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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田鹏飞 杜婷婷

生态恢复

促生物多样性发展
6月27日，站在全省最大的海洋牧场平台

向东北望去，黄河入海形成的独特“黄蓝交
汇”景象，蔚为壮观。

作为建设方的海洋牧场负责人，东营康华
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阚仁涛正忙着在海洋
平台附近选点，准备投放今年的贝类幼苗。一
年多的时间，他们与中科院海洋所、中国海洋
大学的科研机构的专家组，对当地海域的资源
环境及海洋渔业发展模式的研讨调研已开展近
十次，投放的各类苗种数亿枚，目前个别地区

观察的结果非常乐观。
“我们后期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个全省规

模最大、品种众多、模式先进的以贝类底播为
核心特色的海洋牧场、建立一个与黄河入海文
化相结合的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海洋休闲基
地。”阚仁涛说。

推进海洋牧场建设，仅仅是垦利区推动海
洋生态环境改善的一部分。今年，垦利区除了
打造康华和汇蓝海洋牧场外，还加强了渔业资
源的增殖和保护，以此来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
的进一步发展。

“蓝色”为媒

海洋生态旅游渐热
6月7日，2019中国垦利第十一届赶海拾贝

旅游节在红滩湿地旅游度假区盛大开幕。
“没有良好的海洋生态，也就没有这个一年一
度的旅游节。我们以生态游为主题设置的互动
活动，目的是让游客在体验活动的同时，感受
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垦利红滩湿地旅游度假
区负责人马小涛介绍，赶海拾贝、泥滩寻宝、
水上高尔夫亲子赛等一系列活动也让游客流连
忘返，当天吸引5000余名游客参加。

在红滩湿地旅游度假区不远处，黄河口滨
海旅游小镇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在发展生态旅
游的思路指引下，今年，垦利区与天津鑫茂集
团合作的黄河入海口鑫茂航旅小镇项目已经落
地，华侨城旅游集团、鑫茂集团“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暨小镇项目也顺利签约，将建设
小镇客厅、幸福家园、小镇之窗等内容，按照
“AAAAA”级景区标准设计，集九曲黄河文
化、海洋文化于一体，着力打造黄河入海文化
旅游目的地新地标。

在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他们通过挖掘
滨海旅游资源，实施了总投资3亿元的红滩湿
地旅游度假区、黄河口海参文化产业园、海盈
休闲渔业基地等农旅项目建设，推动一二三产
融合发展。连续多年举办了“中国垦利滨海文
化旅游年”“开海仪式暨开凌梭美食节”“赶
海拾贝旅游节”等一批特色活动，全年游客人
数突破40万人次。

直面问题

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在位于东营现代渔业示范区海洋经济产业

园内，总投资1 . 5亿元的陆海蓝圣甲壳素产业

化项目施工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完成今年
建成投用的目标，垦利区成立项目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抢工期、
赶进度。

“虽然垦利区海洋产业发展有一定的进
步，但也依然面临着涉海科技机构数量少，海
洋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滞后，海洋科技人才匮
乏，缺少高水平的海洋科技创新团队和人才队
伍等问题。”垦利区海洋发展和渔业局海洋发
展和渔业室主任张琦坦言。相较于其他海洋产
业发展成熟地区，垦利区的海洋产业规模小、
链条短、附加值低，滨海旅游、海洋生物医
药、海洋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缓慢，海洋信
息技术、涉海金融等海洋高端服务业发展滞
后，海洋发展新旧动能还有很深的潜力可挖。

面对海洋产业发展中凸显的问题，垦利区
将加块出台加强海域使用管理支持海洋经济发
展的暂行意见，明确用海要求，提高使用效
益，为建设海洋牧场和发展精深加工提供资源
保障。同时统筹滨海与内陆旅游资源，发挥
“黄河入海”品牌优势，加快实施“旅游富
民”三年行动计划，提升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水
平，打造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李 明

站在绵延40余公里的垦东防潮大堤上东望，
蔚蓝的渤海阵浪翻滚，活力无限。向海图强，前
路可期，随着海洋经济强市战略的实施，东营海
洋经济大幕已徐徐拉开！

经略海洋———

目标一流海洋强市
摊开地图，东营的地理区位优势非常明显，

向东，向北，渤海紧紧把东营拥在臂弯。作为黄
河三角洲中心城市，东营依河傍海，是环渤海经
济区与黄河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处在连接中原经
济区与东北经济区、京津冀经济区与山东半岛经
济区的枢纽位置。413公里的绵长海岸线，为该市
发展海洋经济、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

向东，向北，向大海，为做好经略海洋文
章，东营市委成立海洋发展委员会，抽调骨干力
量组建工作专班，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突
出抓好做大做强海洋产业、实施科技兴海战略、
推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全力建设全国一流海洋
强市。

建设海洋石化产业强市、河海生态文明强
市、环渤海特色渔业强市是东营市打造海洋强市

的美好蓝图。根据规划，未来一段时间，
东营市将着力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生
态建设等6大支撑工程，集中培育现代海洋
渔业、滨海化工等9大海洋产业。此外，全
市还筛选梳理了70余个重点海洋项目，总
投资规模达837亿元。到2022年，全市海洋
生产总值力争达到1150亿元，占比21%；到
2 0 3 5年，东营市要基本建成海洋产业发
达、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生态良好、海洋
综合管理高效、海洋文化特色鲜明的海洋
强市。

陆海统筹———

聚力现代海洋经济体系
渤海湾赋予东营丰富的海洋资源，彰

显了城市宜居宜业的海洋特色，引领着城

市特色产业的发展。守着这样一座先天“蓝色
宝藏”，东营如何向海洋要质量、要效益、要
发展？

做好海洋与陆地“结合”文章，东营市树
立现代海洋发展理念，突出向海发展意识，统
筹海陆区域功能定位、空间规划格局、开发强
度管控、发展导向设计、政策制定和制度安
排，统筹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生态保护与城乡
基础设施建设，以陆域腹地服务海洋经济发
展，以海洋经济增强城市产业支撑，确保海洋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衔
接。

坚持陆海统筹，临港产业最具代表性。7
月1日，东营港经济开发区，5万吨级原油码头
上，5万吨甲醇原料的外贸船正在卸油作业。
随后，原料通过公共管廊输送到开发区山东华
滨化工公司，其生产的丙烯产品通过管道输送

到不远处的山东科鲁尔化学公司，后者的丙烯
腈产品再输送到山东诺尔生物科技生产丙烯酰
胺、聚丙烯酰胺等高端化工产品。一条丙
烯——— 丙烯腈——— 丙烯酰胺——— 聚丙烯酰胺的
碳三化工产业链在开发区日趋完善。

为培育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东营市正聚力
东营港油品及液体化工品特色港口建设，大力
发展海洋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滨海化工产业，
突破海洋油气装备制造业，发展河海文化旅游
业，推进现代海洋渔业提档升级，加快建设现
代化海洋产业体系。

强化支撑———

全力突破制约瓶颈
东营人很清醒，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起步

晚、底子薄、基础弱，制约海洋发展的瓶颈还
有很多。在科技方面，东营的“家底”并不厚
实：全市还没有一家省级以上海洋科技创新平
台，海洋科技人才严重缺乏，特别是在海洋生
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几乎空白。

对此，东营市超前谋划，依托黄河三角洲
可持续发展研究院、东营市海洋经济发展研究
院等市级科研院所，正努力引进一批海洋新兴
产业、海洋生态环保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同时
发挥省黄三角农高区的优势，吸引省内外涉海
科研院所和企业加盟，搭建黄河三角洲海洋技
术协同创新共同体，打造一支海洋科技创新人
才队伍。

下好经略海洋“先手棋”，智慧海洋建设
同样关键。当前，东营涉海行业、单位信息不
全，基础数据还是空白，无法为发展规划提供
科学有效的数据支撑。鉴于此，东营启动了海
洋经济核算和运行评估工作，探索研究全市海
洋经济发展指数，努力构建一套能及时反映海
洋经济全貌的统计调查体系。

打造高水平的海洋产业，实施科学可行的
海洋生态保护措施等等，这些都是东营建设海
洋经济强市道路上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所在。
针对短板，东营已经实施了相应举措。

谋定而后动。一路向海，东营蓝色经济的
风帆已经开启，未来，值得期待！

海洋产业集聚发展新动能
垦利区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东营掘金海洋挺进深蓝

向东，向北，向大海

□记者 贾瑞君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月28日晚，一艘装有5 . 8万

吨原油的外贸船正停靠在东营港5万吨级原油
码头准备卸油作业，这已是东营市亚通石化有
限公司的常态。“自从我们公司获得国际原油
进口和使用资质以来，每年需要进口原油等原
料276万吨，而这些原料99%需要通过海运。”
该公司董事长唐兴党的一席话道出了港口对公
司发展的重要。

目前，东营港已建成码头泊位55个，其中
对外开放泊位26个，最大靠泊能力8万吨。1000
万方的配套库区以及连接码头库区的42公里公
共管廊，“引桥延伸、双堤环抱、突堤相间”
的框架已经形成。

好消息再度传来，6月4日，交通运输部下
发批复，同意东营港2×10万吨液体散货泊位
项目港口岸线使用申请，标志着东营港全面开
启深水大泊位建设进程。“等到10万吨级航道
建成，我们进口原油每吨又可节省成本10元到
20元。”唐兴党说。

港口物流运输业是东营建设海洋强市的
基础性产业。以东营港建设为核心，东营市
加快海洋运输、港口物流、集疏运体系一体
化发展，建设环渤海重要的液体化工专业大
港。2022年，港口年吞吐能力突破1亿吨，液
体化工品仓储能力达到2000万立方米以上。

港口为依托，东营正以园区化、集群化、
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优化滨海化工产业布
局，延伸拓展产业链条，构建以有机原料和合

成材料为主体，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学品为特
色的化工产业体系，建设国际一流滨海化工产
业基地。到2022年，全市滨海化工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将达4400亿元，剑指国际一流海洋石化
产业强市。

当前，以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河口蓝色经
济产业园、利津滨海新区为主体，东营正推动
石化企业向滨海化工园区集中，打造鲁北高端
石化产业基地核心区。引导全市地炼企业以联
合建设大型高端化工项目，延伸芳烃、烯烃产
业链，发展化工新材料产业，组建大型石化集
团。今年启动实施的东营威联化学芳烃项目，
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受理的第一个申请由储备转
规划项目，拉开了东营石化产业向高端化工转
型升级的序幕。随着200万吨/年对二甲苯项
目、120万吨/年乙烯等大项目的落地，东营高
端石化产业链瓶颈将被打通。

让滨海化工链长起来、附加值高起来一
直是东营努力的方向。通过精准招商延链、
强链、补链，东营化工产业“小、短、散、
低”问题正逐步解决。山东启恒新材料有限
公司近期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落地后将实现
与两家原材料生产企业“隔墙建厂”。届时
光学镜片、汽车塑料制品等产品可直接面向
终 端 消 费 者 ， 真 正实现 产 业 链 “ 吃 干 榨
尽”。目前，东营正着力发展功能性膜材
料、高性能复合材料、电子化学品等先进基
础材料、关键战略材料、积极发展石墨烯、
3D打印材料等前沿新材料。

东营：剑指国际一流海洋石化产业强市

□王晶 报道
通和海洋牧场平台作为黄河三角洲首座多功能海洋牧场平台，集气象监测、船舶停靠、休

闲旅游等功能于一体，标志着东营海洋渔业产业由浅蓝向深蓝进发。
图为通和海洋牧场平台外景。

■本期提要

东营市海岸线长413公里，海域面

积6 0 0 0平方公里，海洋生物1 3 0余

种，享有“百鱼之乡”和“东方对虾

故乡”美誉，滨海未利用地、石油、

天然气、地热等资源丰富。2018年12

月，随着海洋强市建设行动方案的出

台，东营开启了全市海洋事业发展的

新征程，加快推动由海洋资源大市向

海洋经济强市转变。本期《东营新

闻》重点解读东营海洋经济强市战

略，以飨读者。

◆近年来，东营市垦利区加快构

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生态建设取得

明显成效，海洋生态旅游获得明显进

步，海洋产业发展未来可期。

□记者 陈仕钊 报道
为培育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东营市正聚力东营港油品及液体化工品特色港口建设，做大做强

滨海化工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
图为东营港三突堤码头。

□记 者 贾瑞君 王晶
通讯员 杨胜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企业能够走到今天这一步，
真是太不容易啦。”6月27日，谈起企业发展，
山东通和水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新波不禁感慨
万千。

山东通和水产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海洋牧场建
设为主导，集海珍品繁育、增养殖、加工、科
研推广为一体的民营科技企业。公司拥有确权
海域70000亩，苗种繁育中心35000平方米，养成
基地5600亩，是目前东营市陆海统筹面积最大的
海洋渔业企业。

1999年，山东通和水产有限公司创始人常守
臣顶着所有人的不解，率先承包海域3000亩，
走起了“投苗增殖、养海护海”的新路子。传
统渔业模式一直是近海捕捞模式，不仅捕捞量
早已超过海洋资源的再生能力，而且对海洋生
态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开发海洋资源，必须要开展深海养殖模
式，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为此，2018年，山东
通和水产有限公司建起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第一
座海洋牧场平台，由浅海开始向深海发展。

河口地区贝类资源丰富，文蛤等产品远销全
国各地。但是，贝类净化以及产品深加工却成为
制约贝类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我们销售的产
品只是最初级的，产品附加值低，品牌也一直叫
不响。”李新波说。

面对窘境，东营市以现代渔业示范区、河
口生态渔业区等为重点，引进资本、技术、人
才、管理等先进要素，实施滩涂养殖池塘改造
和工厂化养殖设施提升工程，积极牵线通和等
企业与科研院所建立合作，进行贝类净化实
验。通和公司、黄河三角洲公司等企业改造提
升8000平方米贝类净化生产车间，全年进行贝类
净化和暂养生产，并建设海水蓄水池等配套设
施，实施贝类暂养净化，为打造贝类品牌提供
产品支撑。

海洋科技人才严重匮乏，缺少高水平的海
洋科技创新团队和人才队伍；以企业为主体的
技术创新体系尚未建立，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
低，企业自主科技创新能力欠缺……在这个人
才竞争的时代，人才稀缺也成为不少企业发展
的障碍。

为此，东营市牵线搭桥，引导龙头企业加
大与山东省海洋生物研究院、中科院海洋所、
等科研院所、高校的合作力度，高标准推进通
和、康华等海洋牧场建设，提升海洋牧场多功
能平台、大型智能网箱、海洋牧场观测网等装
备化水平，创建黄河三角洲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

当前，东营正以打造黄河三角洲国家生态
渔业基地为目标，不断壮大水产种业、重点发
展特色品牌渔业和海洋生态牧场，积极构建现
代渔业产业体系，高水平推进“海上粮仓”建
设，并将其作为实现海洋经济与渔业产业新旧
动能转换，完善现代海洋渔业产业体系的重大
战略来推进实施。

到2022年，全市渔业增养殖面积达到180万
亩，水产品总产量达到53万吨，主要养殖品种
良种覆盖率达到90%以上，海洋牧场占浅海增养
殖面积比例达到65%以上。

深耕海洋牧场

打造“海上粮仓”

□ 责任编辑 刘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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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 王一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据东营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

月东营橡胶轮胎产品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
口额达42 . 59亿元，同比增长31 . 37%。东营作为国
内知名的橡胶轮胎制造基地，拥有较为完善的轮
胎产业体系，目前全钢子午胎产能达到3660万条
/年，半钢子午胎产能达到15700万条/年，工程
胎产能55万条/年，综合产能约占全省一半，全
国近30%。

东营海关主动服务，开展《“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轮胎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专项课
题，研究帮扶企业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紧
跟欧美对我国轮胎“双反”调查研究，指导企业
开辟新兴市场；发挥原产地证、AEO认证等在
减免税及通关方面的优势，降低企业国外通关成
本；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稳步推进第三方采
信，快速出具装运前检验证书。

下一步，东营海关将深入轮胎企业开展调
研，及时掌握企业进出口情况，了解行业性难
题，把握国际市场行情变化，及时为东营市轮胎
行业提供政策性指导和建议；进一步压缩整体通
关时间，指导企业用足用好海关优惠政策，提升
“中国”制造影响力。

橡胶轮胎产品出口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增长31 .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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