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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媛

身穿山东港口工作服，码头工人郭凯站
在“不忘初心”的主题彩车上，神采奕奕。

几天前还在码头忙碌的郭凯，10月1
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庆
庆典活动。

从北京归来，郭凯干劲更足了。
作为青岛港一名普通的码头工人，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郭凯，见证并亲身参与着青岛
港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征程。

在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前港分公司M403
垛位，郭凯驾驶201号装载机为2号取料机供
料，为64泊位“友好3”轮装船作业提供货物。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成就是拼出来
的！今年1-8月份，青岛港货物吞吐量完成
3 . 8亿吨、同比增长8 . 3%；集装箱吞吐量完
成139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9 . 6%，继续双双
位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五位，同比增幅继续保
持全国沿海港口前列。

站在码头，面向大海，郭凯向记者自豪
地介绍：青岛港坚持海向陆向双向拓展———
海向增航线、拓中转；陆向则不断建陆港、
开班列。今年青岛港连续召开了10场内陆推
进会，从省内的临沂、滨州、德州、聊城、
潍坊、枣庄到省外的郑州、西安、银川，一
路向西挺进大西北的新疆。

郭凯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据，如今青岛

港内陆港从10个增至14个，海铁联运班列从
40条增至46条，箱量目前已经突破100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23 . 3%，继续巩固了在全国
沿海港口的领先地位。

9月，日照-青岛、岚山-青岛两条装箱
外贸内支线开通运营后，山东港口以航线为
纽带将青岛、日照、岚山串联为一体，实现
了港口码头、货源、航线、技术等资源的共
享共用，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

“国庆盛典归来，我更感觉重担在
身。”郭凯说，今后在本职岗位上会向时代
楷模和最美奋斗者看齐，为加快建设港口美
好明天作出自己最大贡献。“我们的目标是
努力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10月1日，国庆假期第一天，日照港依
旧一派繁忙景象。在日照港石臼港区集装箱
自动化堆场，8台轨道吊来回穿梭，将刚卸
船的集装箱堆放得错落有致。道路上车水马
龙，一辆辆卡车满载着集装箱飞驰出港……

在日照港30万吨级矿石码头，卸船机轰
鸣声不绝于耳。十九大代表、日照港女子堆
取料机班班长陈晓红正在调度班组成员进行
卸船作业。1994年进入日照港工作的她，见
证了日照港由小壮大、由弱趋强的变化。她
激动地说：“如今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工
作在港口，生活在日照，获得感超强。”

殊不知，在日照港建设之初，它的使命
仅仅是一个煤炭出口的配套码头。从黄海之
滨的荒滩上起步的一个煤码头，到如今一跃
成长为年吞吐量超过4亿吨、位居全国沿海

港口第七位的现代化综合性港口。日照港用
33年的时间，走完了一些港口百年的发展之
路。

1980年3月，国家批复同意在日照沿海
的石臼区域建设煤码头一期工程。1986年5
月，石臼港被批准为一类对外开放港口。

在陈晓红记忆中，2006年11月25日，
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照港
货物年吞吐量突破1亿吨，成功跻身“亿吨
大港俱乐部”，成为全国沿海第九个亿吨
大港。

自此，日照港开始“加速跑”。日照港
因煤而生，但并不甘心只做一个煤码头。

“铁矿石、粮食等大宗散货占用堆场面
积大、费时费力但利润不高，其他大港都不
愿接这样又脏又累的活。”陈晓红道出了缘
由，“但我们日照港不怕脏不怕累。经过多
年的积累，日照港口铁矿石进口量和木片、

大豆、焦炭吞吐量跃居全国沿海港口第一
位。”2018年，日照港吞吐量突破4亿
吨，位列全国沿海港口第七位。

目前，日照港拥有外贸航线装箱国际
班轮航线6条，内外贸集装箱航线30余
条，新开通日照至欧洲、中亚、莫斯科3
条集装箱国际班列。今年5月，国内第一
个规模化建成、平行岸线布置的双悬臂自
动化堆场在日照港启动，装卸效率较以往
提升50%以上。

今年８月，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山东沿海港口一体化改革发展开启
新篇章。日照港全力融入港口一体化进
程，于9月12日开通日照-青岛、岚山-青
岛2条集装箱外贸内支线，开启了山东港
口内部各港之间联手合作的新征程。“新
航线的开通，将有效推动港口间码头、货
源、航线、技术等资源的共享共用，提升

日照与青岛的经济关联度，促进港口与腹
地经济融合与增长。”山东省港口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李奉利说。

“从荒滩上起步、在竞争中成长、在
开放中变强。”陈晓红认为这是日照港发
展过程的真实写照。展望未来，日照港沿
新菏兖日、瓦日两条铁路在鲁、豫、晋、
陕布设10个无水港，聚力打造鲁南和中西
部地区以及中西亚、中蒙俄等“一带一
路”沿线最便捷的出海口。

在高高的堆取料机驾驶室里，陈晓红
眼中的日照港，再也不是当初那个“黑乎
乎一身煤灰味”的煤码头。

集 装 箱 到 港 卸 船 ， 货 物 提 取 发
运……基本实现无人化作业。如今，日照
港将借着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的
东风，向着世界一流海洋强港目标乘势起
航。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王敏 报道
10月3日，我国新一代远洋综合科考船“科学”号按计划驶离中科院海洋所西海岸园区码头，执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2019

年西太平洋共享航次科学考察。本航次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西太平洋航次第一次从西边界区域拓展至中太平洋，共搭搭载了12家
科研院所和高校44位执行科考任务的科学家，同时搭载了4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预计航期80天。

□记 者 田可新
实习生 孙会沅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5日讯 “我出生在
1981年10月1日，正好是国庆节那一天。
父母自然而然取了这个名字。和祖国
同一天生日，这是一种特别美好的感
觉，内心总有满满的骄傲和自豪。”济
南大学水利与环境学院副教授、水利
工程硕士生导师桑国庆一直从事水文
学及水资源领域科研工作。他告诉记
者，他的爷爷、父亲都是“老水利”。从
小家人便鼓励他从事水利工作，实实
在在为社会作出贡献。

“近年来，我真切感受到国家的水
利事业发展势头越来越好！”桑国庆
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走在了世
界前列，水利工程方面也是如此。70年
来，我国相继建成黄河小浪底水利枢
纽、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
程、引滦入津等一大批水资源配置工
程，改善了重点地区、重要城市、粮食
生产基地的水源条件，保障了供水安
全。

桑国庆说，山东积极推行的河长
制、湖长制是加强河湖治理体系、保障
国家水安全的有效举措。而这一举措，
还促进了水利管理智能化水平的不断
提高。“河边有河长制公示牌，我们现
在有河长制的网站，手机上也有河长
制客户端，公众号能查到每条河的相
关数据信息、归谁管理，实现了足不出
户了解河流的基本情况。”桑国庆说。

济南的水与城共生共荣。见证了
济南20年来河湖变迁的桑国庆觉得，
泉城的水生态、水环境发展变化同样
巨大。“济南不仅整体水质提升明显，
河道也越来越美丽。从前被人叫作‘臭
水沟’的小清河变得‘水清’‘岸绿’‘宜游’。”桑国庆说，由
于河湖生态保护工作越来越全面，南部山区水源地得到
有效保护，节水保泉工作越加有力，进一步带动了南部山
区的旅游向优质化发展。同时，济南整个城市的风景也更
加亮丽，实现了“泉涌、湖清、河畅、水净、景美”的变化，成
为全国第一个通过验收的水生态文明城市。

一家三辈都是从事水利工作的桑国庆，为自己拥有
这样的家族经历感到骄傲。“继承先辈的志向，就意味着
要承载一份责任担当，就要轰轰烈烈干出一番成绩，续写
水利新的篇章。”眼下，桑国庆正带领他的团队开展水利
工程智慧调度创新研究，致力于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算法等新技术服务山东水利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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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卢鹏 通讯员 杜昱葆 报道
10月2日，沂南县岸堤镇柿子岭村手工艺工作室

里，村民正在加班加点缝制布艺柿子。柿子岭村位于朱
家林国家级田园综合体，国庆期间，柿子岭村的布艺柿
子成为备受游人喜爱的“网红产品”。

从荒滩起步以煤炭接卸为主业的日照港，崛起为年吞吐量4亿吨的现代化大港———

33年港口“变形记”

郭凯：海港新梦想，是干出来的！

深耕蓝色海洋 梦想扬帆起航

札蒂·赫里利：为“帆船之都”扬帆助力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10月1日，国庆盛典观礼当天，札蒂·赫
里利不时通过微信朋友圈发布激动人心的镜
头，分享喜悦之情。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代表，
青岛市体育局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奥帆城市促
进部部长札蒂·赫里利受邀在现场见证祖国
的华彩时刻。

札蒂·赫里利是一名生长在新疆、学习
在北京、工作在青岛的少数民族干部，她亲
身经历了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巨变。

海洋是青岛的活力所在、美丽所在。今
年，青岛发起了海洋攻势、国际时尚城建设
攻势等15个攻势，其中，海洋攻势将为海洋

强国、海洋强省建设贡献青岛力量。
札蒂·赫里利因为自身工作的关系，十

分关注青岛在海洋强省建设方面的举措。她
说，青岛向海而生，具有优质的海洋旅游资
源、海上旅游产品和海洋旅游服务，现在青
岛正大力发展邮轮旅游、海上婚庆、海洋体
育、休闲垂钓等业态，努力培育特色海洋休
闲旅游品牌。

札蒂·赫里利感受到，青岛越来越重视
挖掘城市海洋文化特质，打造海洋特色文化
旅游节庆品牌，并依托海洋优势，不断提升
涉海文化营造、旅游推介、休闲体育和竞技
体育组织，擦亮“帆船之都”城市名片，打
造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国际海洋名城，凸显
时尚魅力青岛。

作为青岛市体育局帆船运动管理中心奥
帆城市促进部部长，在提升“帆船之都”城
市品牌上有何新想法？札蒂·赫里利建议，
加快沿海各区市规模化的帆船、游艇码头规
划布局和建设，配备完善的游艇交易、停
泊、维修及后勤保障，建立高端的游艇体验
经济；同时也应适当布局以陆域停船泊位加
下水坡道为主的亲民化公益性帆船码头，满
足不同层次市民的帆船、游艇体验需求，以
更快推动全市游艇文化的提升，增加普及
率，更好地营造“帆船之都”的城市氛围。

札蒂·赫里利表示，“我们将在自己的岗
位上做好本职工作，为海洋强省、为青岛国际
时尚城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上接第一版）不久的将来，黄条鰤这一高档美味食品
将登上普通市民的餐桌。

渔业的发展，最早靠传统的养殖模式，大家基本上
是靠天吃饭，靠人工现场操作。柳学周说，现在随着工
业的发展和物联网的普及，可以通过远程来诊断鱼的病
情，养殖现场可以马上采取措施。

柳学周拿着手机向记者演示说，通过物联网系统，
可以在几百公里之外，借助手机实时看到基地的鱼苗养
殖情况和管理情况。“鱼一旦生病了，远程疾病诊断系
统中，把摄像镜头切转到显微镜下，就可以远程诊断鱼
得了什么病，并告诉养殖场工作人员采取什么办法。”

柳学周说，作为海洋科技工作者，要努力抢占海洋
科技创新制高点，为百姓餐桌贡献更多海洋优质蛋白。

（上接第一版）
国庆假期，到晚7点，年初开业的山葵家料理店已

座无虚席。“以后的日料店里，还能吃上我们日照产的
本土三文鱼呢！”带着外地朋友在店里就餐的日照人王
有志，指着餐桌上的美食，自豪地介绍。

在日照市海岸以东100多海里，由中国海洋大学等
单位专家与日照市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组成的协同创新
团队，所造出的一个更大的“鱼窝”，已经迎来更为特
别的“主人”——— 深远海三文鱼。

因我国夏季海域水温较高和技术装备限制，深远海
三文鱼长期以来只能依赖进口。“在‘深蓝1号’的照
料下，第一批放养的30万尾三文鱼成功扛过了九次台风
及其他恶劣条件，今年上半年已经搬上了餐桌。第二批
13万尾三文鱼已经进入了‘深蓝1号’的怀抱。”日照
市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企划部负责人董威说。

一条包括养殖工程装备、海洋能发电设备、育种、
饲料加工、疫苗生产、水产品加工、冷链物流、物联网
等行业在内的远海冷水鱼养殖产业链条，将由此串起。
未来，这又是一个千亿级的产业板块。

记者从万泽丰渔业有限公司获悉，比“深蓝1号”
网箱大2倍的“深蓝2号”已完成设计，将于今年开始建
造。预计到明年，“深蓝2号”就可以投放100万尾三文
鱼，后年春节会有5000吨的产量。

届时，岚山产的本土深海三文鱼，或许就是日照人
餐桌上的寻常菜了。

“科学”号起航
赴西太平洋科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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