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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经济区迎来春暖花开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作为我国西部惟一沿海省区，广西近年来着力构建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大海洋经济主体

区域，打造以石化、钢铁、船舶、电子信息等为重点的海洋产业集聚区，形成以北、钦、防三市为

中心的“三角形”海洋经济空间布局——

本版编辑 来 洁 梁剑箫

浙江省舟山市要全力推进江海联运
服务中心建设——日前，从“舟山江海联
运服务中心建设大会”上传出的消息让浙
江海洋学院的师生们为之倍感振奋。“多
年的积累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浙江海洋
学院科研处处长谢永和说。

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港航
强省”战略构想，浙江海洋学院提前谋划
布局，5 年多来，一直致力于研发具有长三
角水运体系特点的江海通达新船型，走在
省内江海联运船型研究的前沿。浙江海
洋学院与乌克兰马卡洛夫船舶制造大学
合作，联合成立江海通达新船型研发中
心。同时，还联合承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
专项项目“江海联运高效系列船舶联合开
发与示范”，研发了江海联运散货船和集
装箱船等多种船型。

眼下，浙江海洋学院正在抓紧对一系
列“江海联运”问题的研究。中国·舟山

“江海联运”高端学术研讨会也在紧张筹
备中。“浙江海洋学院将全面对接江海联
运服务中心建设，为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
心培养一大批相关高级技术人才。”浙江
海洋学院相关负责人透露。

助力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只
是浙江海洋学院服务国家战略、全省海洋
经济建设的一个缩影。

如果说服务国家战略是占领“制高
点”，那么浙江海洋学院科研团队为了“东
海有鱼”的努力，则让学校科研更加“接地
气”。不久前，由浙江海洋学院为第一完
成单位的《东海区重要渔业资源可持续利
用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荣获国家科学进
步二等奖。

面对渔业资源衰退严重、环境“荒漠
化”突出、渔业权益纠纷日益增多等问题，
浙江海洋学院院长吴常文率领科研团队，
致力于寻找到一种值得推广应用的渔业资
源养护方式和一套科学的渔业资源管理办
法，以实现东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近年来，“乌贼生殖调控和苗种繁育技
术研究与示范工作”这一课题，让原本几
乎绝迹的乌贼回归餐桌。现在，乌贼年产
量已达 3 万吨左右。浙江海洋学院的“一
年两茬曼氏无针乌贼工厂化养殖方法”发
明专利荣获中国专利优秀奖，相关技术推
广至河北等 10 余个省区市，使我国曼氏
无针乌贼自然资源的全面恢复成为可能。

渔 民 的 生 产 生 活 更 是 因 此 直 接 受
益。浙江海洋学院突破泥鳅育苗关键技
术，将泥鳅幼苗的标粗成活率从目前的平
均 10%左右提高到 50%，为我国泥鳅养殖
带来一次新的产业革命，也为渔民增收提
供了新的途径。

2008 年以来，浙江海洋学院的水产
加工科研团队不定期走访舟山以及温州
和台州水产加工企业，总调研和咨询数达
到 1000 余人次，总行程超过 7 万公里，解
决企业技术问题 500 余项，参加培训技术
人员 3000余人。

“我们改写了渔民不能在船上收看电
视节目的历史。”浙江海洋学院潘洪军教
授自豪地说。浙江有 20 万左右渔民长年
在海上作业，以往他们无法收听收看广电
节目和重要的气象实时信息，海上生活除
了寂寞还是寂寞。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得
到很大改观。由浙江海洋学院和舟山海
视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生产的
船载电视装备，作为浙江省广电进渔船工
程被列入“十二五”浙江省广电规划。浙
江全省包括宁波在内，共有 2 万渔民的渔
船安装了这项卫星电视设备。

浙江海洋学院的科研资源还成为了
企业的“研发中心”。在水产品加工方面，
学校帮助地方建立了 50 余家省级农业科
技企业、30 余家省级企业研发中心，研发
科技新产品 120 余个、研发新技术 60 余
项、制订企业标准和技术规范 90 余项，产
值近 30亿元。

浙江海洋学院与浙江大洋世家有限
公司一道解决了低值金枪鱼高值化加工
的一系列关键技术，建成了全国规模最大
的低值金枪鱼高值化加工基地；同时，还
与浙江海力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道解
决了鱼皮胶原蛋白的有限水解小肽化、水
解产物的脱腥脱色等关键问题，推动产品
进入了医用食品市场。

“建校以来，学校扎根海岛、紧密结合
海洋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的办学定位始终
没变。”吴常文说。近年来，随着学校综合
实力持续提升，浙江海洋学院正逐渐成为
我国重要的海洋人才培养基地、海洋科技
创新基地、海洋科技引才引智载体，以及
海洋经济、管理和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全
面服务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和浙江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广西沿海地区海岸线长 1628.59 公
里，可供开发的海域面积 6 万多平方公
里，拥有众多的深水良港和丰富的自然
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得天独厚。

然而，从总体上看，广西海洋经济发
展仍比较落后，存在着总量小、增长方式
粗放、产业集中度低、科技力量薄弱、海
洋教育事业滞后等问题。

为此，《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经济发
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构建北海、钦州、防
城港三大海洋经济主体区域，加快发展以
海洋运输业和物流业、现代渔业、滨海旅游
业、海洋修造船业、临海工业等现代海洋产
业；加强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沿海交通
和港区集疏运体系；加强海洋污染防治与
生态修复。到 2015 年，海洋经济生产总
值占全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9.7%。

近年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等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以产业优化升级
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为动力，
以港口建设和临港工业为突破口，促进
海洋资源深度开发和集约利用，着力保
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优化海洋产业
结构和布局，构筑结构合理、特色鲜明、
竞争力强的现代海洋经济产业体系。

正是由于海洋养殖业、海洋交通运
输业和海洋工程产业的发展，2014 年
北部湾经济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经 济 区（南 、北 、钦 、防 四 市）GDP 达
5448.21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高
于全区，财政收入、工业、投资、消费、
进出口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也均高于
全区，北部湾经济区成为拉动广西全区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据 统 计 ，2014 年 ，北 部 湾 经 济 区
GDP 占全区 GDP 的比重为 34.8%，对全
区 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 38.7%，均比上
年（2013 年）有所提升；财政收入对全
区贡献突出，经济区去年财政收入达
782.64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6%，增
幅比全区高 1.5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总
量占全区的比重为 39.7%，对全区财政
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 46.5%，拉动效应
明显。

北海：加快建设海洋强市

4 月 2 日，广西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暨北海海洋产业科技园区海洋科研创
新园的海洋孵化器中心大楼、综合服务
大楼、科研楼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项目
举行奠基开工仪式。

为响应国家建设海洋强国和海上丝
绸之路战略，2013 年初北海市委、市政
府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市战略部署，
在广西北海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基础上增
挂北海海洋产业科技园区牌子。目的是
通过园区建设作为抓手，着力提升北海
市海洋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海洋新兴产

业，加速推动北海市海洋经济的发展。
目前，园区已有 13 家领军海洋科研机构
签约入园，在谈的科研机构6家、龙头大企
业5家。园区孵化器中心大楼等公共服务
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标志着海洋产业园
区的开发建设正式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近日，北 海 又 迎 来 加 快 海 洋 经 济
发展的利好消息：国务院就北海港口
岸扩大开放做出批复，同意北海港口
岸 扩 大 至 石 步 岭 、铁 山 和 涠 洲 岛 等 3
个港区。此次北海港口岸扩大开放获
得批准，标志着以北海港为中心，以石
步岭港、铁山港、涠洲岛港为辅的北海
对 外 开 放 新 格 局 确 立 。 有 关 专 家 表
示，北海港口岸扩大开放获批，将进一

步 促 进 广 西 北 部 湾 经 济 区 的 开 放 开
发，提升广西口岸开放水平。

钦州：瞄准区域国际航运中心

与北海相邻的钦州市正在加快建设
北部湾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钦州市背靠
大西南、面向东盟，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
处在西南地区国际出海大通道的前沿，是
西南地区进入东盟陆上距离最近的出海
口。钦州港可建设万吨级以上码头200多
个，远期吞吐能力达到5亿吨，目前已建成
30万吨级航道及码头等深水航道及大能
力泊位，港口吞吐能力突破1亿吨。

钦州港拥有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惟一
的保税港区，已成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保税物流体系的龙头。依托石化等大型
临港产业，钦州港已发展成为北部湾及
西南地区重要的石化、油气集散中转港
和南方最大的进口锰矿交易、集散地及
全国重要的进口煤炭中转港，已形成功
能完善的港口物流体系。

目前，钦州已启动建设了中国-东盟
港口城市合作网络钦州基地，正在以中
马钦州产业园区、钦州保税港区、钦州港
经济技术开发区为平台申报设立中国

（北部湾）自由贸易试验区，着力打造中
国与东盟在贸易、投资、物流、区域互联
互通等方面的合作示范平台。钦州市与
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合作，已引进
了新加坡国际港务集团、太平船务等国
际知名港航企业，开发建设运营 50 平方
公里大榄坪航运物流园区，打造北部湾
集装箱干线港，规划到 2020 年，钦州港
吞吐量达到 1.5 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500万标箱。

防城港：集聚现代海洋产业

3 月 24 日，北部湾的另一城市防城
港市把江平工业园升级为该市首个海洋
经济产业园区，在原有 140 多公顷的园
区基础上再拓展 100公顷。

江平工业园区具有突出的海洋区位
优势，具备了发展特色海洋经济产业集
群的主客观条件，目前工业园区入园项
目 39 个，已建成投产项目 17 个。2014
年，园区总产值达 40.61 亿元，同比增长
42%。园区内海产品加工企业 12 家，海
水养殖达 6.5万亩，产值 10.8亿元。在将
工业园打造成海洋产业园的过程中，防
城港市严把入园企业关，坚持“特色标
准”，疏导非海洋经济或非农业经济特色
产业另选厂址。

与此同时，防城港市对园区面积进
行扩增，在现有 140 多公顷建成区的基
础上，将往北拓展到江龙片区，南往潭吉
片区，园区建成后总面积达 757.05 公
顷。园区内创建远洋捕捞基地、国际水
产品交易中心，打造成面向东盟、辐射内
地的现代特色海洋产业集聚区。

今后，广西将充分发挥北部湾海洋
资 源 环 境 优 势 ，科 学制定海洋产业政
策，同时，推进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升级：做大做强现代海洋渔业，突出发展
海洋交通运输业，重点开发海洋油气业
及滨海矿业，重视拓展滨海特色旅游业，
积极培育海洋生物制药业、海水淡化和
综合利用业、海洋化工业、船舶与海洋工
程装备制造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海洋
新兴产业，促进形成特色明显、优势突出
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提高海洋产业综
合竞争力。

浙江海洋学院助力东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荣获国家科学进步二等奖——

用科技智慧点亮蓝色经济
本报记者 黄 平 郁进东 通讯员 陈位权

本报讯 记者沈慧从国家海洋局获悉：新修订的
《国家海洋局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预案》日前正
式发布实施。新《应急预案》根据溢油事故的严重程度
和发展态势，将应急响应设定为 4 个等级，分别为Ⅰ级

（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
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相衔接。

国家海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此前海洋石油勘
探开发溢油应急预案体系包括《全国海洋石油勘探
开发重大海上溢油应急计划》、《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
油事故应急预案》和《海上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响
应执行程序》。根据形势发展和国家重大海上溢油应
急处置新机制的要求，需要对原有应急预案体系进行
整合、完善。

新修订的《应急预案》由总则、组织机构及职责、应
急管理程序、附则四章和附录组成，对原有预案体系的
应急组织机构、职责、应急程序等进行了较大优化完
善，进一步建立健全了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快捷的
应急响应工作机制。比如，新《应急预案》对不同级别应
急响应的责任主体作了明确规定，Ⅰ级、Ⅱ级应急响应
由国家海洋局启动应急预案，负责统一指挥，Ⅲ级、Ⅳ级
应急响应由海区分局启动预案，负责应对工作。

新《应急预案》还设立了新的国家海洋局应急组
织机构，包括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溢油应急管理委员
会和现场指挥部。应急管理委员会设应急协调办公
室及资源协调组、新闻组、对外联络组、后勤保障组
等 4 个职能工作组。同时，为进一步明确责任，应急
管理委员会和应急协调办公室等主要机构的职责细
化到具体岗位，使新《应急预案》更具可操作性，有利
于提高应急响应效率。

新海上溢油应急预案发布
设定 4个等级应急响应

□ 沿海地区打造蓝色引擎

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报道：我国首座深海装备“海
洋石油 981”钻井平台近日完成海外首口深水井钻井
作业起航回国。这是继“先锋号”、“进取号”、“创新号”
三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走出国门之后，我国自主设
计、建造的深水高端装备又一次参与国际市场角逐。

“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由中国海油旗下中海油田
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此次承钻的深水井位于孟加拉
湾海域1732.7米深的水下地层，完钻井深超过5030米，
是“海洋石油981”服役以来作业井深最深的一口，创造
了我国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作业井深新纪录。

2015 年元旦，“海洋石油 981”从三亚起航，航行
近 4600 公里，历时 31 天，到达目标作业海域，是“海洋
石油 981”自服役以来航行距离最远、时间最长的一
次。此次作业于 2 月 7 日正式开钻，历经 58 天，作业时
效高达 99.09%。

自 2011年起，中海油服陆续建成了“先锋号”、“进
取号”、“创新号”、“兴旺号”等四座先进的深水半潜式
钻井平台。其中“先锋号”、“进取号”、“创新号”等三座
平台分别于 2011 年和 2012 年赴挪威北海海域，为挪
威国家石油公司提供深水钻井服务，在作业者对北海
海域 22 座平台的综合绩效考核评比中，先后六次荣获
最佳平台称号。

中国海油已经具备从浅水到深水提供全方位的勘
探、开发和生产服务能力。截至 2014 年年底，公司管
理和运营着 44 座钻井平台，海上钻井装备数量居世界
前列。其中 7 座是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形成了以“南
海八号”、“COSLPioneer”（先锋号）、“COSLPromot-
er”（进取号）、“COSLInnovator”（创新号），COSL-
Prospector、“南海九号”，“海洋石油 981”等为代表的
750米、1500米和 3000米完整的深水梯队作业能力。

中国海油董事长王宜林表示，近年来，中国海油按
照建设国际一流能源公司的战略定位，建成了一批高
端深水装备，掌握了全套深水开发技术，具备了走出国
门参与国际高端深水市场竞争的实力。面向未来，在
满足国内深水勘探开发需要的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快
深水油气装备“走出去”的步伐，进一步提升中国海油
在深水勘探开发方面的国际竞争力。

“海洋石油981”完成首口海外深水井钻探作业

我国深水高端装备加快“走出去”

本报讯 日前，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发布了《2014
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公报》显示，东海区春夏秋三
季符合一类海水水质标准海域面积，分别占监测海域面
积的82%、83%和77%，海水环境质量总体较好，但近岸
局部海域无机氮、活性磷酸盐超标较为严重。

2014 年，东海区 5 个生态监控区的评价表明，滩
涂湿地、河口、海湾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苏北浅滩滩涂湿地、长江口河口、乐清湾海湾和
闽东沿岸海湾 4 个监控区处于亚健康状态，杭州湾生
态监控区处于不健康状态。

《公报》认为，陆源污染物依然是污染损害海洋环
境的主因。2014 年，东海区通过对长江、闽江等 37 条
主要入海河流污染物通量和苏沪浙闽沿岸 133 个入海
排污口监督性监测表明，37 条主要河流共向海洋排入
污染物 1232 多万吨；133 个入海排污口的污水排放总
量约 118.5亿吨，污染物排放总量约 61.7万吨。

《公报》显示，2014年东海区实际使用倾倒区24个，
倾倒量7685万立方米（主要为清洁疏浚物），与上年相比
有所减少。各倾倒区及周边海域水深状况基本保持稳
定，倾倒活动未对海洋生态环境产生明显影响。（舒 云）

《2014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发布《2014年东海区海洋环境公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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