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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岛小县唱好“海洋三部曲”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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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洞头县立足自身海洋资源优势，在发展海洋经济方面不断创新，积极培育海洋文

化创意产业、提升海洋旅游产业、改造传统海洋产业——

本版编辑 来 洁

地处福建省福州市南部福清龙高半
岛的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正在如
火如荼的建设之中，已建成投入使用的
蓝色大道、滨海大道、江华大道笔直宽
阔；全省首家多层次、立体式的“跑道养
殖工厂”宏峰泰海洋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的 6 个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已投入生
产；海峡(台湾)生物科技产业园内工程
车来回穿梭，数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
⋯⋯在福建，蓝色产业正呈现出如火如
荼的发展态势。

福 建 拥 有 13.6 万 平 方 公 里 海 域 面
积、3752 公里海岸线、2214 个海岛和 125
个港湾，近海生物种类 3000 多种，海洋
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福建紧紧围绕
海洋经济强省建设，突出“转型升级”主
题，拓展海洋产业内涵，加快海洋产业园
区建设,着力延伸现代渔业、海洋新兴产
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海洋产业链。

海洋产业园建设首先得益于政策的
扶持。早在 2012 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就
出台了《关于支持和促进海洋经济发展九

条措施》、《福建省海洋产业示范园区认
定办法（试行）》等支持海洋产业园区发
展的政策和优惠措施，组织认定了一批
省级海洋产业示范园区。对于入驻省级
海洋产业示范园的企业在财税和金融上
予以支持。2013 年，福建投入 5000 万元
省级财政资金，引导发起设立首期现代蓝
色产业创业投资基金，重点用于支持海洋
新兴产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现代海洋渔
业等初创型、成长型企业发展。根据相
关协议，现代蓝色产业创投基金将符合
福建现代蓝色产业基金项目投资标准的
企业优先纳入拟投企业候选名单重点
考察，并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支持。
同时，鼓励园区及园区内的企业引荐国
内外合格的金融机构和基金公司进行
投融资。

在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推动下，福
建霞浦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诏安金都海
洋生物产业园、石狮市海洋生物科技园、
闽台（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和厦门海沧
海洋生物科技园等十大海洋特色示范产

业园区取得了迅速发展。
霞浦台湾水产品集散中心是批准在

大陆设立的首家台湾水产品加工贸易集
散基地。2010 年，该园区将原有产业与
港口物流、出口贸易相连接，引入水产品
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近 20 家企业，海洋
产业链从水产品贸易延伸至加工、冷藏、
中转、运输等。2014 年，园区产值已达 30
亿元。

石狮市海洋生物科技园的前身是祥
芝海洋科技园，主导产业为海洋休闲食
品，属于同质化竞争比较明显的低端产
业。2012 年底，经过整合和升级为海洋
生物科技园后，主导产业由海洋休闲食品
调整为海洋生物制品，走上了“高大上”的
海洋生物科技发展之路。最早入驻该园
区的华宝海洋生物化工，如今已经发展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早壳素氨基葡萄糖生
产基地，产量占全球 20%以上。该企业
生产的甲壳素可用于医药产品、化工产
品、美容产品、农业工程等多个领域，市
场前景十分广阔。更令人欣喜的是，石

狮海洋生物科技园围绕甲壳素化工产
业，积极吸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保健食
品、生物技术农药、化妆品、抗菌纤维等
下游配套企业入驻，有力拉长了海洋生
物科技的产业链。

规划总面积达 65 平方公里的闽台
（福州）蓝色经济产业园建设呈现后发赶
超的态势，日益成为福州建设“海上福州”
的重要平台。该园区重点发展涉海服务
业、海洋工程装备、滨海旅游、港口物流、
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2014 年，该园区
与福建海洋虚拟研究院签订了项目合作
协议，设立福建省海洋虚拟研究院产业
研发基地，通过整合国内外海洋科技资
源，研究开发重点产业的关键技术、共性
技术和前瞻性技术，指导和帮助园区实
现成果产业化、企业孵化等。与此同时，
园区与中华两岸连锁经营协会、利嘉实
业（福建）集团、福建上瑞集团签订的合作
项目已相继落地，总投资超过 100 亿元，
预计到 2020 年该园区产业增加值将达
420亿元以上。

提起洞头县，知道的人并不多。这
个名不见经传的滨海小岛县，隶属浙江
省温州市。不过，近日“2015 海疆万里
行”的记者团到此，却有很多“脑洞大
开”的新发现。

吃完海鲜剩下的贝壳，洞头人做成
了异常精美的螺钿漆器、首饰盒、名片
夹、挂画⋯⋯“巧用贝壳的天然色泽、纹
理形状，经过设计、粗雕细磨等十几道工
序，将其镶嵌在各类器具上作为装饰，一
件件富有海洋气息的工艺品便诞生了。”
洞头县东海贝雕工艺品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灿渊说。现在公司的订单已排到了明
年，年销售收入轻松超过 300万元。

在 洞 头 ，类 似 的 创 意 产 业 还 有 很
多。他们发展海洋经济的思路不禁让
人眼前一亮。

老渔船重生记

深入挖掘海洋文化

对废旧的渔船尤其是老木船而言，
除“大船改小船”外，多数逃不过一把
火被烧掉的厄运。不过，在洞头百福古
船木家具厂，这些老船有了新生命。茶
具、琴案、音箱、耳机架⋯⋯一条条千疮
百 孔 的 老 船 ，经 拆 解 、设 计 、切 割 、打
磨、抛光等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古色古
香的创意家具或工艺品。

“老渔船承载着洞头的海洋文化，
也聚集了重楸木、柚木、昆甸等优质木
材。”百福古船木家具厂负责人方国防
对自己的“变废为宝”很是骄傲。

和普通木料相比，老船木常年经海
水浸泡、冲压，性质趋于稳定，不易变
形、遭虫蛀。更重要的是，每块船木都
有着几十年或上百年的历史，常年使用
和自然“包浆”产生的温润感，也是新
木料无法比拟的。

于是，百福古船木家具厂收购了很
多老船，将船木上的钉子一颗颗小心拔
除，再依船木原始形状进行自主设计、
纯手工打造，古船木作品散发出沁人心
脾的古朴美。“为充分体现老船木特有
的历史感，我们尽量保留船木原本的伤
痕、沟壑、孔洞，甚至海水冲刷的痕迹，
以及拔出渔船铆钉时留下的大大小小
的洞。”方国防透露。

旧渔船变身创意家具和工艺品后，
身价陡增。“收购一艘大型渔船花费 3 万
元左右，卖掉一个 2 米多的长桌，成本就
差不多收回了。”方国防笑着说。如今，
他的家具厂拥有 41 件专利，产品在香
港、台湾地区，泰国和德国等地均有代
理，年收入 200 余万元。眼下，他正计划
着将新收购的一条老木船改成咖啡厅。

“老船重生”只是洞头深入挖掘海
洋文化的一个缩影。把海洋动物故事
以动漫形式推向市场；依托当地渔民画
资源，开发渔民画系列纪念品、家居装
饰用品⋯⋯洞头还在不断拓展着自己
的海洋文化产业。

小丑鱼“旅行”记

海洋旅游凸显个性

走进浙江水产养殖所洞头基地，一
群群色彩鲜艳、可爱美丽的“小不点”
瞬间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基地负责人
林少珍告诉记者，这正是电影《海底总
动员》中走红的小丑鱼。

小丑鱼，原生于印度洋和太平洋较
温暖的水中，因脸上有一或两条白色条
纹，好似京剧中的丑角，所以得名。“这种
极具观赏性的热带鱼类很受市场欢迎，小
小的一只就能卖到百余元。”林少珍说。
浙江水产养殖所洞头基地与泰国东方大
学海洋技术学院合作，开展海水观赏鱼引
种与开发研究，先后从泰国引进小丑鱼

“尼莫”、公主小丑等4个品种的小丑鱼。
目前，这 4 个品种小丑鱼的人工繁殖

难题都已攻克。“去年基地繁殖了七八万尾

小丑鱼，每条售价30多元，没想到市场供
不应求。”林少珍说，基地计划在稳定技术、
增加更多繁育品种的同时，扩大规模，走
产业化开发道路，让更多人工繁育的小
丑鱼在国内“旅行”。

做活海洋旅游业，小丑鱼的产业化
开发仅是一个缩影。面对海洋旅游业
同质化的难题，洞头立足自身资源优
势，坚持创新发展。

洞头是全国唯一以县域命名的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也是早期彩色影片

《海岛女民兵》的拍摄地。记者来到影片
主人公原型汪月霞生活过的地方海霞
村。只见一排排干净温馨的石头房错落
有致，房前多有“1973”等红色字样和红
五星。“我们特意保留了石头房，准备打
造以海霞军事主题公园为代表的红色旅
游品牌。”洞头县副县长刘素婷说。

同时，洞头积极推进多层次立体式
的旅游开发，鼓励发展精品民宿和渔家
乐乡村旅游，开工建设全国规模最大的

鹿西白龙屿生态海洋牧场，举办“渔家
乐”民俗风情旅游节、紫菜采摘节、羊栖
菜节等节庆活动，将旅游与渔村观光、渔
耕体验、渔家民宿等有机结合。2014 年
洞头县接待海内外游客 398 万人次，社
会旅游综合收入 17.98 亿元，分别增长
10.6%和 10.8%。

“今年洞头计划实现旅游项目投资
15 亿元，在旅游综合改革、项目空间布
局、旅游接待、旅游品牌营销、旅游业态
融合等方面都将有新突破。”刘素婷说。

羊栖菜致富记

打破渔业资源衰竭瓶颈

向海洋要经济，仅仅围绕滨海旅游
业、文化产业做文章还不够，传统海洋
产业更应加快改造升级。

洞头，岛小海大，渔业是“老行当”，
但是随着近年来渔业资源的衰竭，这一
产业受到巨大冲击。最终，洞头决定扬
长避短，大力发展羊栖菜产业。“洞头县
10 米等深线以内的浅海水域为 1.77 万
公顷，可供浅海养殖面积约 4875 公顷。
这部分水域波浪、流速较小，饵料生物
丰富，水质良好，温度盐度非常适合羊
栖菜生长。”洞头县海洋与渔业局局长
陈胜宝介绍。

羊 栖菜在日本享有“长寿菜”的美
誉，具有抗肿瘤、降低胆固醇、增强免疫
力等功效。羊栖菜虽然好吃，却不好
种。一方面，洞头县羊栖菜苗种多依
赖外地市场，其成本一度占到养殖成
本的 90%左右；另一方面，虽然日本每
年从洞头大量进口羊栖菜原料，可产
品附加值不高。如何让羊栖菜真正变
身“致富菜”？洞头开始实施“羊栖菜
产业提升工程”，推动相关企业和高校
院所“联姻”，推广新技术，研发新品种，
延伸产业链。

效果怎么样？浙江金海蕴生物有
限公司负责人给记者算了笔账：过去，
直接出口羊栖菜原料不过每吨 8000 至
9000 元，现在开发了即食羊栖菜、羊栖
菜 冻 、羊 栖 菜 酱 、羊 栖 菜 酒 等 多 种 产
品。以羊栖菜冻为例，每 100 克的售价
为 2.3 元，相当于每吨 2.3 万元。

羊栖菜不光能吃，还可提取药物。
浙江诚意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出抗
肿瘤、抗高血压、降血脂等药物，近几
年已成为中国医药工业法人企业利润
500 强 企 业 之 一 ，2014 年 销 售 收 入 达
29316 万元。

如今，洞头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羊栖
菜养殖加工出口基地，2014 年羊栖菜
产业产值 1.68 亿元。洞头县风景与旅
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赵秀娟告诉记者，
眼下洞头正探索发展类似于城市“开心
农场”的休闲农业模式，鼓励到洞头的
游客“认养”羊栖菜的“海上农田”，“让
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享受到海上

‘采摘’的独特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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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蓝色产业园蓄势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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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海地区打造蓝色引擎

亲近大海，享受阳光、沙滩，参与海上休闲活动已
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预计随着夏季的来临，深
圳东部海滨每天接待游客将超过 5 万人次，节假日高
峰时可达 30万人次。

随着海滨成为人们旅游度假的热门景点，海上休
闲活动也越来越多，但由于缺乏相关管理规范，海上休
闲船舶经营活动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具体表现为：缺
乏合格码头及安全设施，游客登离船和船舶自身安全
难以保障；从业人员、游客的海上安全意识薄弱，使用
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船舶载客、未经培训驾驶；活动区域
缺乏统一规划，点多面广，经营分散，难以形成统一管
理；安全主体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涉及安
全管理部门多，各部门的协调联动有待加强⋯⋯

为加强海上休闲船舶管理，促进海洋旅游产业稳
健发展，深圳出台了《深圳市海上休闲船舶运营安全管
理办法》，并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实施。深圳海事
局法规规范处处长吴木林告诉记者，该办法适用于核
定载客 12 人以下的休闲旅游船舶和休闲渔业船舶，深
圳从此有了专门针对休闲船舶的管理办法。他表示，
该办法着重强化了经营人的安全生产责任和各职能部
门的安全管理职责，明确规定休闲船舶经营人承担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要求建立安全生产台账，每月对船舶
安全状况进行检查并建立检查台账备查，为游客购买
相关责任保险，应当做好游客上下船秩序管理等。

除了法制保障之外，为确保水上安全全覆盖，“水
下”和“水上”管理也要紧密结合。大鹏澳水上休闲活
动现场监督机制，就是深圳海事局打造的水上休闲活
动监管样板。该机制将“水下”和“水上”紧密结合：一
方面，对码头作业点、经营人、船舶、驾驶员档案等涉及
水上安全的各种因素开展差异化管理；另一方面，注重
做好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重点船舶、重点码头的现场
监督工作，充分发挥海事行政执法和海事公安现场监
督力量，建立各管理部门联合检查机制，确保水上休闲
活动安全稳定。

亲近大海 勿忘安全

深圳加强海上休闲船舶管理
本报记者 杨阳腾

今年将有20条母港航线在青岛运营

老港区变身邮轮母港城
本报记者 刘 成

青岛即将结束“经停港”模式，迈入全新的邮轮母
港时代。日前，青岛港集团与上海大昂天海邮轮管
理有限公司宣布，青岛港邮轮母港将于 5 月 29 日首
航，届时 2 条以日本韩国为主体的国际母港航线也将
投入运营。

青岛港国际邮轮母港位于风景秀丽、交通便捷的
青岛市中心地区，共有 3 个邮轮专用泊位，其中新建超
大型泊位 1 个，可停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22.5 万吨级

“海洋绿洲号”和“海洋魅力号”邮轮，码头主体工程已
于 2013 年 3 月底竣工验收。青岛国际邮轮母港码头
前沿配套建设国际标准的国际客运中心，设计最高通
关能力达每小时 3000 至 4000 人次，规划年游客吞吐
量可达 150万人次，将于今年 5月 1日正式投入使用。

项目主要功能为联检大厅，还可为旅客提供纪念
品与特色商品销售、免税品销售、餐饮娱乐、铁路与航
空客票代理、旅客个人及团体签证代理、旅行及度假产
品销售、货币兑换等多方位的便捷服务，使旅客在青岛
国际邮轮母港畅享一站式度假体验。

从今年 5 月 29 日至 6 月 8 日，天海豪华邮轮“新世
纪号”将开始运营“青岛—长崎（日本）—福冈（日本）—
青岛”、“青岛—济州岛（韩国）—釜山（韩国）—鹿儿岛

（日本）—青岛”2个母港国际航线。
“青岛港自 1979 年就开始接待国际到港邮轮，目

前已接待邮轮 300 余艘，是国内接待邮轮最多的港口
之一。”青岛港大港公司经理曹方良告诉记者，青岛港
现有直通韩国仁川和日本下关的客货班轮航线，每周
进出 10 个航次，2014 年出入境人次超过 12 万。2014
年 10 月 28 日，青岛港首次试水邮轮母港航线，以老
码头有限的条件，圆满完成了 1582 名旅客的通关工
作，凭借优质的服务获得了各方好评。

曹方良告诉记者，目前青岛港整个老港区正转型
升级为邮轮母港城，未来该区域计划打造为中国首
个海洋主题娱乐综合体——“海洋天堂”，围绕邮轮
母港和旅游目的地两大主体功能，打造具有现代旅
游、免税商业、船舶服务、特色娱乐等功能的商业、旅
游综合体；并将依托青岛的商业、文化、旅游经济等优
势，吸引国内外知名邮轮公司增开航线，大力发展环
球和近洋航线。

“预计 2015 年将有 20 条母港航线在青岛运营，
力争 3 年内达到母港航线超 100 条的目标。我们的
最终目标是打造我国北方邮轮中心和东北亚区域性
邮轮母港。”曹方良说。

本报记者 陈 煜

羊栖菜生产车间羊栖菜生产车间

吃剩的贝壳制成精美工艺品吃剩的贝壳制成精美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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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渔船变身创意家具老渔船变身创意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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