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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新区“新”在哪儿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作为河北带动环渤海地区发展新引擎之一，秦皇岛市北戴河新区

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在保护好滨海生态环境的同时，加

快培育高端临海产业——

秋风瑟瑟，渤海潮涌，一条连接秦
皇岛与唐山的滨海走廊，随着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在发生着日新
月异的变化：昔日的乡间小路变成宽阔
整洁的城市干道，荒芜的盐碱滩上建起
高端旅游服务设施，废弃的虾池鱼塘嬗
变成美丽的景观景点⋯⋯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北戴河新区面
临的最大机遇，我们一定要抓住并利用
好这一难逢的机遇，高起点规划，高标
准推进，高水平建设，大力发展健康服
务、高端旅游、高新技术、会议会展‘四
大产业’，打造国际重要的医疗健康休
闲旅游目的地。”北戴河新区工委副书
记、管委会主任郑泉说。

临海产业迈向高端

2011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河
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提出将河北沿
海地区打造成为环渤海地区新兴增长
区域、京津城市功能拓展和产业转移的
重要承接地、全国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
地、开放合作的新高地、北方沿海生态
良好的宜居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河北相继成立
了曹妃甸、渤海、北戴河 3 个新区，力图
打 造 一 批 能 够 带 动 沿 海 发 展 的 新 引
擎。其中北戴河新区规划面积 425.8 平
方公里，坐拥渤海湾最美海岸线，与世
界旅游胜地北戴河仅一河相隔，将着力
建设京津冀最佳旅游休闲、健康养生度
假区。

为此，北戴河新区的管理者确定了
“四梁八柱”的产业发展规划，突出发展
健康服务、高端旅游、会议会展、高新技
术四大产业，建设滨海大学城、北戴河
国际健康城、产业新城、侨梦苑、高新技
术产业园、文化产业园、新型城镇化示
范区、北戴河国际会议中心 8 个产业聚
集发展平台，推动北戴河新区实现跨越
发展。

在新区总规划、产业规划等引领
下，北戴河新区精准招商如火如荼，仅
今年以来，新区就签约产业类项目 17
个，总投资超过 400亿元。

在健康养生产业方面，北戴河新区
规划建设了总面积达 55 平方公里、核
心区为 20 平方公里的北戴河国际健康
城，与东软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建
设以高端体检、康复修养为主题的健康
管理和康养基地，与北大未名集团签订
整体建设核心起步区的战略协议，广济
医院、河北医科大学、肿瘤治疗与康复
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一座内涵丰
富、链条完整、条件优越的国际健康城
正在悄然兴起。

在休闲度假产业方面，恒博华贸国
际网球中心、维嘉新温泉度假城、魔法
城等一批项目相继落户；阿纳亚最孤独
的海边图书馆、渔岛、沙雕大世界、圣蓝
海洋公园等景区开门营业，今年的游客
达到 877 万人次。值得关注的是，二期
圣蓝游艇产业综合区项目总投资约 125
亿元，将在圣蓝海洋公园一期项目的基

础上，打造集游艇码头俱乐部、游艇展
销中心、游艇制造于一体的游艇产业综
合区项目，使新区休闲旅游产业再跨上
一个新台阶。

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北戴河新区
与北京百思特捷迅科技有限公司、中关
村海淀园、北京欧瑞智诺能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等单位签约，重点打造新
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等产业，其中仅智
诺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建设的新
能源汽车整车项目，总投资达 120 亿
元，总产值预计达 300亿元。

在会议会展产业方面，发挥北戴河
国际会议品牌和北戴河新区生态与区
位优势，充分利用北戴河地区休疗资
源，发展会议会展经济，突出健康、环保
主题，承接国际国内高端会议和高峰论
坛，打造“南有博鳌、北有北戴河”会展

产业格局。这些产业的落户将会对新
区的跨越发展注入巨大活力。

滨海环境注重保护

在产业集聚的同时，北戴河新区秉
承生态优先、绿色崛起的理念，把生态
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

北戴河新区的先天条件比较优越，
82公里海岸线沙软、水清、潮平。22万亩
森林湿地、12条入海河流、8平方公里的
华北最大泻湖七里海，绵延20公里的海
洋大漠风光，是“中国最美八大海岸”之
一，海水质量达到Ⅰ类以上水质标准。

新区人清醒地认识到，今天的绿水
青山，就是明天的金山银山。海岸是生
态之基。新区坚守海岸规划红线，严控
项目摆放，严控建筑天际线，严格落实

项目退出机制。同时，制定岸线规划和
沙滩管理办法，实行对岸线、沙滩、地
热、森林等稀缺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的
统一管理，认真开展岸线专项整治，确
保岸线资源的可控性、公共性、安全性。

绿水是生态之魂。新区从生态水
系景观入手，做活“水”文章，全面开展
41 个村庄和 12 条内河环境治理，先后
实施洋河—葡萄岛岸线、香溪河综合治
理、小黄河治理等近岸海域综合治理工
程，使新区旅游环境得到迅速提升。特
别是今年以来，新区实施东沙河治理项
目，完成整治河道 6.2 公里，预计年底完
工，将形成 43 万平方米水面。除此之
外，新区完成了水系规划编制，力争 5
至 8 年完成全域内的水系建设，河流、
湖泊、湿地、大海相通相融，既提升防洪
标准又发挥景观效果，打造“城在林中、
人水相依”的“水脉绿城”。

生态优先、绿色崛起的发展理念也
贯穿于北戴河新区的城镇规划中，着力
打造具有滨海特色的城乡蓝图。新区按
照全区域建设5A级风景区标准，突出滨
海、生态、文化特色，以产业新城为核心，
坚持低密度、分散式建设 4个产业组团、
若干个未来小镇和新型社区，打造独具
滨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示范区。与天津
东丽区合作启动薛家营城镇化示范区建
设，以此为引领，逐步将在辖区内 41 个
行政村实现城乡一体化——一座风光内
涵兼具、宜业宜居的生态靓城呼之欲出。

为发展注入新动力

要实现跨越式发展，仅靠先天的资
源禀赋是不够的。“只有营造一个高效
的政务环境，创建舒适的生活环境，才
能打造最具活力的新区。”郑泉的话语
掷地有声。为此，新区把投资“软环境”
作为重要一环来抓,在营造优良的政务
服务环境中，打出一套“组合拳”：

机构改革“增活力”。突出经济发
展职能，推行扁平化管理，以项目建设
和招商引资为重点，组建了北戴河国际
健康城、高新技术产业园等 8 个平台，
目前已全面开展工作。推进“大部制”
改革，力争内设及直属机构减少 15%以
上，二级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减少 30%
以上，各部门工作人员精减 20%以上，
精简人员充实到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基层管理工作一线。

运营环境“增合力”。立“安商”之
规，说“敬商”之语，办“便商”之事，是北
戴河新区的亲商重商理念。对于入区企
业，全面推行“三最”标准——最优惠的
政策、最优质的服务、最优良的环境，营
造重商、引商、安商、扶商的浓厚氛围。

行政服务“增效率”。搭建服务平
台,健全服务机制，完善服务体系。按
照省市批准的《北戴河新区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实施方案》，集中划转 136 项行
政审批权限，推进审批体制机制改革和
相关配套改革，建立健全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和负面清单制度，形成具有新区
特色的行政审批管理体系。

本报讯 记者黄晓芳报道：记者近日从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获悉，我国现已建成包括深水旗舰“海洋石油 981”
在内的各类深水平台船舶 57 艘，其中达到 3000 米作业水
深的深海装备有 7 艘，深水勘探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将有效
保障我国深海油气资源开发。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动深水发展战略，组建了深海油气开
发的“联合舰队”。“海洋石油981”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
石油 201”深水铺管起重船“海洋石油 720”深水物探船以及

“兴旺号”钻井平台等一系列深水装备相继投入使用。
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一直居高不下。2014 年，我国石

油对外依存度近 60%，全年净进口约 3.08 亿吨。事实上，
我国南海油气资源极其丰富，但是 70%蕴藏在深海，深海
勘探难度极大。在深水区，水体环境、海底稳定性和沉积地
层岩石强度与浅水区差异明显。受海床不稳定、坡度大、岩
石强度低、温度低等条件影响，技术难度呈几何倍数增长。

去年 8月，“海洋石油 981”在南海北部陵水区块发现我
国首个深水自营大气田。今年 8月，“海洋石油 981”再次攻
克世界性难题，顺利完成我国首口深水高温高压探井——陵
水25-1S-1井钻井任务。今年，它还走出国门，在孟加拉湾
海域水深 1700多米的地方开钻，完钻井深超过 5030米，创
下我国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作业井深最高纪录。

今年7月3日，中国海油第七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兴
旺号”在南海荔湾3-2气田约1300米水深开钻。“兴旺号”成
为继“南海八号”“南海九号”“海洋石油981”后，中国海油在
南海油气勘探投入的第四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油气开发，物探先行。“海洋石油 720”深水物探船先后
转战南海西部和东部，成功获得陵水气田开钻需要的 7800
平方公里地震资料。2013 年在孟加拉湾海域成功获得
2800 平方公里地震资料，为今年孟加拉湾油井的成功开钻
提供了基础支撑。

与“海洋石油981”同期入列服役的深水工程船“海洋石
油201”已累计完成9个项目，铺设海底管道326公里，累计吊
重逾15万吨，在我国首个深水气田荔湾3-1项目中海管铺设
深度达到1500米，使我国成功挺进国际“深水俱乐部”，铺管
速度纪录突破6公里/天，效能相当于国内其他铺管船的近5
倍。此外，“海洋石油286”“海洋石油289”和“海洋石油291”
等深水工程船入列“服役”，填补了我国深海水下施工装备的

“空白”，使我国具备了深水油气田“一站式”开发能力。
除了船舶功能的彼此呼应，海油工程近 5 年引进的 17

台深海水下作业机器人也延伸了这些工程船的深水功能。
它们将会在深水油气开发中，拿出各自的“杀手锏”，与“深
水舰队”一起相互鼎力，为推动生产效益最大化发挥作用。

除了深耕蓝色国土，我国“深水舰队”已经驶向国际市
场。特别是深水钻井技术、装备能力已经得到国际同行认
可。按照规划，我国还将建造更多大型深水装备，在满足国
内深水油气勘探开发需要的同时，继续加快走出去步伐，不
断提升我国深水油气装备在国际高端深水市场的品牌竞争
力和影响力。

我国深水勘探

能力大幅上升

我国近年来大力推动深水发展战略，

组建了深海油气开发的“联合舰队”，已建

成“海洋石油981”等各类深水平台船舶57

艘，其中达到3000米作业水深的深海装备

有7艘，有力保障了深海油气资源开发

本报讯 记者李茹萍 李治国报道：由珠海云洲智能科
技有限公司打造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无人测量艇日
前在第三届上海国际海洋技术与工程设备展览会上正式亮
相，这标志着中国无人船艇正式迈入海洋测量这一新领域。

据了解，云洲 LE2000 海洋测量无人艇刻意借助 GPS
卫星定位以及无人艇感知系统进行多次海上测试，实现自
主航行、自动目标识别、智能避障、确保航行线路安全可靠；
可以正式应用于海底地形测量、航道测量、海事搜救等领
域。该艇可搭载单波束声呐、多波束声呐、侧扫声呐探测等
海洋多要素综合测量功能，其综合性能满足对复杂水域进
行测量作业的需求。

记者了解到，云洲 LE2000 海洋测量无人艇可组成网
络协同作业，搭载各种设备开展更多的任务，在海底地形测
量、航道勘测、海事搜救等众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版编辑 来 洁 梁剑箫

云洲海洋测量无人艇在上海首次亮相

国务院发布的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
与行动》 明确“支持福建建设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赋予了福建全
新的使命。借着“海丝”核心区建设的
强劲东风，福建掀起以项目建设为引领
的发展热潮，海洋产业乘风破浪逆势增
长，成为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新一轮的“耕海牧渔”图景正徐徐展开。

13.6 万平方公里的海域面积、3752
公 里 海 岸 线 、 125 个 天 然 深 水 港 湾 、
750 种鱼类资源⋯⋯福建是名副其实的
海洋大省。改革开放以来，福建不断向
蓝色海洋寻求发展动力和发展资源，成
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标志
着福建经略海洋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
略层面。

“当前，福建正在乘势打造海上丝
绸之路核心区，海洋经济迎来难得发展
机遇，福建将优化海洋经济发展政策环
境，在港口规划建设、海洋产业园区建
设、海洋新兴产业、远洋渔业与航运
业、海洋品牌创建、科技创新等方面推
出一大批科技含量高、带动力强的海洋
产业重大项目落地建设，力促完成‘十

二五’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库中近
500 个重大项目的建设任务。同时，策
划生成一批‘十三五’现代海洋产业重
大项目，形成重大项目‘投产一批、在
建一批、开工一批、储备一批’的滚动
推进良好格局，为福建海洋经济发展提
供持续强劲的项目支撑。”福建省海洋与
渔业厅厅长吴南翔认为，今年福建要力
争实现海洋经济生产总值 7300亿元。

实施全方位的海洋发展战略，产业
是关键，发挥项目的引领作用则是重中
之重。福建省海洋办负责人认为，发展
现代海洋产业，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建
设，要立足资源优势和现有海洋产业基
础，突出重点，凸显特色，接长短板，
接长链条，着眼于科技兴海，依托重点
开发区域，加快建设海洋特色产业园培
育海洋龙头企业与自主高端品牌，打造
海峡蓝色硅谷等发展载体，促进现代海
洋产业集聚发展。

近年来，福建加快了以霞浦台湾水
产品集散中心、闽台 （福州） 蓝色经济
产业园、石狮海洋生物科技园、厦门海
沧海洋生物医药港、诏安金都海洋生物
产业园等 5 个特色海洋产业园区为依托

的“一网五基地”构架体系建设；充分
利用“海峡项目成果交易会”“厦门国
际投资贸易会”等平台，引导促成项目
成果落地；推进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示
范工作，把一批重要科技创新项目列入
示范项目库；强化对国家海洋公益专项
等重点项目的监管与跟踪服务，确保项
目顺利推进。

“向海而兴，开海则强”，福建自古
以来就有经略海洋的传统。福建被确定
为建设海丝之路核心区后，加快了与海
丝沿线国家开展全方位的海洋合作：开
始全方位启动产业合作新平台建设，建
成了“中国—东盟海产品交易所”东盟
海产加工进出口物流园区和海产品交易
中心；拓展远洋渔业作业区域，积极开
发太平洋和印度洋公海渔业资源，与东
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有关国家建立
长期稳定的渔业捕捞合作关系；加强了
境外远洋渔业生产基地、冷藏加工基地
和服务保障平台建设；推动企业建立远
洋渔业综合基地和水产养殖基地，重点
推动了印尼金马安、缅甸仰光等渔业综
合基地建设及更新改造。

自 2013 年以来，福建蓝色产业经

历了许多“第一次”：第一次实现海岛
使用权抵押贷款；第一次向海洋小微企
业发放助保金；第一次设立蓝色产业基
金⋯⋯一系列新举措有力激活了新兴市
场和新兴产业。近年来，全省沿海设区
市全部实现海域资源市场化配置，莆
田、晋江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海域收储中
心；设立了现代蓝色产业基金，用于支
持海洋新兴产业中心的成长型企业；开
展海洋中小企业助保金贷款业务；省海
洋实业有限公司、北海洋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南海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揭牌成
立，通过龙头企业的跨界大联合，生成
一批重大项目，共同抱团“掘金”海
洋。

资料显示，福建省已建立“十二
五”海洋经济发展重大项目库，入库项
目 483 个，总投资 1.3 万亿元。目前，
全省 5 个海洋产业示范园区已入驻 50 多
家科技含量高、示范性强的海洋企业，
初步形成产业集聚示范带动效应。1 至
8 月全省在建 154 个海洋经济重大项目
累计完成投资 235.05亿元，占年度投资
计划的 62.34%，预计全年将超额完成
315亿元的投资目标。

借势“海上丝绸之路” 推进海洋产业高速成长

福建：勾画新一轮“耕海牧渔”图景
本报记者 陈 煜

探访我国海洋领域唯一的国家实验室

北戴河新区坚守海岸规划红线。

正在开发建设的北戴河新区一角。

作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的重要平台，我国海洋领域唯

一的国家实验室——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日前

正式启用。该国家实验室共设有海洋动力过程与气候、海

洋生物学与生物技术和海洋生态与环境科学等 8 个功能实

验室，将围绕国家海洋发展战略，整合国内海洋科研资源与

力量，开展原创性前沿技术研究，不断提升我国海洋科学与

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图为在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管

华诗院士（左）在指导研发人员做海洋多糖脱离实验。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