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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船老大们行动的同时，青年
志愿者也在积极参与。

象山团县委几乎每年都要举行
一系列的净海、净滩行动，迄今为
止，有近3万名青年志愿者参与其
中，还专门组建了蓝色海湾青年船
老大联盟，与老一辈的船老大一起
守护蓝色海洋。

2006年9月，象山设立了国内
第一个青年志愿者行动基地——中
国青年志愿者蓝色护海行动基地。

该基地以“海洋环境资源可持
续发展”为宗旨，分设赤潮监护、

净海、净滩、韭山列岛保护、
野鸟保护等7支分队，进
行相关的专业培训达
200多场，引领“蓝色护
海”走向专业化。

其中，最著名的是韭
山列岛保护志愿服务队。

早在2013年，韭山列
岛就开展了中华凤头燕鸥
招引保育项目，在种群繁
殖期间由专人进行24小时
监测和保护。韭山列岛

保护志愿服务队承
担了这一职责，

招 募 志 愿
者 ，开

展

驻岛观鸟引鸟项目。8年过去了，
在这些志愿者的默默奉献下，全世
界有近100只“神话之鸟”黑嘴端凤
头燕鸥在象山韭山列岛重现。

“蓝色护海”的外延在渐渐扩
大，“蓝色护海”的接力棒也在层层
传递给少先队员。

在2021年3月14日，象山“守
护最美海岸线，蓝色护海志愿行”启
动仪式上，有40多名少先队员在海
堤边参与了捡拾垃圾护海的活动。

事后，在孩子们的作文中，记者
看到了这个活动给他们带来的震撼
——

“捡着捡着，垃圾越来越多，烟
头、塑料瓶、垃圾袋、食品包装袋
……各种各样，烟头是最多的！”

“要是垃圾被海洋生物吃了，就
会导致海洋生物死亡，我们吃了被
海洋生物污染的海鲜，就会造成身
体不舒服，严重者可能会中毒，想到
这里，我害怕极了。我要从小事做
起，保护我们的蓝色家园！”

“妈妈告诉我，保护海洋行动，
象山人已经坚持做了21年。我要
接过老一辈的接力棒，身体力行地
保护我们的大海。”

孩子们的话语率真坦诚，“蓝色
护海”任务固然艰巨，也让我们看到
了未来的希望，“功成不必在我，但
功成必定有我”！

记者 张晓曦
通讯员通讯员 石海挺石海挺 卢璐卢璐 文文//摄摄

21年前
21位船老大

发起“蓝色护海”行动

到如今
数万名志愿者

和老一辈一起守护海洋
4月18日上午，在象山道人山岛海岸线，象山团县委组织少先

队员和青年志愿者开展了清理海洋垃圾的活动。这是今年象山
“守护最美海岸线，蓝色护海志愿行”的第二场活动。

“蓝色护海”行动是21年前象山石浦的21位船老大发起的，
到后来青年志愿者接力，再到现在少先队员的传承。跨越时空，究
竟是什么将他们绑在了一块？

近日，记者在象山进行了深入采访。

21年前，这21位船老大还是
年富力强的中年人。

早年，他们十几岁时，跟随父辈
一起出海捕鱼，一网下去可以捕获
上万斤，而且鱼的品种多、块头大。
而现在则是另一种情形，一网下去，
捞上来的垃圾都占了好多，鱼的品
种和数量急剧减少，这让船老大们
非常痛心：海洋资源并非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善待海洋就是善待自
己。

2000年8月，黄根宝、林永法
等21位船老大联合发起了“蓝色护
海”志愿者行动。他们的倡议得到
了象山团县委等部门的支持。那
年，他们兵分两路，北上青岛、大连，
南下厦门、珠海，宣传“蓝色护海”。
黄根宝还记得，当年在大连老虎滩，
他们拿着整理好的资料去宣传时，
很多人为他们点赞，但也有人误认
为他们是搞广告推销的；而在厦门，
一些来旅游的老外得知他们是宣传
保护海洋的，纷纷给他们竖起了大
拇指。

这样的观念差异也预示着他们
的蓝色护海行动充满坎坷。

有些闯荡大海二三十年的渔
民，要让他们接受保护海洋的观念
并不容易。即便是在自己的船上，
船老大出海时再三叮嘱小工们要把
垃圾放进垃圾袋带回港，但是很多
船员趁老板不注意，顺手就把矿泉
水瓶、方便面盒子丢进了海里。他

们还振振有词：“我们在船上这么
久，垃圾不处理既占地方又臭烘烘
的，怎么办？”“而且，光我们中国渔
民保护，其他国家的渔民不保护怎
么办？”

于是，船老大们又实行了垃圾
分类，将青菜、吃剩的米饭、鱼骨头
等易分解垃圾放入大海，纸类垃圾
在保障安全的条件下放在铁桶里焚
烧，其他的塑料袋、塑料瓶、易拉罐、
啤酒瓶等垃圾和废弃的机油则带回
港再处理。

与此同时，船老大们还在象山
县政府支持下，分别在2001年向时
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以及21个沿
海国家的元首写信，呼吁全世界共
同保护海洋。这个提议得到了安南
和不少国家元首的支持，他们纷纷
回信，日本、加拿大等国的一些渔民
还慕名来到象山，参加开渔节保护
海洋的誓师大会。

2003年，中国渔民蓝色海洋保
护志愿者行动指导委员会成立，这是
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保护海洋的民
间组织。

随后几年，一些船老大因为年
纪增长退休了，但他们的护海行动
却并未停止。2016年，他们成立了
象山渔业捕捞协会，在大家的努力
下，象山3000多条渔船现在已经有
一半以上的船老大加入了“蓝色护
海”行动。

21位船老大：
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

接力传承：
青年志愿者和少先队员齐齐“蓝色护海”

2003 年，
蓝 色 护 海 行
动 的 几 位 发
起人参观“蓝
色护海”行动
纪念墙。

近日，家长带着孩子
们参与净滩行动。

船老大们“蓝色护海”那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