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李 梦

为了全面贯彻实施《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发展规划》，为加快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
济区建设提供舆论与智力支持，以“对话院
士助力蓝色经济”为主题的“2011蓝色经济
大家谈”6月24日在青岛举行。两院院士管
华诗、雷霁霖、顾心怿、束怀瑞与青岛、东
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滨州等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主阵地7市领导、10余县市区
负责人、企业代表齐聚青岛，探讨《规划》实施
步骤，理清发展重点，在智慧与激情互动，思
路与操作对接中，共商蓝色发展大计。

对话中，7市大手笔拉开的规划布局以
及市长们饱满的发展激情、院士们深邃的科
学思辨、企业家们敏锐的商业触角，让我们
看到了蓝色经济区主阵地以科学发展为主
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强化
海洋科技创新支撑能力，培育壮大海洋优势
产业，推动蓝色经济区由“浅蓝”走向“深
蓝”，引领山东经济板块加快转方式调结构
的可贵实践与不懈努力。

那片繁忙的蓝色区域

区位优势、基础优势、产业优势是发展

蓝色经济的凭借与依赖，沿海7市从发挥自
身优势入手，科学布局海洋生产力，全面转
向《规划》实施阶段，掀起海洋经济发展新
高潮。

青岛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王书坚说，
南起崂山石老人，北到即墨丁字湾的600平
方公里区域，正在谋划建设国家海洋科学技
术实验室、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国家深潜基
地等重大海洋科技项目，到今年8月份，国
家海洋科学技术实验室即告建成，成为亚洲
第一、世界第七位的海洋高端科技研发中
心。

“烟台市把海湾海岛开发作为陆海统
筹、拓展空间的重要平台。”烟台市政协副
主席、发改委主任、蓝办主任王式亮介绍，
龙口人工岛群已完成围堰35公里；牟平滨海
开发已整理2 . 3万亩滩涂；养马岛整体开发
正加快推进；长岛国际休闲度假岛规划紧锣
密鼓进行——— 这些蓝色经济的主战场，已基
本构成烟台蓝色开发大框架。

“十大产业基地、十大基础设施和日照
国际海洋城建设，是日照市加快蓝色经济区
建设的主要抓手和载体。”日照市副市长余
兴安介绍，不久前，日照市在北京、香港等
地举行蓝色经济发展规划恳谈暨项目推介
会，签约项目投资额1000多亿元，随着项目

落地，日照市将加快建设成为我国东部沿海
重要临港产业基地、区域性国际航运物流中
心。

不只如此，青岛西海岸、潍坊滨海、威
海南海等海洋经济新区和中德生态园、日照
国际海洋城、潍坊滨海产业园等中外合作园
区规划建设、推进实施工作也陆续展开，绵
延3300多公里海岸线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正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的科学发
展、加快发展图景。

从“浅蓝”驶向“深蓝”

在国家战略层面建设山东半岛蓝色经济
区，核心指向便是加快推动生物制药、海洋
工程、海洋装备、海洋可再生能源等系列科
技含量高的新兴产业崛起，构建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将人类发展的触角由浅海推向深
海。

“地球的70%是海洋，海洋的70%是公
海，人类要从深海中获取财富，必须依靠海
洋科技作支撑。”水产品加工、海洋生物及
海洋生物工程制品专家管华诗院士认为，发
展海洋产业，从浅蓝走向深蓝，第一基点是
海洋科技。为此，青岛市提出打造“蓝色硅
谷”构想，加强高科技研发、高科技人才、

高科技产业、金融支持等支持力度，力促高
端海洋产业快速发展。

如何把现代渔业由近岸向深海推进，也
是海水鱼类养殖学专家雷霁霖院士多年的研
究方向。他介绍，根据不同的区位、水温等
条件变化，日照市有发展水产品育种业的条
件、东营有发展河海交叉型养殖业等的基
础，以此类推，沿海7市各具自身优势和潜
力。

专家们认为，科技创新是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建设的第一推动力，围绕深海战略性
资源，改进调查勘探装备、发展深海作业技
术、探讨产业开发技术等，是“十二五”期
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和海洋科技发展
的战略重点。目前，青岛市在海水综合利用
技术，烟台市在海水蕴涵的水动力能源开
发、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威海市在远洋生物
食品资源、远洋渔业技术等领域已经展开研
发探索，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加快驶向深
海构筑坚实的科技基础。

结构调整主阵地

海洋经济是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做大
做强海洋优势产业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
设的关键所在。 （下转第二版）

□ 张起帅 韩希江 李洪川

近年来，荣成市围绕特色产业优势，整
合全市合作社党建资源，以促进农民增收为
目的，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立专
业合作社党建协会，推动党建社建一体发
展，走出一条“围绕经济抓党建，通过党建
促发展”的新路子。
◆创新背景

荣成市现有各类合作社421个，在农民
专业合作社中，党员占到相当大的比例。然
而，随着农村经济形式的变化，农村基层党
组织建设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农村
党支部对党员的约束力越来越小，责任感和
荣誉感缺失，党员作用难以发挥；部分党员
跨村流动加入各类合作社，给党员管理带来
困难；合作社里的一些经济能人虽然政治上
要求进步，但由于合作社没有建立党组织，

只能长期在党组织边缘徘徊，等等。
◆创新实践

为了及时利用、占领合作社这一新兴经
济组织，荣成市以专业合作社为载体，积极
探索“党支部+合作社”模式，扩大基层党
组织在农村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同时，通
过“党管合作社”加强对专业合作社的领
导。整合镇域范围内的合作社组建党建协
会，由镇街班子成员担任党建协会会长，通
过党建协会这一跨行业、跨地域的新型基层
组织，实现党组织对合作社的领导。

按照“分类指导、规范管理、服务发

展”的要求，对运作良好、有3名以上党员
的合作社，单独建立党支部；对地域相近、
行业相同、特点相似的合作社，联合建立党
组织；对带动力强、辐射面广的非党群众领
办的合作社，将领办人跟踪培养成党员，跟
进建立党组织。在此基础上，按照“引导不
命令、服务不越权”的原则，整合合作社党
支部成立市合作社党建协会，实行纵横两线
管理。横线结合行业管理属性，成立了果
茶、花生、蔬菜、农机服务等7大行业党建
协会；纵线整合镇域范围内的合作社，组建
镇街党建协会。

为使党员的示范作用和先锋带动作用得
以充分发挥，荣成开展党员创业帮扶工程，
对合作社党员，优先提供贴息贷款，帮助其
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在党员中则开
展了“三进农户帮民富”活动，每名合作社党
员定点联系包扶两至三名普通社员，在产前、
产中、产后为其提供技术指导和专业服务。

为加强合作社横向联系，党建协会每周
召开一次例会，了解各专业合作社本周工作
安排，统筹协调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中心内
各项设施的管理使用；对其他暂时未成立支
部的合作社中的党员进行管理，吸收他们参
加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同时党建协会积极
培养合作社骨干入党，帮助未成立党组织的
合作社成立党组织。在此基础上，荣成市将
合作社党组织作为培养储备农村干部的有效
载体。目前，已有近200人优秀人才作为农
村后备干部进行重点培养。（下转第二版）

荣成：党支部建到专业合作社
◆党员联系包扶两至三名普通社员 ◆作为培养储备农村干部的载体

突出“主线” 放眼“深蓝”
——— “2011蓝色经济大家谈”综述

□ 责任编辑 娄和军 兰传斌

□记者 吴宝书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海尔集团获悉，张瑞敏近日获得全球

政商领袖基金会颁发的“第6届睿智领袖精英奖”，成为首位
获得这一奖项的中国企业家。

由全球政商领袖基金会主办的2011全球政商领袖峰会近日
在北京举行，这是该峰会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包括80多
位全球500强跨国公司CEO、银行家，围绕“创新”与“低
碳”发展等热点问题进行了交流。张瑞敏因符合“领导一家具
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能够有效把握新趋势，企业业绩实现了
可持续性增长，成为其他企业效仿目标，具有健康的财务状况
和社会责任感”等条件而获奖。

张瑞敏获睿智领袖精英奖
为首位获此奖项的中国企业家

新华社上海6月26日电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25
日在上海表示，受翘尾因素影响，预计6月份CPI将高于5月
份，通胀将于三季度开始回稳，到四季度会明显回落。

姚景源是在此间举行的“2011恒生中国‘名家聚焦’财富
论坛”上作此表述的。他认为，本轮物价上涨兼有国际和国内
双重因素。不仅要看到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所带来的输入性通胀
压力，也要注意到我国货币超发和农业基础薄弱等内在问题，
其中农产品流通体系的不健全是农业基础薄弱的体现。

姚景源表示，当前中国经济仍具平稳特征，既没有过热，
也没有出现大幅度下行，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仍是通胀。

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全年CPI控制在4%的水平，姚
景源表示“有难度但能实现”。他解释称，由于输入性通胀压
力仍然较大，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而我国农业基础薄弱，
因此稳定物价有一定难度；但从另一方面分析，我国粮食库存
充裕，工业消费品总体供给大于需求，都将成为稳定物价总水
平的基础。

对于在连续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后紧缩的宏观调控政
策会否松动的疑问，他指出，“宏观调控不能松，保持物价稳
定仍为调控的首要任务，但要把握好调控的节奏和力度。”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

CPI将于四季度明显回落

世纪跨跃谋发展
——— 一系列强国战略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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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武安白沙村
幸福路上不让一人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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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 半岛降大到暴

雨，最大点雨量165毫米

◆风——— 昨夜经成山头，

最大风力达10—12级

◆浪——— 沿海多起险情，

30多名遇险人员获救
 要 闻·2版

□新华社发

热带风暴“米雷”路径图（左

图）；6月26日，青岛五四广场，海上

涌浪拍打岸基激起几米高的浪头，一名

游客在冒险拍照（右图）。

“米雷”扫半岛
雨急风浪高！
今天下午我省脱离其影响

本报济南讯 由大众日报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创
办的《山东能源》今天正式与读者见面。

《山东能源》每周一出版，每期四个版。她以服务山东能
源产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宗旨，聚焦能源建设亮点、热点，推动
煤炭、电力、石油等传统能源结构升级，促进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新能源发展，为加快我省能源行业转方式调结构步
伐、保障山东经济文化强省建设能源需求献计献策。

《山东能源》今与读者见面

两女子的吸毒自述与警示
 今日关注·3版

我国《戒毒条例》公布实施

主动戒毒者不予处罚
 国内新闻·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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