太阳
能、电能等环保能源。”保护区生态环境
办公室负责人周民介绍说，2023年，灵
山岛还要申请10辆微型公交车，也是新
能源车，“既能更好地解决来岛游客的游
览观光，又是环保低碳的出行方式。”
不光有硬件上的设施建设，软件上

也在不断完善。拿岛上居民看病这一项
来说，远隔陆地，交通受天气影响，看病
难一直都是居民的心病。从2008年开
始，西海岸新区卫健局选聘工作人员到
灵山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为每位
居民建立健康档案，在离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较远的村落设置两个固定巡诊点，
每周固定巡诊送药，这些措施都有效解
决了岛上居民买药难等问题。
2022年，灵山岛还引进了急救直升

机应急救援业务，建立起海陆空立体应
急救援体系，工作轨迹不仅遍布全岛3
个行政村、12个自然村，还延伸到灵山
岛周边2 . 2海里海域。一旦有人突发疾
病，救援船舶无法出航，急救直升机会进
行补位转运患者。
“我们刚推行负碳概念时，大部分居
民都不太明白这个新名词。但是他们对自
己的家园是有感情的。保护绿水青山生态
和谐，让家园越变越好，大家是非常支持
的。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分歧。”让周民感
触很深的是，建设“负碳海岛”并不是为了
宣传栏里添一张荣誉证书，每个海岛人
都已把它当作息息相关的“身边事”。

生态保护路漫漫
2023年1月，距收到“负碳海岛”证

书时隔一年，灵山岛保护区又收到一个

好消息：在由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
环境部组织专家开展的2023年中央财
政支持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竞争性评
审中，经过激烈竞争，青岛西海岸新区灵
山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在全国28
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中央财政
资金4亿元支持。
“资金将用于海岛的生态修复和生
态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匙冠敏说，
“山林是灵山岛不可或缺的生态资源之
一，是海岛的‘绿肺’。2022年清理完岛
上2000多只山羊后，岛上的植被还需要
进一步修复，对海岸带要实施植被生态
补植，这个面积就达16 .07公顷。”
为了进一步保护山林，灵山岛保护

区设立全省首个海岛环境资源巡回法
庭，组建了68人的“生态护卫队”。一组
数据显示了这一生态保护行动的成果：
累计制止破坏环境行为217起，救助鸟
类435只，阻截非法进入保护区410人
次……“灵山岛森林覆盖率持续提升，目
前已达到80%。这一数据来之不易，它
的背后是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撑的”。
“受潮湿环境和海水腐蚀的影响，一
些景观也存在风化的危险，随着人类活
动的频繁，这一现象可能会加剧。”匙冠
敏回忆，2020年灵山岛完成了老虎嘴地
质灾害隐患点治理项目，这一区域的山
崖岩面陡立，岩石裸露，无土、无植被，岩
面部分碎石已崩落至坡底下方旅游道
路，产生较危险的地质灾害隐患，对村民
及游客人身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治理项
目在最大限度保护景区原有地质地貌遗
迹的基础上，通过危岩体清理、仿石锚喷
支护、裂缝注浆粘结和防风化处理等一
系列手段，来消除现有及潜在的安全隐
患和崩塌、滑坡等地质环境问题。
“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地质生态修
复会陆续推进，目前已经完成的岛体和
岛岸稳定性防护项目，对岛体存在的
20处不稳定隐患点及岛岸存在的1处
不稳定边坡进行防护工程治理。”匙冠
敏介绍说。
“还有海岛岸线保护修复项目、海岛
入海污染物治理项目等，对海岛的生态
保护是一环扣一环的系统工程。”匙冠敏
举了一个例子，“这些修复就好像缝缝补
补一样，海岛毕竟是一个自然存在，海、
山林、自然风貌景观共同成就了它独一
无二的气质，人类活动是影响自然环境
稳定的负面因子，这是一个矛盾点。而我
们要推行的双碳理念，倡导绿色、低碳、
环保的生活方式，人类才能与自然和谐
发展，只有绿水青山保护好了，才能实现
金山银山。”

灵山岛李家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光伏发电项目，助推海岛绿色低碳发展。（受访单位供图）

2022年初，灵山岛获

评全国首个负碳海岛，

2023年初，灵山岛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获得国家4

亿元资金支持。两个好消息

虽时隔一年，却都在预示着

北方第一高岛灵山岛的发展

之路：绿色、环保，与生态自

然融合。

当前，我省正在全面建

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今年1月3日，省委、

省政府根据《国务院关于支

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

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制定印发的《山东省建

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中特别提到，要

创建国家和美海岛、打造一

批标志性零碳示范区。

“负碳海岛”，也许只是

灵山岛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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