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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上午，位于杭州湾澥浦

河出海口两岸，十几台大型挖掘

机同时作业，一条7米宽的海塘堤

坝开始换新颜。又到了冬修水利

时，今年的建设重点是千里海

塘。若是拉长时间轴来观察浙江

海塘，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颇为

重要的节点——

1997 年 10 月，在“就是砸锅

卖铁，也要把标准海塘建好”的号

令下，浙江全省人民自发捐钱捐

物，许多沿海县市决定，3 年内不

建办公楼，不买小汽车，齐心协力

筑起千里标准海塘。2021 年 5
月，《浙江省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建

设规划》正式实施，投资千亿元，

全面加固和再建这条屹立在东海

之滨的“海上长城”。

时隔 20 余年，千里海塘为何

要重塑？未来海塘又会是什么模

样？新海塘除了守护安全功能外

还有哪些亮点？在冬修水利之

际，记者前往寻找答案。

放眼全国，没有哪个省份，像

浙江这样重视海塘。

伴海而生的浙江，海岸线长

达 6486 公里。由于地理位置特

殊，千百年来，浙江经常遭受台风

侵袭，祖辈们经年累月在全省修

筑了2000多公里长的海塘。

“此外，浙江面临着全国最大

的河口潮差。”省水利厅海塘专班

负责人涂成杰说，浙江沿海平均

高潮位比海平面高3米左右，造成

了潮高地低的现象，修建海塘是

最可靠的防御手段。

1997 年 8 月，11 号强台风在

温岭登陆，造成了770公里海塘受

损，直接经济损失达到 186 亿元。

当时，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建千

里海塘、保千万生灵”的重大决

策，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海塘建设

热潮，2000 年底建成了 1020 公里

标准海塘。

站在舟山六横岛上的群建海

塘坝顶上，记者看到，坝前是汪洋

大海，坝后是千亩养殖塘。“我们

养殖的梭子蟹、基围虾、血蛤等海

鲜，每年都供不应求。”指着眼前

成片的水塘，六横镇苍洞村党支

部书记沈富祥说，养殖海鲜每年

可以给村集体带来 300 万元的租

金收入，养殖户年均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

“群建海塘，从名字上就能看

得出来，这是当年男女老少齐上

阵建海塘的结果。正是有了海塘

的庇护，海边人家搞起了围塘养

殖，苍洞村经济才发生了巨变。”

六横镇党委副书记杨忠君说。

既然浙江拥有千里标准海

塘，并经受住了历年台风暴潮的

考验，没有一处海塘因为海潮而

决口，为何如今又要投入大量资

金再去加固或再建呢？

三门县六敖北塘，是台州首

个开工的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受

当时设计水平、建设能力、财力状

况等因素制约，加之已投用运行

20 多年，六敖北塘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沉降，防御能力已不适应目

前的实际情况。”三门县水利重点

工程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解释

说，六敖北塘“着急”开工重建正

是这个原因。

海塘防御标准与保护对象的

重要性不匹配，这是重塑千里海

塘的关键原因。“20 多年过去，海

塘保护区内人口数量、经济规模

大幅度增长，不少海塘保护区内

人口翻番，GDP增长了10多倍，更

加淹不得、淹不起。”涂成杰说。

以2023年为规划水平年进行

保护区人口预测，浙江海塘现状

防御标准与发展需求不相匹配的

保护区比例高达 82%，不相匹配

的海塘长度比例为70%。

这几年，极端天气频发，各种

破纪录的台风天气频现，千里海

塘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2019
年，超强台风“利奇马”过后，省水

利厅对全省海塘进行全面摸排，

最终结果出人意料。“目前的一线

标准海塘中，己有485公里海塘出

现塘身沉降、结构破损等问题，占

总长的 24%。另外，我省海塘塘

顶平均宽度仅为 5 米，普遍偏窄，

边坡偏陡，与发达国家和邻省相

比，我省海塘塘身结构明显单

薄。”省水利厅海塘安澜千亿工程

建设规划编制组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胡晓明说。

此外，现有海塘工程与生态

文明建设要求不尽相符。“过去的

海塘，单纯为了防御台风暴潮，往

往采取‘三面光’结构，即迎潮面、

塘顶和背水面坡浇注混凝土，在

沿线生态要素的保护修复等方面

还远远不够。”胡晓明说。

对此，省水利厅相关人员赴

上海、福建和省内多地考察调研，

搜集了国内外海岸线、海堤建设

发展历程和做法，分析了沿海四

大建设、交通、绿道、防护林等规

划布局以及与海塘建设之间存在

的关系。今年 5 月，我省印发了

《浙江省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建设

规划》。

一场千里海塘重塑大幕，就

此拉开。

钱塘江南岸，亚运会“大莲

花”场馆前，围挡把沿江景观道围

得严严实实，作为亚运会保障项

目的滨江沿江提升改造工程正在

紧锣密鼓建设中。

走进围挡内侧，工人们正在

铺设蓝色渐变混凝土路面，道路

南侧景观带中嵌入了步行栈道，

形成了两层消浪平台，既提升了

海塘防御等级，又保留了滨江通

透景观视线。“未来，这条海塘不

仅将防洪标准提升为300年一遇，

同时还能包容沿江的漫步道、骑

行道、公园、驿站等各类功能场

所。”杭州市水利发展规划研究中

心副主任高海波说，以后在这上

面跑步，整个江景一览无遗，城

市、海塘、钱塘江实现无缝对接，

相融相生。

这 正 是 未 来 海 塘 的 一 种

模样。

重塑千里海塘，提升海塘防

御标准首当其冲。涂成杰告诉记

者，“高瘦型”海塘结构要换身成

为“矮胖型”。这种改变意味着什

么？在位于杭州滨江西侧的“智

慧新天地”可以找到答案。

冬日暖阳下，沿江绿道上，散

步、听戏、健身的人群悠然自得；

高低错落的工业遗址公园，矗立

钱塘江边，成了当地标志性建

筑。事实上，这片老百姓最爱的

打卡之地，过去只是江岸线的海

塘堤坝，如今却成为城市的绿色

生活空间。

智慧新天地发展服务中心相

关负责人费华俊介绍说，在杭州

市民眼里，“智慧新天地”是个集

休闲、运动、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

地标综合体公园。但对政府来

说，它本质是集防潮防汛排涝功

能于一体的一项海塘安澜工程，

他们要将塘顶宽度从当前的 6 米

平均增加至 50 米，最宽处达 220
米，把海塘、道路、公园、绿地融为

一体。

同样在温州的瓯江两岸，某

种程度上，你已经很难找到海塘

的身影。夜间，漫步在温州沿江

防洪堤一侧，观景平台上行人川

流不息，休闲驿站里各种食物热

气腾腾，远处瓯江之上游轮汽笛

声声，俨然成了一座高品质的带

状滨江公园。

站在当地知名的“安澜亭”

旁，温州市水利规划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林统说，早在几年前温州

就开始对海塘进行改造，目前所

在的城区瓯江沿江防洪堤工程，

从设计之初就树立了“融塘于城”

的创新理念，不仅将其作为一道

安全屏障，还同步谋划提升海塘

工程在带动城市开发、人居环境

改善、经济交通发展等方面的特

殊作用。

事实证明，温州的这项海塘

工程已经成为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新模式的全省样本，促使沿线 10
多公里土地增值并得到开发。林

统说，这里是楼宇经济、休闲旅

游、夜间消费、生产性服务业等城

市经济和“月光经济”的新兴集聚

地，还是吸引民间投资、布局民生

工程和亮点工程的城市平台，其

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远远超出了

工程本身的建设意义。

这是继标准海塘之后的一

种全新探索。即便放在全国层

面，浙江很多海塘的做法都有创

新意义。

林统解释说，过去受理念、

资金、土地等因素考虑，海塘空

间向社会公众的开放度很低，造

成了城市、产业与海塘割裂。如

今，海塘安澜千亿工程在大幅度

提高安全度的情况下，将海塘空

间最大程度打开，变“难得一用”

为“时刻可用”，变“一家使用”为

“人人共用”。

位于浙江海岸线的最南端，

苍南与福建接壤的那段叫沿浦海

塘，宽达 10 米的塘顶绿道向外延

展，水闸、驿站、游艇码头布置其

间。最吸引目光的，却是海塘外

侧的1000多亩红树林。

与其他海塘不同的是，苍南

正在建设一条生态海堤，浙江最

大的红树林湿地公园即将在此

诞生。苍南是全省最易遭受台

风侵袭的地方之一。资料显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苍南遭台风影

响 达 90 余 次 ，其 中 2002 年 至

2020 年就有 19 次台风给苍南县

带来灾害损失。当地老百姓发

现，在抵御台风过程中，除了海

塘之外，塘外的红树林也能发挥

极佳的挡潮作用。

苍南县马站镇水管所所长颜

海指着沿浦海塘外侧的一处红树

林说，苍南是浙江最适合红树林

生长的地方，对于抵御潮波、化解

风暴、吸收污染效果明显，此外生

态功能也很重要，海蜈蚣、蛏子、

猷蠓等海洋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栖

居。因此，在实施此次海塘安澜

工程中，苍南着力做好生态海堤

与沿浦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修

复工程结合，促进生物多样性恢

复，构建海岸带生态廊道，实现生

态和减灾协同高效，打造红树林

之乡和特色海塘先行区。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创造栖息

繁衍环境，正是这次重塑千里海

塘的另一个亮点。

长期以来，海塘工程建设侧

重于安全，对生态考虑偏少，海塘

安澜千亿工程将秉持生态理念作

为基本要求，要求海塘工程提标

加固的同时，全线开展生态化改

造，将光滑、密实的结构进行粗造

化、孔隙化改造，在塘前滩涂和塘

后空间营造植物群落，打造海塘

生态廊道。

今年4月，宁波镇海区海塘安

澜（一期）工程开工建设，海堤只

有 12.6 公里，总投资却高达 10.72
亿元。为何要花这么多钱？关键

原因在于，其建设内容包括海岸

带生态修复项目，围区内和外潮

滩 681.2 公顷滩涂的生态系统将

迎来复苏。

“我们利用原有海塘良好的

基础状况，加高土层，种上多种耐

盐碱树木和草本植物，既可改善

潮滩带生物多样性，又能增加海

塘的安全性，还避免占用新增海

域。”宁波市镇海区农业农村局

（水利局）总工程师崔俊涛说。

生态修复，不是简单的植树

造林，要从项目初期规划入手。

今年 8 月，《瑞安市海塘安澜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式通过可行

性研究报告技术审核，将阁巷围

区海塘防御等级提升至 100 年一

遇。“这条修建于2011年的海堤采

用混凝土构件及抛石建设而成，

忽视了生态‘软功能’，使用的材

料生态友好性较差，破坏了海岸

带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评审组专

家在报告里点评说。根据规划，

阁巷围区海塘专门进行了生态创

新结构设计，尤其在海堤镇压层

结构上将采用多孔隙、透水类的

材料。其中有一种生态牡蛎礁

石，这种礁石外形呈“瓦片状”，其

孔隙率达 45%左右，这些孔洞有

利于植物生长和藻类、贝类附着，

促进生物多样性恢复。

生态海塘的出现，将成为一

条共富风景线。12 月，温州洞头

区环岛西片标准塘进入建设高

潮。该项目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工

程设计阶段，就打破固有思维，改

变传统、单一直立式堤身结构模

式，大胆创新融入了景观塘、休闲

塘的概念，修起了望海台、城市平

台、瞭望角、渔人码头等观景平

台，培育发展全域旅游。怎么吸

引游客来？洞头区水利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他们在海塘沿线同

步规划了人工沙滩、生态养殖、游

艇码头、山景民宿及商业旅游娱

乐等相关配套设施，打造一个梦

幻海湾。

千亩红树林、万人沙滩……

未来，这些生态海塘将串珠成

链，成为浙江沿海最美的风景

线。“以后大家可以开车或骑车，

从平湖金丝娘桥至苍南，一路欣

赏美景，一路畅享美食，晚上也

可以露宿在海塘的塘顶，听涛声、

观星空，这是令人向往的美好生

活。”涂成杰说。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记者金梁徐子渊通讯员葛芳妙）

北起平湖南至苍南

浙江要建浙江要建20002000公里长的最美海塘线公里长的最美海塘线

标准海塘亟待升级

未来海塘长啥模样

最美海塘亮点何在

海塘自驾游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