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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蔚蓝家园
共筑海洋命运共同体

主讲人：洪忠明

带领海岛孩子探索生态海洋
这位老师借科普活动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海洋生物科普、海洋

生态缸维护、海洋生态保

护、海洋资源开发……在

北仑区梅山学校，执行校

长洪忠明一直致力于海

洋知识的科普与实践探

究，带领海岛的孩子们一

起认识海洋、走进生态海

洋，最终一起保护海洋。

梅山学校位于中国

第 5 个保税港区宁波梅

山保税港区，是岛上唯

一一所义务段学校，学

生对大海有着与生俱来

的亲切感。洪忠明老师

和他的团队以“我们的

海洋”为主题，与宁波海

洋研究院合作共建，开

展“生态海洋”科普实践

活动。

“梅山学校开展生

态海洋教育，可谓是天

时地利人和，我们希望

学校拓宽学生的海洋知

识，培养海洋研究素养，

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意

识，以此促进学生的全

面发展。”洪忠明说。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李臻

洪忠明洪忠明

洪忠明是北仑区小学科学骨干教师，热衷
于科普教育活动，每学年组织开展校园科技
节、科技大篷车等科普活动。早在2015年，学校
建设了第一间生态海洋科普教室，开展生态海
洋科普教育活动。

“教室四面画了海洋生物，模拟海洋环境，
教室内设置了6个水族生态缸，向同学们展示
了各种海洋生物。”洪忠明介绍说，“然而我们
发现教室处于实验楼四楼，平常少有学生到科
普基地参观。2020年，我们在教学楼一楼新建
了生态海洋教室，将设备搬了下来，新增了热
带海洋生物大缸。同学们每天都会从一楼经
过，大大发挥了科普基地的作用。”

新的生态海洋教室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在
这里有4个海水生态鱼缸和3个淡水生态鱼
缸。海洋鱼缸中有海螺、寄居蟹、红海星、印尼
海星、珊瑚、小丑鱼、海藻等生物，以及梅山周
边水域常见的虾、蟹、鱼。一个“微型”海洋世界
呈现在孩子们眼前，更是激发了同学们的责任
心。由于海洋生物对水量和水的温度、盐度、PH
值、清洁度等有较高的要求，孩子们会轮流值
班，每日检查仪器的运作，缸内环境清洁，监控
水质、喂食并一一记录。

学生在日常维护和清洁中发现，水中的脏
东西较多，而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之一是喂食
后鱼饵料的沉淀，影响生态鱼缸水质，从而影
响鱼类的生存环境。怎么办呢？在老师的启发
下，同学们研究不同食物的喂养效果，发现丰
年虾可作为活体生物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同学
们自行孵化丰年虾来喂养。同学还研究各种生
物的捕食、繁殖、共生，留下许多美好瞬间。

在生态海洋科普基地，洪老师带领团队开
发了《制作生态瓶》课程。整个课程与小学科学
课本知识相结合，将生物放入到小小的玻璃瓶
中，模拟海洋环境，让生物长时间生存下去，让
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微型”海洋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生态海洋的学习还拓
展到了校外。学校和梅山街道合作组织开展海
洋主题摄影展，在海洋周开展海洋主题绘画，
利用地域资源参观宁波大学海洋研究院，参观
中国港口博物馆，了解我国港口的发展变化，
认识海洋生物，学习海洋文化，感知中国港口
变迁的故事，拓展学生视野。

目前，洪老师正带领他的团队一起总结
生态海洋科普经验，开发《我们的海洋》校本
课程，并希望更多的孩子能认识海洋，保护
海洋。

“从2023年开始，我们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特点开发生态海洋课程，比如一、二年级
的学生重点认识海洋生物，小学高年段会提高
难度到海洋生物繁殖等，而初中阶段则注重海
洋开发保护。”洪忠明表示。

在地球的广阔表面积中，海
洋占据了71%的份额，它不仅是
生命的摇篮，也是地球上最大的
生态系统。

海洋的神秘与美丽令人向
往，而其丰富的生物资源更是为
人类提供了无尽的宝藏。然而，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生态
海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海洋生态的魅力与价值
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令

人惊叹，从微小的浮游生物到
巨大的鲸鱼，无数生物在这里
繁衍生息。珊瑚礁、海草床、盐
沼等独特的生态系统，不仅为
海洋生物提供了栖息地，还具
有极高的生态价值。海洋是地
球的“蓝色肺叶”，它通过吸收
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调节着全
球气候。同时，海洋还承担着生
产食物、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等
重要职责，对人类的生存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生态海洋面临的危机
然而，这片蔚蓝的家园正遭

受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创伤。海洋
污染的问题日益严峻，工业废
水、生活污水未经处理便肆无忌
惮地排入海洋，它们携带着重金
属、有机污染物和营养盐，导致
水质恶化，海水变得浑浊，海洋
生物的栖息地因此丧失了清洁
和安全。海洋生物被迫在充满毒
性的环境中挣扎求生，许多物种
因此遭受了致命的影响。

过度捕捞的现象触目惊心，
现代化的捕鱼技术和贪婪的捕
捞行为使海洋生物资源日益枯
竭。曾经繁盛的鱼群如今数量锐
减，有些甚至濒临灭绝。渔网的
滥用和不当捕捞方法破坏了海
洋生态的平衡，幼鱼和底层生物

也难以逃脱被滥捕的命运，这对
于海洋食物链造成了毁灭性的
打击。海洋酸化的问题同样不容
忽视，随着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
的不断升高，越来越多的二氧化
碳被海洋吸收，导致海水酸性增
强。这一变化对于珊瑚礁、贝类
和其他钙质构成的外壳生物来
说，是一场灾难。珊瑚礁的白化
现象日益普遍，贝类的壳体变得
脆弱，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
和稳定性受到了严重威胁。

三、守护生态海洋，我们在
行动

面对生态海洋的危机，我们
不能再坐视不管。保护生态海
洋，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我们共
同守护海洋的行动措施有这几
方面。

加强立法与执法。各国政府
应完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处力度，确
保海洋生态安全；提高全民海洋
环保意识，通过宣传教育，让更
多人了解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倡
导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理
念；严格资源开发利用。

实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总
量控制，推广可持续的渔业捕
捞技术，确保海洋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保护海洋生态系统；加
强海洋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
保护区建设，保护珍稀濒危海
洋生物，维护海洋生态平衡；开
展海洋环境监测与修复。定期
对海洋环境进行监测，及时发
现并解决污染问题，对受损海域
进行生态修复。

让我们携手共进，守护这片
蔚蓝的家园，共筑海洋命运共同
体，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生机勃
勃的蓝色星球。

洪忠明带领孩子们进行生态海洋科学探究洪忠明带领孩子们进行生态海洋科学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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