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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缘与起因：从世界到三娘湾

2. 陆地与海洋：三娘湾的现状

3. 历史与文化：我们的主要发现

4. 从现在看未来：我们的意见和建议

报告内容



回渺地球的历史46亿年，从太阳系的初形成，到一颗巨大的恒星爆炸成超新星，向宇宙
空间释放了大量的物质。地球从无到有，从混沌到分开，从细菌到细胞到生命，经过了
漫长的演化过程。如果以4.6公里来展示地球的生命史，每一步，就是五十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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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到三娘湾

Johan Rockstrom et. al 2009, Nature

三娘湾渔业资源减少，面临社区渔业资源可
持续利用的挑战

渔民面临生计转型的困境与践行生态文明理
念的三产融合的生计发展转型的挑战

当代生活与传统文化在新转型过程中融合与
平衡的创新挑战



1.了解与学习本地居民生产生活及本地知识、生态智慧

2.深入了解对本地人居环境与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
（如生产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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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三娘湾现状的过程（第一阶段）

拜访相关部门，说明来意

与管委会共同了解现有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系统

与村委会一起入村了解村民生产生活现状、共同探讨存在问题与困难

与三娘湾小学五年级学生互动

开启社区净滩行动（希望未来更多人参与）

与不同群体探导分阶段的垃圾分类可能性与可行性



三娘湾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图



三娘湾景区垃圾收集转运路线图（2021）





我们的主要发现—乡村价值再认识

与渔民生计生活密切相关的海洋资源：

不同季节的不同鱼类、贝类、海藻、白海豚

与渔民生计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环境：

滩涂、沙滩防护林、石头

与渔民生计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资源：

反映不同历史的古树、古屋、古井、古庙祠堂 敬畏自然，保护生态，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渔民生活



主要发现—面对发展与保护冲突的挑战

过度捕捞和不合理方式的捕捞，渔民面临保护与生计的艰难选择，在尝试生计转型过
程中又面对缺乏相应的条件和能力而呈现诸多的不确定性风险；

港湾地理位置导致三娘湾深受现代化养殖和区域生活垃圾汇聚三娘湾，带来滩涂贝类
资源减少，海滩垃圾污染问题严峻，

将生态、经济、社会功能有机结合的传统渔村生活面临消亡，特色旅游发展将失去其
根基



主要发现—需要重新定义“渔村新风貌”

渔村新风貌必须在其文化传承的基础上，建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是“记忆
与希望共存，历史与未来同在，文化和方向共生，传统和新象互容的高纬度空间”
（张孝德），即建立人类与海洋和陆地万物和谐共生的生活场域。

在回应渔民的实际需求，即道路扩宽、污水处理、避风港等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应
注意保留传统的老屋，古树、古井等历史记忆和生活传统：

在寻找有效的生产生活垃圾治理的过程中，应积极挖掘渔民人生、社会、时间和空间，
自然与天地的本土知识和生态智慧，建构在地的、循环利用生产生活垃圾的有效机制，
例如建立处理捕渔期最多的鱼虾蟹壳回收利用的商业模式，促进在地资源在地消化的
循环经济



我们的意见

在总体/整体规划的指导下，村民参与村庄
发展的详细规划，促进达成共享、共建和共
赢的共同体观念和想法；

在详细规划中充分考虑垃圾综合治理（以减
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的本地系统，
体现在前端垃圾分类、减量、投放、转运和
处理）

建构以渔民生活为核心的、集体经济为基础
的三产融合的产业模式，与景区生活体验与
生态教育相结合的旅游模式形成共建、共享
和共赢的和谐三娘湾



我们的建议

成立三娘湾协同发展机制，有景区管理委员会、镇政府、三娘湾村委和村民代表、参与三娘
湾建设的社会组织代表成员组成，并定期（每个月或者每两个组织一次交流讨论会）

在协调三娘湾村的村容村貌改造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渔民的需求，如道路建设、污水处理、
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理系统以及渔船避风湾的建设等，并进行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行性研
究，尤其要重点关注在详细规划中垃圾综合治理系统的构建，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
目标的、体现符合本地生活垃圾特点的、因地制宜的、注重前端垃圾分类、减量、投放、转
运和处理的本地垃圾治理系统

在协调三娘湾村的村容村貌改造的过程中，注重海洋环境保护，统筹协调钦州地区与北海、
防城港等等的垃圾整体治理、杜绝过度使用化学制剂的渔业养殖行为以保护白海豚的海洋环
境，在更高的层面做出更大格局的统筹治理环境问题，成为东盟海洋国家治理海洋问题的典
范，建构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心；



跟进与协调

与村委会和相关部门开展定期的交流，
及时了解村容村貌的计划动态；

进一步与相关部门、社会组织沟通，
推动协同合作机制的建立；

跟进启动景区垃圾减量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