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港正在
成 为 对 外 开
放、“一带一
路”重要的节
点 ， 成 为 青
岛、山东乃至
中国连通世界
的接口。图为
青岛港前湾港
区俯瞰。

经略海洋之之之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

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逐梦深蓝 满帆前行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王 敏

3月6日，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在中科院海洋
大科学研究中心效果图上圈圈点点，向记者介绍中心的使
命：“为破解当前我国海洋领域创新资源相对丰富，但仍
不够集中与聚焦的难题，我们通过统筹运行中科院的海洋
科考船队、大型仪器区域中心、野外观测台站和海洋观测
网络，为全院乃至全国的海洋科研力量提供开放共享的创新
基础平台，最终实现先进设施、优势团队和创新成果向山东
的‘三集聚’，共同奏响海洋科学的‘蓝色交响曲’。”

山东的海洋科研力量占全国半壁江山，但海洋科技对
海洋产业的转型升级一直贡献较低。我省的海洋产业多处

于产业链中下游，海洋产业高端化明显不足。
“我想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海

洋研究太偏重基础科学，从全创新价值链角度的设计不
够。”王凡说，围绕落实海洋强国战略，助力山东建设海
洋强省的“十大行动”，该中心结合兄弟单位科技优势，
设计了3大核心单元和7大交叉集群的全创新价值链条。

“沿着创新链，结合山东海洋基础研究的比较优势，
我们就可以定向去进行科研团队的‘双招双引’，再利用
海洋科考船等高水平的研发平台实现这些团队的有效整
合，最终目标是打造海洋科学的‘国家大剧院’。”王凡
满是自信。

目前，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的一批高水平研发平台已

全面启动建设。这里既有以研发“离子探针”这种“硬科
技”为主的室内仪器分析平台，也有开发“深度学习”算
法这种提升“软实力”为主的海洋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协同
创新中心。“未来通过这些新建的平台和已有的科考船
队、野外台站、观测网络等等，我们将把‘健康海洋’‘蓝
色粮仓’这些科学目标和应用目标双轮驱动下的创新价值
链真正贯通起来，助推山东构建起现代化、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海洋产业体系。”王凡说，通过“总部+分部”的科考
平台网络式管理模式，该中心已经统筹了四个系列9艘科考
船组建的中科院海洋科学考察船队。

“如果将一艘科考船比作‘一条龙’的话，9艘科考船
就是‘九龙探海’，逐浪全球。”王凡自豪地说。

科考船队：九“龙”探海逐浪全球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葛 彬 聂英杰 王清东

“我给北京的游客发几斤海米和扇贝丁，渔家乐没锁
门，你们先自己随便看看，我一会儿就回来。”3月5日上
午，记者到长岛花沟村采访。“兴隆渔家”老板赵文隆和
记者打了个招呼，就先出门忙去了。

花沟村位于北长山岛西岸，是个只有38户100口人的小
渔村。赵文隆是土生土长的花沟村村民，85后。刚开始在
乡里的海参育保苗场上班，干了几年后回村创业，建起了
个100来平方米的育保苗场。所谓的“场”，其实就是紧靠
海岸的几间平房，里边有十几个水泥池子。海参苗在池子
里从“500个头（500只海参一斤重）”养到“10个头”。

“海参对水质要求高，小苗要一天换两遍水，喂三遍
料。”赵文隆说，育苗场养殖废水直排大海，冬天海水升
温还需要烧煤，也达不到环保要求。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山东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快建设绿色可持续
的海洋生态环境。长岛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积
极落实省委、省政府对长岛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建设的要
求，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推进全域生态保育。

长岛先后拆除了南北长山岛海岸线育保苗场和破旧建
筑54万平方米，整治修复岸线20多公里、岸滩30多万平方
米。同时，近岸养殖和生产生活设施腾迁退出，实施海域
生态修复和生物种群恢复工程，大叶藻、鼠尾藻、褐藻又

回来了。
生态的改善，也给岛民的生活和产业带来了可喜的变

化。赵文隆开始转型，攥着干了5年海参育苗攒下来的20万
元办渔家乐。花沟村有20户人家做起渔家乐。

“最近已经有不少回头客在微信上联系了。游客清明节
前后就开始来了，新一年又开始忙活了。”赵文隆介绍，到了
七八月份，16个房间足够忙得团团转。媳妇负责前台接待，
他负责采购，还要招一个厨师、三个勤杂工。一年下来，
渔家乐为他带来40万元的纯收入，淡季卖海货，还有10来
万元的收入。赵文隆的日子，过得忙碌而富足。

渔家乐旅游一年为花沟村带来400多万元的纯收入。如
今的长岛，越来越多的人像赵文隆一样，尝到了生态改善
带来的甜头。

长岛：海岸生态整治修复岛民尝甜头

□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李钟芸

时值早春，荣成桑沟湾海洋牧场的海上平台虽然还没
有开始营业，但河豚（红鳍东方鲀）养殖基地里，工人们
却正忙碌着。

“别看这河豚在水里没什么特殊的，只要一离开水，
用手一碰，身体立即鼓成一个球状，体积增大数倍。现在
这河豚成了‘网红’，很多人到海洋牧场游玩，都要跟它
合个影，发到朋友圈里晒一晒。”桑沟湾海洋牧场负责人
刘爱娣，说起话来笑意盈盈。

桑沟湾海洋牧场是由荣成市泓泰海洋渔业公司投资建
设的。当初为了上这个项目，刘爱娣还和父亲产生了分
歧。

“父辈们觉得咱渔民干渔业就是捕捞和养殖，搞旅游
有点‘不务正业’。”刘爱娣说。

“我家一直都是做河豚养殖的，因此，我坚持从探索
河豚养殖的趣味性、互动性入手，逐步加入海洋牧场贝类

的采摘、海上垂钓等项目，渐渐发展为成熟的海洋牧
场。”刘爱娣告诉记者。每到夏季，游客便来到海洋牧场
感受大海的气息，体验耕海牧渔的魅力。“随着海洋牧场
的游客越来越多，父辈们认识到休闲渔业的潜力所在。”

在海洋牧场的撬动下，渔业公司既卖风光又卖体验最
终促进卖产品，河豚成了“网红”，客户群体不断扩大，
订单纷至沓来。

尝到海洋牧场甜头的还有寻山集团。寻山集团投资
7000多万元扩建海洋牧场，同步发展旅游度假、休闲海钓
等海上旅游项目，形成海珍品育苗繁育、海上生态养殖、
海产品精加工和生态休闲旅游4大产业基地。公司推进一二
三产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周边9个渔村1000多人从事旅游相
关工作，年实现营业收入1亿多元。

向海图强，在荣成，尝到甜头的，不只是桑沟湾海洋
牧场和寻山集团。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略海洋的重要指示要
求，荣成市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

民”为动力，建设海洋牧场，加快推动渔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

荣成将海洋牧场与休闲渔业有机结合，打造全国休闲
渔业基地。

该市规划了北、中、南三大海洋牧场和休闲渔业板
块，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大力推行“龙头企业+合作社+渔
户”的模式，通过规范海域使用管理，实现集聚高效发
展。以“增殖放流+人工鱼礁+藻场移植+智能网箱”为主要
内容，打造各具特色的海上田园综合体。海上，建设“渔
家乐”综合服务区，大力发展捕鱼、观光、采摘等渔趣活
动；陆地，大力发展特色餐饮。同时，荣成发掘渔俗文
化，推动海洋牧场与渔家文化对接。

如今，荣成已培植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7家、省级海
洋牧场14家，培植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9个，海洋牧场规
模、数量居全省首位。2018年海洋牧场、休闲渔业收入25亿
多元，带动渔民增收6000多万元。

荣成：河豚成了海洋牧场新“网红”

一线故事

□ 本报记者 王亚楠 代玲玲

3月6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山东代表
团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吴立新
代表充满激情地向媒体记者介绍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
试点国家实验室近期取得的重大成果：改性黏土赤潮
治理产品首次走出国门出口智利，不仅为美丽中国也
为美丽世界作贡献；培养出海洋渔业新品种38个，研
制上市海洋药物4个……科研实力跻身世界海洋科研
领域五强，加快走近海洋科技国际舞台中央。此外，
他们与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共建顺利推进；抢
抓国家“大科学”建设机遇，联合中科院等国家力量
先期启动“透明海洋”工程、“蓝色药库”工程、
“海上丝绸之路”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及利用计划等3
个“蓝色”项目……这些成果的背后，是省市两级投
入10亿元资金支持实验室建设发展。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山东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
略要地。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
洋强国建设作出贡献。

向海图强，劈波斩浪。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交
给山东的重大政治任务，标注了山东海洋强省建设的
目标定位。去年以来，以全面实施《山东海洋强省建
设行动方案》为抓手，山东加快实施海洋强省“十大
行动”，海洋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2018年海洋生产
总值预计1 . 6万亿元，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1/5，海
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20%以上。由山东高速
集团控股的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成立，山东拉开港口
整合大幕，全力推进打造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

“从规模看，青岛港现已成为世界第七大综合性
港口。”3月7日，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桥吊
队队长、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许振超代表告诉记
者，青岛港集装箱业务发展很快，他1988年刚参加工
作时，青岛港集装箱业务只有8万箱，现在已经达到
1800多万箱。作为全省港口的龙头，站在加快推进海
洋强省建设的时代新起点，青岛港正跳出港口、跳出
胶州湾，从更高的平台上重新认识自身，找准未来的
战略坐标和发展定位。2018年下半年，青岛港启动
“改革创新、提升服务”专项行动，主动“降费、提
速、减证”，不仅使港口整体运作效率持续提升，打
造了青岛港服务的“金字招牌”，还带动了整个口岸
和相关产业链的服务升级、环境优化。目前，青岛港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单机作业效率已达43 . 23自然箱/
小时，并以220 . 7自然箱/小时的效率创出海洋联盟欧
洲线全球泊位效率第一，2018年新增航线24条，集装
箱吞吐量稳步增长，青岛港正在成为对外开放、“一
带一路”重要的节点，成为青岛、山东乃至中国连通
世界的接口。

在山东，从通常被认为是最传统的海洋渔业开
始，一场海洋产业的蝶变跃升正在进行。“既能繁育
苗种、修复生态、涵养水质，又能发展休闲观光游，
实现一二三产业贯通融合发展。”荣成市寻山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李长青代表认为，海洋牧场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产业转型的关键。去年夏天，寻山集团打
造的长青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成为游客青睐的目
的地：既能近距离观赏扇贝、牡蛎、海胆等，又能坐
上游艇，到达离岸约1公里的海上休闲区观光、亲
水、垂钓，体验耕海牧渔的乐趣，年接待游客量达5
万多人次。

去年底，《山东省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
方案》获得国家批复，成为我国首个省级海洋牧场试
点方案。目前全省共有省级海洋牧场示范项目72个，
其中国家级21个，占全国的1/3。预计到2020年，全省
海洋牧场综合收入将达3000亿元。

“深蓝1号”“蓝鲸1号”，大国重器正在带动山
东海工装备崛起。烟台作为全球四大深水半潜式平台
建造基地之一，海工装备产业产值突破500亿元。蓝
色动能激荡汇聚，海洋新材料、海洋医药、海洋智
能、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正扬帆起航。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海洋生态环境，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阶
段。去年6月，山东设立“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
验区”，彻底拆除全域80台风机并完成相关生态恢
复，完成南北长山岛所有25万平方米裸露山体治理，
一次性完成55万平方米电代煤集中供暖改造……生态
长岛获评“全球文化旅游目的地”和“2018年度中国
十大全域旅游示范县市”，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
山。

山东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空间在海洋，最
大的动能也在海洋。长达3345公里的蔚蓝海岸，波
涛声声，奋进潮起，一个崭新的“海上山东”正满
帆前行！

（本报北京3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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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从春龙

面积约等于4个足球场首尾相接，20层楼高，可养一万
吨三文鱼……你能想象这样一个庞然大物吗？

Havfarm1#，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深水养殖工船项目，在
中集来福士芝罘湾基地已经开工4个月。600多名工人，分
散在120个工段，切割、焊接，火花飞溅。到月底，249个工
段将全面开工，用工能达到1200人。

Havfarm1#是中集来福士为挪威Nordlaks公司建造的深
水养殖工船。挪威是现代渔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三文
鱼有“冰海之皇”的美誉。目前，挪威水产养殖产量约130
万吨/年，在全球仅次于中国。挪威计划在2050年达成500万
吨/年的产量。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更加先进且环保的技
术和设备。深水养殖工船建成后，将解决挪威三文鱼养殖
密度过高、养殖水面不足等问题。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山东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加快建设完善的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中集来福
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烟台基地时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
央所属国有企业，一定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和掌握
更多的国之重器。深情厚望，殷殷嘱托，激励着中集来福
士挺进深蓝大海，走好创新之路。

一举拿下全球最大最先进的深水养殖工船，凭借的正
是中集来福士在海洋渔业装备领域强劲的自主创新能力。

Havfarm1#技术经理乔熙说，工船由挪威提供基础设
计，而详细设计与施工设施全部由中集来福士自主完成。

工船装备全球最先进的三文鱼自动化养殖系统，可以
实现鱼苗自动输送、饲料自动投喂、水下灯监测、水下增
氧、死鱼回收、成鱼自动搜捕等功能。“特殊区域特别
多，设计难度和施工难度都很大。整个项目部全力攻坚，

确保2020年实现码头交付。”乔熙说。
中集来福士与挪威三文鱼的“不解之缘”，是靠实力

赢得的。之前，中集来福士与挪威一家公司签署协议，涉
及5座Hex Box养殖网箱建造，可使挪威三文鱼养殖摆脱峡
湾地域限制。这为中集来福士进军世界顶尖渔业装备制造
攒下了口碑。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中集来福士以油气钻探
平台为主导产品进入海工产业，研发出多功能海洋牧场平
台、智能深水网箱、休闲渔业综合体和现代化渔船四大系
列产品。

目前，中集来福士已陆续交付海洋牧场平台22座，今
年还将交付10座。深海养殖网箱的订单已经拿到4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码头上的“长鲸一号”深海养殖网
箱施工已近尾声。中集来福士有关人员告诉记者，它近期
将开赴长岛海域。

中集来福士：这条船可养一万吨三文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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