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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讯（特约记者 林宇熙

厦门日报记者 蔡镇金）11月 6

日，2024东亚海大会暨厦门国

际海洋周在厦门开幕。全国政

协副主席沈跃跃出席并致辞。

省长赵龙，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国家海洋局局长孙书贤，东亚

海伙伴关系理事会主席范·莫内

尼致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崔

永辉作主旨发言。全国政协常

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潘立刚，省政府党组成员魏晓

奎、省政协副主席张国旺出席。

市长伍斌主持开幕式。

沈跃跃表示，习近平主席

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以海上互联互通和各

领域务实合作发展“蓝色伙伴

关系”等重要理念和倡议，为共

同海洋家园建设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统筹推进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坚持陆海统筹、河海兼顾、山海

互济，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

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

路，致力于建设海洋经济发达、

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生态优良、

海洋文化交融、海洋治理高效

的海洋强国。中国同东亚海环

境管理伙伴关系组织各成员国

山海相连，各方务实推动《东亚

海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建立

起长期稳定的对话交流机制，

相互学习和借鉴海洋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和实践，探索出一条

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合

作之路。中方愿与各国一道，

推动东亚海地区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和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

为增进各国人民海洋福祉而不

懈努力。沈跃跃代表中方提出

三点倡议：坚持把海洋作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

体，共建和平之海；坚持把海洋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共建繁荣之海；坚持把海洋作

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平台，

共建美丽之海。

受省委书记周祖翼委托，

赵龙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莅会

嘉宾表示欢迎。他说，福建因

海而生、向海而兴。习近平主

席在福建工作17年半，始终高

度重视海洋事业发展，极具前

瞻性地提出建设海洋经济强省

等战略，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

思想财富、精神财富和实践成

果。福建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

主席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

践，坚定不移经略海洋、挺进深

蓝、向海图强，加速开启了从海

洋大省迈向海洋强省的新路。

蔚蓝大海、生机无限、希望无

限，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主席关于海洋强国建设的重

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主席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进一步强化科技兴海、产

业强海、生态护海、开放活海，

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建”；

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与各方一道持续深化海洋

交流合作，推动海洋文化交融，

共护海洋和平、共筑海洋秩序、

共促海洋繁荣，携手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

开幕式上，厦门市获“海洋

生态保护与修复最佳实践奖”，

自然资源部发布《国家生态保

护修复公报2024》。东亚海组

织成员国政府代表，国际组织、

专家学者、相关机构和企业代

表等出席开幕式。

本次大会由东亚海环境管

理伙伴关系组织主办，自然资

源部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共同

承办，以“蓝色协作，共创未

来：一个可持续和韧性的海

洋”为主题，将举办平行国际

会议、特别会议、海洋展览与

海洋产业招商推介、海洋文化

嘉年华等活动。

晨报讯（记者 陈起鸿）
2024东亚海大会暨厦门国际

海洋周昨日开幕。来自东亚海

组织成员国的政府代表，以及

来自安提瓜和巴布达、库克群

岛、斐济、马尔代夫、坦桑尼亚

桑给巴尔等国家和地区的政府

代表，国际组织代表，海洋领域

知名院士、专家学者，相关机构

和企业代表，驻厦使领馆代表

等出席开幕式。

开幕式上，自然资源部发

布《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2024》，这是我国首次以公报

形式全面反映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公报》共4.7万余字，主要

包括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实践、

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制度、国土

空间自然生态评价、国土空间

生态保护修复行动、绿色地球

中国贡献五部分内容，展现中

国陆海一体的自然生态基本国

情，反映国家生态保护修复工

作成效。

据介绍，2024 东亚海大

会暨厦门国际海洋周活动已

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的26名

部级官员，以及超千名国内外

嘉宾出席开幕式及各项国际

会议，将打造一个全面展示海

洋魅力、深入体验海洋文化、

广泛探索海洋产业发展机遇

的顶级平台。

共建和平之海繁荣之海美丽之海
2024东亚海大会暨厦门国际海洋周开幕

东亚海组织成员国政府代表，国际组织、专家学者、相关机构和

企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 记者唐光峰摄

2024东亚海大会暨厦门国际海洋周昨日在厦门开幕。记者唐光峰摄

在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厦门大学

海洋与海岸带发展研究院首席

科学家洪华生看来，厦门是讲述

中国故事、展现中国海洋治理成

效的窗口。“希望各国未来可以

开展更多友好合作，共享共建共

赢蓝色海洋。”洪华生说。

“厦门方案可以推广到全国

乃至世界，帮助更多地区。”谈及

厦门海洋治理成果，东亚海伙伴

关系理事会荣誉主席蔡程瑛表

示，借助大会平台，大家齐聚一

堂，能更加坚定治理海洋的信

心。

“我们希望将这些技术引入

我们的地区，以帮助我们在保护

海洋的同时开发海洋资源。”安

提瓜和巴布达外交部无任所大

使、首任蓝色经济部部长阿西

尔·迪恩·乔纳斯称，他对厦门开

展的红树林种植和修复项目印

象深刻。厦门通过使用海洋空

间规划、卫星映射数据来追踪海

洋变暖等信息，这些先进技术不

仅会让安提瓜和巴布达及加勒

比地区受益，也会惠及全世界。

厦门生态建设成果及其背

后的技术和经验充满了吸引

力。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第二副

总统办公室国务部长哈姆扎·哈

桑·祖马表示，他们正在筹备与

厦门签署一项谅解备忘录，合作

领域包括桑给巴尔的海洋保护、

海岸带防护以及海洋生态保

护。预计将在明年1月正式签署

该备忘录。签署后，桑给巴尔的

专家和学生将来到厦门，深入学

习相关领域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晨报记者陈起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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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嘉宾共论“蓝色协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