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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远洋渔业

首次印度洋作业

8月29日，由青岛鲁海丰集团斥资3亿元
自主设计建造的6艘国内新型远洋金枪鱼围
网渔船在青岛西海岸新区正式起航，前往毛
里求斯海域进行远洋捕捞作业。

这是国内第一批采用欧式围网设计的金
枪鱼捕捞专业船，也是国内同型号远洋渔船
中技术水平最高的船只，刷新了青岛远洋渔
船建造的新高度，一举打破了青岛远洋渔业
在印度洋无作业的现状，为青岛乃至山东省
经略海洋，融入“一带一路”倡议再添新动能。

随着6艘远洋渔船的成功启航，以及
“中国北方(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冷链
物流基地”项目的顺利推进，一条覆盖远洋
捕捞服务、冷链物流、水产品拍卖交易、加
工配送、信息集成等环节的完整渔业产业链
正在青岛西海岸新区加速形成：打造万吨级
渔船码头，冷冻冷藏水产品300万吨，交易
量300—600万吨，年交易额660—1200亿元，
成为山东半岛乃至全国蓝色经济海洋渔业经
济的新引擎。

6艘远洋渔船，只是青岛西海岸新区海
洋产业向高端发展加速迈进的一个小缩影。
在新区海洋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现代
海洋渔业建设成效显著。据统计，西海岸新
区目前拥有远洋渔船50条，渔港10个，其中
国家级中心渔港1个，海外渔业基地1个，国
家级现代渔业种业示范基地1处，省级以上
水产良种场7处，各类育苗企业50家，年育
苗能力达到40亿单位；在建国家级海洋牧场
4处；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3处，农业部水
产健康养殖示范场24处，无公害水产品生产
基地38处，深水抗风浪养殖网箱300余个。

海洋经济总量

四年实现翻倍增长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海洋经济是西海

岸新区发展的永恒主题。
作为第九个国家级新区，西海岸新区拥

有海域面积5000平方公里，海岸线282公里，
海岛42个，其中可利用海域1842平方公里，
已确权海域93平方公里。承担着打造海洋强
国战略支点的国家使命，西海岸新区获批四
年来，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9%，总量从
590亿元增长到1019亿元，翻了一番。2017年
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全国、全省和全市的比
重分别达到1 . 3%、6 . 9%和35%。

“近年来，新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论
述，围绕海洋强省和青岛市建设国际海洋名
城的战略部署，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统领，以提高海洋经济
发展质量效益为主攻方向，牢牢把握海洋传
统产业走向远海、海洋新兴产业走向深海、海
洋服务业走向陆海统筹的发展路径，全面提
升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努力担当海洋强
国战略的新支点。”青岛市委常委、西海岸新
区党工委书记、区委书记王建祥表示。

据统计，2013年至2017年新区海洋经济
规模不断扩大，海洋经济总量四年实现翻倍

增长的同时，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也由21 . 8%增长到31 . 7%，年均提升2 . 5个
百分点。2017年，新区完成海洋经济生产总
值1019亿元，增长18%，超出地区生产总值
增速7个百分点。

作为全国重要的船舶海工生产基地，海
西湾船舶与海洋工程产业基地的海工平台设
计制造及总装能力达到世界一流水准。在这
座总规划占地面积8平方公里的基地内，船
舶行业形成了从修造船、船用柴油发动机、
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到港口及船用机械的完整
产业链，100余家船舶制造与海工企业及各
类配套企业汇集于此。海西湾，在青岛西海
岸新区的大型产业集群基地内，新区生产制
造的国内首台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
世界首座全自动深海半潜式“智能渔场”等
高端产品接连驶出，享誉海内外。

海藻酸的国际、国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
到30%和40%；褐藻胶国际市场占有率25%；
衣康酸、异麦芽酮糖，生产规模世界第一，
海洋微藻生产高附加值DHA生产规模国内最
大……这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数据，显示
出了新区海洋生物医药发展速度之迅猛。新

区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聚了明月海藻、聚
大洋、东海药业等20多家企业，海洋生物医
药产业完成产值已达100亿元，并同时拥有
全球最大的海洋基因库和最大的海藻加工基
地。值得关注的是，目前新区海洋生物产业
正逐渐向医药领域提升拓展，空心胶囊、医
用辅料成为研发和生产方向。

海洋经济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打造世界一流港口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山

东提出的要求，主体就是青岛港，青岛港的
主体就在新区。作为当今世界最先进、亚洲
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前湾港全自动码头“空无一人”，生产作业
却“行云流水”。前湾港实现了全自动化码
头从概念设计到商业运营，开创了全自动化
集装箱作业的新纪元。同时，新区正在推进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实施方
案》。

“新区有责任、有条件、有能力做好全
面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下一步将突出抓好
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打造世界一流海洋
港口和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三项重点工
作。”王建祥表示。

为此，新区制定了海洋经济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明确了产业发展重点即“海洋传统
产业走向远海、海洋新兴产业走向深海、海
洋服务业走向陆海统筹”。

在这份行动计划中，字里行间透露出新
区经略海洋的雄心。新区未来将实施规划引
领、园区提升、科技创新、人才集聚、军民
融合、开放合作、生态文明七大行动，加快
构建以海洋经济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实现新区海洋经济发展质量三年新突破、五
年新跨越，勇于担当海洋强国战略的新支
点。

按照规划，到2020年，新区将初步建立
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和海洋科技创新引领海洋
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格局，海洋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18%左右，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
35%，海洋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年均提高2个百
分点，海洋科技对海洋经济的贡献率达到
70%以上，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航运
中心和东部沿海重要的海洋经济发展中心。

依海而生 向海而兴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经济总量四年实现翻倍增长，海洋产业破“千亿级”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吉鑫 张娜 报道
本报平原讯 “炎热夏季的午夜和黎明前，池水的溶

氧量是最低点，南美白对虾最易发生浮头，必须及时开动
增氧机或不断换水。”不久前，在水产专家彭磊指点下，
平原县王庙镇堤下村源通合作社理事长李勇逐渐掌握了控
温调氧技术。

2012年，在外打工的李勇回乡成立合作社种植莲藕，
后来尝试淡水养殖南美白对虾，但由于缺乏技术支持，几
年都没能成功。去年，县里帮李勇引来省淡水水产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杜兴华和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彭磊教授，并
建起了乡村人才公寓，方便专家开展技术指导。依靠莲藕
种植、对虾养殖，李勇去年收入达30万元。

平原县积极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高校院所进行对
接，通过招才引智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振兴。特别是他们
柔性引进“两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泰山学者等
高层次人才53人，外国专家1人，创新创业团队6个，并建
设乡村人才公寓17处55套，吸引26名农技专家人才到一线
服务。像张华镇引进热力学专家余经炎教授，与筱澍生态
园合作建设太阳能蓄能温室大棚6个，每个棚可实现年收
益15万元，比普通棚高出1 . 5倍；前曹镇嘉鑫果蔬种植专
业合作社引进山东农业大学彭福田教授，指导草莓种植，
已实现经济效益200万元；王杲铺镇金博农业科技公司引
进包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
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山东财经大学六所
高校专家，建设了10个智慧蔬菜大棚。

平原县把农技专家

请到乡村振兴一线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田宝宗 陆萍 报道
本报沂水讯 近日，沂水县黄山铺镇汇博园的有机蔬

菜陆续上市，受到消费者欢迎，经常很快就销售一空。汇
博园的有机蔬菜采用的是无土栽培技术，此项技术得益于
黄山铺镇招才引智成果。

据了解，黄山铺镇实施创新发展与人才强镇战略，摸
清全镇主导产业转型升级、龙头骨干企业科技攻关的实际
人才需求，针对性引进A类人才3名，B类人才35名。实现
人才与工程对接、智力与项目对接。去年以来，黄山铺镇
针对镇内汇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技术需求，多次与省内外
重点院校、科研院所对接，与山东农业大学签订合作协
议，设立水培蔬菜校企联合研究中心，联合开展水培蔬菜
项目技术研究和综合开发，共建教学研实践基地，培养企
业发展急需的高水平人才。经过半年合作，如今汇博园内
西瓜、甜瓜、西红柿、辣椒等水培果蔬长势良好，陆续上
市，受到消费者好评。

黄山铺镇校企合作

实现人才工程对接

□记者 彭 辉
通讯员 梁晓静 李鑫卫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要不是邹医生，俺都出

不了门。”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崮山镇北虎
口村56岁村民张翠芳一提起自己的家庭医
生、村卫生室乡村医生邹永辉，感激之情就
洋溢在脸上，“俺患有哮喘病，由于以前用
药不合适，对腿部产生了副作用。自从去年
签约后，邹医生经常打电话问我腿疼不疼，
吃什么药，有时还上门给俺按摩，现在腿好
多了。”

“村里签约贫困户的健康情况我都了
解，平时也会定期联系，了解他们的近期状
况，一旦发现他们有病了，及时进行治疗，
如果不能治疗，还可以转诊到镇卫生院或市

里的医院。”邹永辉说。
不少贫困人口健康意识淡薄且长时间得

不到纠正，小病拖成大病、慢病得不到救治
的现象时有发生。治穷先治病，威海经技区
积极探索精准健康扶贫，为农村贫困人口提
供健康保障。

为建立长效保障机制，威海经技区出台
《加快推进和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
实施意见》，其中特别提到，针对贫困人
口，签约医生定期随访，了解病人身体状
况，普及医学常识，有效防止小病变成大
病，小开销变成大负担。目前，威海经技区
组建了共120人的28支医疗团队，家庭医生已
覆盖所有贫困家庭，家庭医生定期对贫困户
进行健康指导，镇卫生院每年还提供一次免

费体检，需要转诊市里医院的还免费开车接
送。

自2017年以来，威海经技区对贫困人
口进行逐村、逐户、逐人走访，每个季度
都会对所有纳入健康扶贫信息系统的贫困
人口走访、核实，符合条件的要全部纳
入、一个不落；对每一位患病贫困人口所
患病种进行再确诊，做到所填报病种名称
科学规范、主次病种顺序准确无误，确保
患病信息准确率百分之百；对便民惠民措
施、分类救治、救治巩固等政策落实情况
进行再确认。威海经技区还为每个贫困户
家里发放了印有“健康扶贫”字样的收纳
袋，里面装有日历卡，背面印着健康扶贫
的优惠政策，同时也方便贫困户存留就诊

记录等相关资料。
威海经技区在定点医疗机构大厅设立

了贫困人口服务窗口，患病贫困人口免收
个人自付的普通门诊挂号费、诊查费，专
家门诊诊查费以及大型设备检查费减半收
取的“两免两减半”政策；推行先诊疗、后付
费和“一站式”结算，贫困人口只需支付扣除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
特惠险金额后的个人自付费用。

针对患病贫困人口，威海经技区已建
立居民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
特惠医疗保险“四道防线” ,基本实现患者
支付费用不超过总治疗费用的10%，还推出
针对患病贫困人口的专项救助政策，累计
为334名大病患者发放救助金103万元。

治穷先治病 健康送家中
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贫困户100%签约家庭医生

□通讯员 伊振中 报道
本报邹平讯 今年以来，邹平县临池镇大力推行“一

线支部”工作法，在推动县域重点工程和镇域重点工作的过
程中，把“一线支部”作为基层党建与重点领域工作连接的
桥梁，将党的建设贯彻落实到基层工作“最后一公里”。

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党员干部担当在一线。通过一线
支部建设，汇聚全镇干事创业合力。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以全镇重大领域工作部署和急难险
重任务为“练兵场”，让党员干部冲锋在一线、历练在一
线、突破在一线。发扬履职尽责精神，党员干部学做在一
线。以一线工作为“练兵场”，注重对党员干部实绩和作
风考核，让党员干部亮明身份担当作为、夯实工作履职尽
责。

“乡镇作为政务工作的‘神经末梢’，担当着各项工
作直接推动者的职责，为了让党的意图能够在基层顺利开
展并实现，就需要一批担当作为的‘尖刀’党员。”临池
镇党委书记孙健说。全镇大力推广“一线支部”工作法，
深入研究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城市快速发展中遗留
的历史问题，让党员队伍敢于搞透情况、搞准思路、搞实
举措，形成推动全镇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的强大合力。

临池镇推行

“一线支部”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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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克国 张进刚 报道
8月29日，工人在青岛港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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