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海洋兴则
山东兴，海洋强则山东强。随着海洋强省建设
各项工作全面展开，拥抱海洋、开发海洋、保
护海洋，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热潮
正在齐鲁大地蓬勃兴起。

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山东的殷切期望，是我们必须肩负起的重
大政治责任。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要求我们更加注
重经略海洋，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
列，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山东贡献。2018年视
察山东时，总书记对经略海洋、发展海洋经济
再次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
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海洋强省、实现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科学指
南。全省上下站在事关国家根本利益、攸关山
东未来发展的高度，重新认识海洋、定位海
洋，一次次学习明方向、鼓干劲，一场场调研
找问题、查不足，一次次座谈谋思路、征意
见，聚焦海洋港口、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海洋
生态环境三大任务，深入实施海洋强省建设十
大行动，环环相扣，步步衔接，以接续不断的
科学部署和战斗动员，迈出了贯彻落实总书记
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海洋强省建设的坚实步
伐。

回顾这两年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可以清
晰地感受到，山东广大干部群众对海洋的认识
在深化，经略海洋的思路在拓展，各级各部门
主动出击，积极作为，在海洋强省建设的征程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实现全省港口整合，
港口经济呈现量效齐升、逆势上扬的良好态
势；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海洋经
济质量明显提升；海洋生态修复初见成效，生
物多样性正在加快恢复……这些结结实实的可
喜变化，勾画出了山东牢记嘱托、奋进不息的
动人图景。实践告诉我们，山东发展最大的潜
力在海洋，最大的空间在海洋，最大的动能也
在海洋。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
前进，把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作为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最直接、最现实的检验，不折不
扣把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落到实处，就一定能
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开蓝色通道，拓展蓝色
空间，为山东“走在前列、全面开创”提供源
源不断的蓝色动能。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当前，如何发展海
洋经济、建设海洋强省，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
文章，蓝图已经绘就，任务已经明确，要求已
经明晰，接下来的重中之重、要中之要就是狠
抓落实。我们一定要立足山东海洋资源特色优
势，做好转化文章，聚焦“三大任务”，围绕
“十大行动”，积极探索海洋强省建设新路径
新模式新空间，推动优势变强势、特色成亮
点。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勇做新时代泰山“挑

山工”，精神要在状态、工作要在状态、作风要在状态、责任要
在状态，坚持发展方向不改、目标要求不变、落实力度不减，拿
出更强的举措、更大的干劲，狠抓各项重点工作攻坚。只要我们
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拿出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不懈干劲，以更加有力的行动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用好海洋资源，深耕海洋经济，就一定
能够做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在海洋强国建设中展现山东作
为，贡献山东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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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省委书记、省委

海洋发展委员会主任刘家义主

持召开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第
二次全体会议，提出加强统筹
联动，深化改革创新，推动海
洋强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019年4月

5月份以来，在自然资源部

的统筹协调支持下，省海洋局

会同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四

市实施浒苔预警监测和联防联

控，全年处置浒苔180万吨，启

动“清浒保沙”专项行动，实现

打捞浒苔和保护沙滩双赢。

2019年5月

7月26日，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山东省长岛海洋生态保

护条例》，于2019年10月1日起施行。这一条例的出

台，对于保护长岛海洋生态，防治污染损害，促进长

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019年7月

8月6日，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在青岛挂牌成立。山东沿海四大港

口——— 青岛港、日照港、烟台港、渤海湾

港完成整合。

2019年8月

9月5日-6日，东亚海洋

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和东亚

海洋博览会在青岛市举行，

深化了东亚国家在区域海

洋经济、科技、人文、环保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

2019年9月

4月起，我省启动大陆海岸线调查工作，由

省第三次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省海洋

局具体实施。先后完成了海岸线调研、发布调查

技术规范、组织培训和外业调查等工作，10月底

形成大陆海岸线调查成果，按程序审核报批。

2019年10月

1 1月2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

告，有条件批准国家1类新药甘露特

纳胶囊(GV-971)上市。该药物由中国

海洋大学管华诗院士团队自主研

发，主要用于轻、中度阿尔茨海默

病，是全球第14个海洋药物。

2019年11月

青岛、威海、日照市入选国家“蓝

色海湾整治行动”城市，占全国数量的

30%。11月14日，在国家发改委和自然

资源部召开的大会上，山东省作典型经

验交流。2019年山东近岸海域水质优良

率达90%，比上年提高7 . 8个百分点。

2019年11月

12月5日，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海洋与

渔业专门委员会第六届年会暨现代海洋产业论坛在

威海举办，威海市被认定为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

合会海洋与渔业专门委员会永久会址，成立了东北

亚水产品交易中心。论坛探讨了海洋经济发展领域

的互惠合作，致力于将东北亚地区打造成为海洋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地。

2019年12月

12月20日，省委书记、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主任刘家义主持

召开省委海洋发展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就港口建设、培育现

代海洋产业、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作出部署。2019年，根据省委

的统一部署要求，省海洋局会同省发改委、财政厅、农业农村

厅、商务厅、外办、统计局等部门完成了《关于支持海洋战略性

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等六项制度创新成果，年底前全部发布实

施，进一步优化了海洋领域的营商环境。

2019年12月

省级以上海洋科技平台236个

新评审公布了63家
协同创新中心，目前达
107家。

筛选评审了18个

省级海洋特色产业园

区。

补充完善新旧动能转换现

代海洋产业基金项目库，筛选

审查省级储备项目48个，申请

基金投资98亿元。

现代海洋产业快速发展

近两年全省海洋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

上，海洋经济约占全省

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一。

海洋经济质量趋优，国家

级海洋经济示范区及海洋生物

医药、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等

新兴产业规模居全国首位。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综合试点扎实推进，已建国家级海洋牧

场示范区44处，占全国40%，海洋生态牧场已拓展至离岸130海里

的黄海冷水团海域。

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 0 1 9年全
省近岸海域水
质 优 良 率
89 . 3%，比2018
年提升4 . 8个百
分点。

黄河口“退养还湿”2 . 6万公顷，东方
白鹳、黑嘴鸥等珍稀鸟类群集。

长岛实施“退养还礁”，对生态质量要求
很高的斑海豹、大叶藻等海洋生物明显增多。

日照港将部分煤场“退煤还沙”，恢复优
质沙滩46万平方米，邻近海域再现久违的江
豚。

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确定的34
项重点任务，完成5项，其余29项稳步推进。

((资资料料截截至至22001199年年底底))

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山东贡献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山东有条件

把海洋开发这篇大文章做深做大；希望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

上走在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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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贡献。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指出，海洋经济发展前途

无量。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加快海洋经济科技创新步伐。

图图为为中中集集来来福福士士烟烟台台基基地地。。（（从从春春龙龙 供供图图））

青青岛岛港港全全自自动动化化码码头头二二期期于于22001199
年年1111月月投投产产运运营营。。（（常常青青 供供图图））

““东东方方红红33””科科考考船船。。
（（肖肖芳芳 供供图图））

资资料料整整理理：：王王亚亚楠楠 尤尤强强

拥有海洋领域驻鲁两院
院士22名，占全国海洋领域
院士总数的33 . 8%。

目前，我省省级以
上海洋科技平台 2 3 6
个，其中国家级46个。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评选
中，我省海洋领域获奖数量
居全国第一。

会同省发改委积

极组织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创建工作，青

岛、威海、日照3市获

批创建首批国家级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示范

区，占全国创建数量

的20%。

实现了全省港口整合

货物吞吐量13亿吨 居全国第一位

居全国第二位集装箱2900万标箱

2019

年省港口

集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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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通过

青岛、东营、烟台、潍坊、滨州五市海

岸带保护法规。至此，我省沿海七市均

已制定海岸带保护法规，我省也是全国

第一个实现沿海城市全部制定海岸带保

护法规的省份。

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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