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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10月18日讯 今天上午，由国家

能源局与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在青岛开幕。此
次会议以“携手迈向更加绿色、包容的能源
未来”为主题。会上，“一带一路”能源合
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员，迎来古巴、摩洛哥
等新成员国，《“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
青岛倡议》正式发布。

能源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领
域。2018年10月，首届“一带一路”能源部长
会议在苏州成功举办。其间，中国与17个国家
发布了《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
系部长联合宣言》，为推动全球能源绿色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新模式新机制。为落实首届“一
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成果，2019年4月，“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在北京成立，伙伴关
系成员国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
伴关系合作原则与务实行动》。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以共
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打造开放包容、互
利共赢、市场运作、绿色低碳、以人为本的
合作平台。该平台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显著
的开放性，在各国能源主管部门作为国家代
表的同时，面向成员国能源企业、金融机
构、智库机构、科研院所等各类社会机构全
面开放。此次会议期间，“一带一路”能源
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网络成立，绿色能源、互
联互通（电力）等7个工作组正式组建，分别
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全球能源互
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等担任组长单位。

作为此次会议的另一项重要成果，
《“一带一路”绿色能源合作青岛倡议》正
式发布。该倡议强调，发展风能、太阳能、
水能、生物质能、核能等绿色能源对于落实
《巴黎协定》《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具有关键作用，应坚持“共同但有区
别”的责任原则，尊重各国自主选择能源转
型道路的权利，同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在资
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支持。

该倡议呼吁各方采取一致行动，支持发展
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主要内容包括改善
绿色能源供给的可靠性和韧性、营造更具吸引
力的绿色能源投资环境、加强绿色能源技术创
新合作、降低绿色能源项目融资成本等。

会议期间，几内亚凯乐塔（凯雷塔）水
电站、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合作项目等5
大类共15项“一带一路”能源国际合作最佳实
践发布，涵盖绿色发展、惠民生、技术创
新、能力建设、第三方合作等领域。

据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八年以
来，能源国际合作取得积极成效。我国先后与9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政府间能源合作机制，与30多个能源类国际组织
和多边机制建立合作关系，参与双多边能源合作机制近百项，签署了
100余份能源合作文件，与10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双边能源合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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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徐永国 贾瑞君
通讯员 于 佳 代俭科 报道

本报东营10月18日讯 今天，记者从中石化胜利油田获悉，胜利
油田2021年首批新增探明石油地质储量，日前已顺利通过国家自然资
源部油气储量评审。埕岛、乐安、王庄等10个油田24个区块，新增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3885万吨，相当于发现了一个中型油田。其中，埕岛
油田位于东营市河口区境内的渤海海域，乐安油田位于东营市广饶县
与滨州市博兴县境内，王庄油田位于东营市利津县王庄乡境内。

自勘探开发60年来，胜利油田在“碎盘子”里精耕细作，累计发
现了81个油田，原油产量占全国同期陆上的五分之一，其中连续9年
保持在3000万吨以上，1996年到2015年连续20年年均产量稳定在2700万
吨以上，目前效益稳产2340万吨。“十三五”以来胜利油田累计探明
储量达到1 . 93亿吨。

“十四五”期间，胜利油田明确了10亿吨未动用储量高效建产、
10亿吨双低单元提质增效、10亿吨高含水区块三次采油等“三个10亿
吨”潜力方向，以及西部、深层、海上、稠油4个百万吨产能建设阵
地，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再作新贡献。

胜利油田新增
探明储量3885万吨
相当于发现一个中型油田

山东6项考古发现入选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记者 张依盟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 “第三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开幕式今天举

行。值此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开幕式上公布了“百年百大
考古发现”。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山东临淄
齐国故城、山东曲阜鲁国故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山东青州龙兴
寺遗址6项考古发现入选。

“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中，旧石器时代有5项入选，新石器时代
33项入选，夏商时期10项入选，两周时期15项入选，秦汉时期16项入
选，三国至隋唐时期9项入选，辽宋金元时期9项入选，明清时期3项入
选。从类型上看，既有聚落、城址、陵寝、墓葬等类型，也有洞穴遗址、矿
冶遗址、窑址、沉舰遗址等类型。据介绍，这些考古发现反映了中国考古
学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中国早期国家诞
生、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等方面重要学术研究的成果，都在各
自领域解决了重大的学术问题，实现了新突破，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
影响，在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记者 陈晓婉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8日讯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我省第

三十三批信访举报件共计204件，均为来信。截至10月18日，已办结144
件，阶段性办结56件，未办结4件。其中，责令整改47家，立案处罚3家。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第三十三批群众信访
举报件和边督边改详细情况，在省政府网站和省生态环境厅网站进
行公开。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转办第三十三批
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张文婷

渤海湾畔，黄河入海口秋意正浓。在黄河尾闾的
东营新汇海滩上，两只国家一级保护鸟类勺嘴鹬晃着
娇小美丽的身体悠然散步。这一幕很幸运地被摄影爱
好者孙杰定格在影像中。

勺嘴鹬是极度濒危物种，全球仅存不到200对。“鸟
友”们说，是黄河三角洲的好生态引来了各种珍稀鸟类
的眷顾，成为鸟儿们的“国际机场”。如今，黄河入海口
这片暖温带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已成为东方白鹳
全球最大繁殖地、黑嘴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白鹤全球
第二大越冬地、我国丹顶鹤野外繁殖的最南界。

3000多公里绵长海岸线，16万平方公里海洋国
土，这是山东半岛引以为傲的战略资源。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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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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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东建设海洋强
省指明了方向。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是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
键。山东以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为指引，把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2020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
良比例达91 . 5%，海洋生态修复成果凸显，海洋生物
多样性逐步恢复，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碧海
蓝天的美景进一步擦亮山东海洋生态“名片”。

陆海统筹协同共治———

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91 . 5%

鸟瞰莱州湾，沿岸坐落着一排排整齐的区域养殖
园。这是莱州明波水产有限公司开发的占地300亩、确
权海域22万亩的大型生态围栏“蓝钻一号”“蓝钻二
号”。

养殖成活率达90%以上，养殖单产超过50千克/立
方米，但这还不是企业负责人翟介明最骄傲的地方：
“我们实现了养殖尾水的高效处理、废弃物综合利用
和区域用水全循环，经过处理后重新流回培育池内的
水体细菌含量低于自然海水中的细菌含量，适宜海水
鱼的生长。”

山东坚持以海定陆、以陆保海、陆海统筹治理海
洋生态，从源头上严控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2019
年，山东组织完成了渤海、黄海区域入海排污口排
查。翟介明口中的工厂化循环水处理工艺，解决的正
是养殖尾水排海造成污染的问题。

以全面打赢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为抓
手，山东陆海统筹，将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范围延伸至
入海河流全流域，除沿海7市外，将济南、淄博、德
州、聊城等4个内陆城市纳入渤海攻坚战作战范围，
形成陆海统筹、全海域、全流域综合治理格局。

黄河入海的最后一站东营，是典型的平原城市，
水体流动性差，自净能力弱，水质改善提升难度大。
为改善提升全域水环境质量，东营去年出台了全市重
点河流水质通报督办制度，对不达标单月出现1次的
地区进行预警，连续2周或月内出现2次的进行约谈，连
续3周出现的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市纪委进行约谈，月
内不达标的则由市政府主要领导进行约谈。去年年底
水环境质量排名全国“后30位”的东营，今年1-8月水环
境质量改善幅度位居全省第1位、全国第7位。

目前，山东已全面摸清了入海排污口的水质、水
量，建立了“污染单位—排污通道—排污口—受纳水
体”的排污路径，正全力推进入海排污口分类整治。
“我们每月印发《山东省入海排污口整治工作进
展》，建立‘红旗’‘蜗牛’榜，以鼓励先进、鞭策
后进。”山东省生态环境厅海洋生态环境处处长刘培
学告诉记者。

山东将海洋环保重要指标纳入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综合考核体系，全面实行湾长制，全省共明确省市
县乡四级湾长379名，聘任村级湾管员710名，设置公
示牌244个，省级及沿海7市全部启动或完成湾长制信
息系统建设，管湾护湾水平不断提升。

“通过强化陆海统筹、精准施策、科学管理，各
区域联动、多部门协同，渤海区域环境综合治理攻坚
战圆满收官，湾长制工作机制深入落实，海洋生态环
境治理合力空前增强，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
2020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91 . 5%，其中渤

海海域达78 . 3%，均超额完成均超过88%和75%的目标
值。”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宋继宝介绍。

全力推进海岸带修复———

白江豚、鲸鱼等海洋生物频繁出现

谁说盐碱地长不出绿洲来？
驱车行驶在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防潮坝上，

坝外海水碧波荡漾，坝内排排柽柳郁郁葱葱。这片7公
里长300米宽的柽柳林，如同绿色的飘带镶嵌在蓝色的
海边上，改变了人们对盐碱荒滩的印象。

渤海沿岸的潍坊市滨海地区强盐渍化面积达
381平方公里，生态环境脆弱，绿化成本较高，盐
碱地综合利用难度大。难也得找路子！2017年
10月，潍坊市国家“南红北柳”生态工程滨
海示范林项目开始施工，种植山东省林科
院自主研究的“鲁柽1号”。如今，最早
一批种植的柽柳平均树高达3米，最高的
一株已长至5米。

近年来，山东不断加大海洋生态修
复工作力度，坚持保护与生态整治并
举，坚持问题导向，注重科学修复。实
施渤海攻坚海洋生态修复项目，累计整
治修复滨海湿地4676公顷、岸线63公里，
超额完成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确定的3800
公顷滨海湿地修复目标和22公里的岸线岸
滩整治目标。近岸海洋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
性显著提升，区域内海洋防灾减灾能力持续提
高，逐步建立起海洋生态修复的长效机制。

海岸生态好了，阔别许久的老朋友回来了，闻
名而来的新朋友到访了———

日照退港还滩，不仅恢复了1882米的生态岸线，
形成了以“龙山咀”为龙头、以“海龙湾”为龙尾的绵延
10公里优质砂质岸线，新增沙滩面积46万平方米，周围
海域水质也提升到国家海水二类标准。如今鸟瞰日照
石臼区域海域，翻滚的海浪上，成群的海鸥鸟鸣啁啾，
大海龟、江豚、白海豚等多年不见的海洋保护动物重新
回归，海洋生态功能及生物多样性提升显著。

长岛实施“退养还礁”，大叶藻、海萝等藻类重新布
满海岸，白江豚、鲸鱼等海洋生物频繁出现，鲍鱼等野
生海珍品、渤海刀鱼等传统鱼类资源不同程度恢复，东
方白鹳、黄嘴白鹭、苍鹰等迁徙鸟类数量明显多于往
年，北海狮、黑天鹅、海龟等物种首次出现。

东营“退养还湿”40多万亩，滨海湿地“红地
毯”景观重现，黄河三角洲区域滨海湿地生态系统功
能不断提升。目前，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野生动物有1630种，鸟类由建区时的187种增加到371
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5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
65种，38种鸟类数量超过全球总量的1%，每年有600余
万只鸟类在这里繁殖、越冬和迁徙。

从全省看，随着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成效显著。其中海洋物种多样性包括浮游植
物125种、浮游动物105种、底栖动物199种、潮间带生
物60种，鱼类108种，甲壳类47种，头足类8种，爬行
类6种，鸟类66种，哺乳类14种。

生态优势化为发展优势———

“蓝碳”正在变成“真金白银”

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内的阳光海岸绿道，犹如
一条“绿丝带”融于山水之中，28公里阳光海岸绿道
和33 . 8公里的山海风情绿道，将日照东部海滨旅游资
源和北部山岳旅游资源“山海联动”“串景成链”，
串出了一个阳光海岸精品旅游产业集群。“国庆期
间，我们度假区接待游客达到97 . 5万人次，超过疫情
前同期水平，最高一天游客超过20万人次。”山海天
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于冰告诉记
者。

潍坊滨海地区的柽柳林里，山东柽霖生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在林下套种了“沙漠人参”肉苁蓉。肉苁
蓉与柽柳共生共长，亩均产量1200斤，鲜品亩产值可
达1 . 2万余元，深加工后亩产值可达5万元以上。“每
年的四月初到六月末是肉苁蓉的采收期，在这期间每
天用工至少200人，随着种植规模扩大，用工人数还在
持续增加。”柽霖生态总经理郑爱民介绍，越来越多
的当地老百姓参与到肉苁蓉的播种、管理和采收等环
节中，单个劳动力年可增收1万元以上。

从陆地到海洋，山东正在把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
会发展评价体系，从更长远的维度上度量经济社会的
可持续发展，3000多公里的蔚蓝海岸正焕发出新的发
展活力。

从政策层面看，《山东省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
办法》印发，探索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将海域
水质补偿（赔偿）、入海污染物控制赔偿等纳入生态
补偿范畴，按照‘污染者付费、保护者得到补偿’的
原则，将海洋环境治理成效与经济利益挂钩。截至目
前，共测算下达各相关市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资金
10347万元，有效推动了各市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
任落实。”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崔凤友介绍。

从市场反馈看，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
看不见、摸不着的“蓝碳”正在变成“真金白银”。
威海长青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海带、龙须菜等藻
类贝类养殖为主，建有10万亩海带、裙带养殖海区在
内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年固碳量约42 . 5万吨。8
月10日，荣成农商银行向其发放了2000万元的“海洋
碳汇贷”。这笔贷款正是银行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当日碳排放交易价格进行计算质押而来的。

位于威海南海新区的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蓝碳）
实验基地里，威海市蓝色经济研究院的工程师们每天
都在研究碱蓬、柽柳、盐角草等十几种植物的长势。
“这里的每一株植物都承载着‘蓝碳’的大使命。我
们的工作就是研究耐盐碱性强、固碳能力强的植物的
生长习性，让它们在海边盐碱湿地里成活，变成能社
会推广的蓝碳产业，助力碳中和。”威海市蓝色经济
研究院院长赵明波说。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山东积极拥抱海
洋、保护海洋、开发海洋，积极培育绿色可持续的海
洋生态环境。水清滩净、岸绿湾美、鱼鸥翔集、人海
和谐，一幅美丽动人的海洋画卷徐徐展开。

（□参与采写 贾瑞君 李明 李广寅 丁兆霞
陶相银）

碧海蓝天，山东擦亮海洋生态“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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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年来，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不
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区域内尽显秀美的生态海岛自
然风貌。（□记者 从春龙 报道）

图②：潍坊滨海景观风貌。（□记者 杨学莹
通讯员 袁彦奎 报道）

图③：在荣成市石岛管理区附近海域，泓泰海洋
牧场海上养殖区漂浮在碧海之上。（□记者 陶相银

报道）

①①

②②

③③


	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