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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由党员先锋点燃、跨越十六载的“生命”接力

“生态债”牵出红树林背后传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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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红树林是利在千秋的

事业， 也许我们这代看不

见， 但只要成功， 子孙就

能享受其福泽。” 2009 年，

已故“时代楷模”、 全国优

秀共产党员、 复旦大学党

员教授钟扬的话语如星火，

点燃了企业家吉临娟心中

的热情。 尽管未见盈利曙

光， 钟扬身上那份超越时

代的党员担当， 让她毅然

踏上了拓荒之路。

2025 年， “浦东公益

检察红树林生态修复基地”

方案落地， 热带海岸的卫

士终在申城扎根。 这份绿

色契约背后， 是一场由党

员先锋点燃、 跨越十六载

的生命接力。

恰逢七一， 近日， 记

者来到上海南汇海滩红树

林基地实地采访。 当天恰

巧是红树正式批量“下海”

的日子， 聆听着“怕冷”

的红树在上海顽强北迁的

故事， 感受一代代共产党

员“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

必定有我 ” 的精神传承

……

日前，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检察部门收到线

索， 浦东一河道内出现大量泥

浆淤积， 调查发现是某公司违

规排放工程泥浆所致。 经查，

项目工程总包方单位未尽到严

格审核义务， 将项目发包给工

程公司后， 没有监督该公司办

理建筑垃圾处置证， 工程公司

又将泥浆运输工作交由无资质

的运输公司。 运输公司通过私

设暗管方式向河道内排放大量

泥浆。 浦东检察院一路追责到

底， 依法责令三家公司连带承

担污染环境、 生态破坏的民事

赔偿责任。 这笔三家公司共同

赔偿的服务功能损失费可以用

于浦东新区同类环境要素的替

代性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金不能简单‘一赔了之’，我们

要找到等量甚至超越的修复方

案。 ”检察官表示。

此时，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的“红树北移” 团队传来

喜讯：经过十多年的驯化，红树

已基本能在上海露天越冬！ 这

让检察官们眼前一亮：“上海是

个海滨城市， 浦东又拥有较长

的海岸线， 红树林在抵御台风

大浪侵袭、高效存贮海岸蓝碳、

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有望实现同位、等量的

替代性生态修复价值。 ”

为此， 浦东检察院公益诉

讼检察官多次前往位于临港湿

地公园的复旦大学红树林试验

基地， 考察调研红树林的生态

效益。 6 月 3 日， 浦东检察院

举行公开听证， 重点评议了

“浦东公益检察红树林生态修

复基地” 《实施方案》 和《可

行性论证报告》。 《实施方案》

获得了听证员们的一致认可。

根据《实施方案》，浦东检

察院与复旦大学合作建设占地

10亩的“浦东公益检察红树种

植基地”，同时在金桥地区建设

“滨海湿地微型科普园”。

2008 年， 基于全球气候

变暖的背景， 钟扬组建团队启

动了将红树林引入上海的大胆

计划。 红树， 这种生长在热

带、 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海

岸卫士”， 其天然分布最北不

过福建福鼎 （约北纬 27 度），

人工引种红树林最北分布在浙

江台州 （约北纬 28 度）， 而上

海位于北纬 31 度———三度之

差， 意味着红树越冬时要克服

更加严寒的挑战。

“其实没有赚到什么钱，

是钟老师的话打动了我。” 企

业家吉临娟成了红树林团队最

坚定的实践伙伴， 负责栽种红

树。 钟扬团队从中国 30 多种

红树中， 大胆引进了 10 余种

进行自然筛选。 最终， 两种红

树脱颖而出： 秋茄和桐花树。

然而， 拓荒之路布满荆

棘。 2016 年 12 月， 坏消息传

来： 辛苦培育了 5 亩的红树林

基地， 因土地被征用， 必须立

即迁移。 情势所迫， 他们只能

将红树苗紧急移栽到吉临娟的

自留地上暂避风寒。

2017 年 9 月， 钟扬出差

前， 又一次给吉临娟打来电

话， 话语中满是不舍与牵挂。

钟扬和她约定， 出差回来就去

看红树， 为它们寻找新家。

吉临娟等来的， 却是钟扬

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 不幸离

世的噩耗。 钟扬的突然离去，

让红树北移项目几乎停滞了近

两年。 “但我一直在照顾红

树， 它们是钟老师留下的宝贵

财富。” 吉临娟成了红树林沉

默而坚韧的守护者。

泥浆案牵出“生态债”，红树林成“等量修复”最优解

党建引领：一棵红树与一代共产党人的诺言

党员精神的力量是无穷

的。 钟扬教授虽逝， 但他的种

子精神在团队中生根发芽。 他

的同事南蓬、经佐琴、蔡星星等

毅然接过了钟扬教授未竟的事

业。 同是党员的南蓬教授说：

“我们舍不得把项目丢下。 ”

2018 年 5 月 31 日， 钟扬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临港举

行。 会上，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学院与港城集团共同签订合作

协议， 红树林项目终于在临港

获得一块 50 亩的新育苗基地。

团队重启项目时， 眼前景象令

人心碎： 因两年无专业管护，

原本的 5 亩红树仅剩 1 亩。 所

幸， 吉临娟守护的红树苗， 为

项目留存了珍贵的火种。

现在基地的红树依据不同

种类和年份划分。 “这片桐花

树就是当年钟老师种的红树所

留下的第一代种子所长大的。”

蔡星星哽咽地说。 记者看到这

片桐花树林郁郁葱葱， 树上开

满了白色的花朵， 空气中也弥

漫着醉人的花香。 田埂处白色

的标牌上， 标注着“种植时

间 ： 2017 年 10 月 ， 引种状

态： 第一代蜡果”。

桐花树不仅耐淹， 而且花

美香浓， 是优良的蜜源植物。

更重要的是， 通过持续十余年

的驯化， 它表现出了超乎预期

的适应性。 “桐花树已经孕育

了三代， 抗寒性也大幅提高。”

蔡星星介绍道。

2020 年一场罕见的极端

寒潮席卷申城， 气温骤降至零

下九度。 “我看到学生做实验

的大棚都吹倒了， 大批红树一

夜之间红了枝叶……这是几代

人好几年的心血。”吉临娟目睹

大片红树被冻死，心如刀绞。最

终， 对于零下八九度的极端寒

潮， 团队也摸索出了有效的防

护措施———灌水法。 2023年1

月， 这套凝聚着心血与智慧的

冬季灌水保温辅助红树幼苗抗

寒法，获得国家专利授权。

红树的生命力也在寒冬中

悄然进化。 “经过这些年不断

地驯化， 活下来的红树越来越

坚强， 现在冬天， 即使冰珠子

在树上挂着， 但红树还是坚强

活着。” 吉临娟欣慰地说。

2023 年， 在临港的海岸

线上， 一批红树幼苗被小心翼

翼地移栽到了真正的滩涂之

上。 这是它们第一次彻底告别

温室大棚的保护， 直面东海的

风浪与寒冬。

“虽然经历了海边自然的

寒冬， 但还是有不少红树活了

下来。” 蔡星星表示， 更令人

惊喜的是生态互补： “种了红

树的那个地方， 海三陵藨草

（上海本土盐沼植物） 和红树

长得特别好， 而威胁海岸生态

的互花米草则大幅减少， 这意

味着红树可以与本土植物很好

地互惠合作。”

这一抹来之不易的绿色，

证明了红树不仅能活在上海，

更能履行其“海岸卫士” 的天

然使命。 今年是经受了长期驯

化的红树大批量“下海” 的开

始， 蔡星星带着学生们与工人

一起， 跨越了海堤， 将一株株

倾注了无数人心血的红树种在

了退潮时的海滩上……

党员精神传承：“接棒者”从绝境中淬炼生命韧性

从 2009 年钟扬播下第一

粒北移的种子， 到如今红树林

挺立于上海海岸线， 融入城市

生态修复体系，这条路走了 16

年。回望征程，处处闪耀着共产

党人初心与使命的光芒。

钟扬教授作为党员，以“种

子精神”感召着后来者。他的愿

望朴素而宏大：“50年甚至100

年后， 上海的海滩也能长满繁

盛的红树， 这是献给未来上海

的礼物。”他对此充满信心，“任

何生命都有结束的一天， 但我

毫不畏惧， 因为我的学生会将

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而我们采

集的种子， 会在几百年后的某

一天，生根、发芽。 ”

受钟扬种子精神的感召，

吉临娟、南蓬、经佐琴、蔡星星

……成为接力梦想的“种树

人”。他们在无数个寒冬中反复

实验、观察、总结，硬是让怕冷

的南方树种在上海扎下了根。

如今，浦东检察院的“检察

蓝”力量融入，则注入了法治保

障的新内涵。 他们将生态损害

赔偿金创造性用于支持红树种

植，以司法实践护航绿色发展，

体现了新时代司法机关服务生

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担当。

种子精神生生不息：献给上海未来的礼物

工人正准备将红树种在退潮时的海滩上 陈颖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