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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出矿井、奔向海洋的河北省唐山市正在加速推动经济由内陆资源型向沿海

开放型转变——

山东省无棣县地处渤海西岸，近年来
由于过度捕捞，海上渔业资源几近枯竭，
对虾、梭子蟹等特产越来越少，渤海渔业
资源出现枯竭的趋势，渔民收入萎缩，望
海兴叹。

面对困境，无棣县提出，要“吃”海，更
要护海，不能一味地发展捕捞业，应加快
发展养殖业，促进渔民多渠道增收，努力
修复渤海渔业生态环境。

“去年的螠蛏是个大肥肉，很受消费
者欢迎，每公斤价格 20 至 25 元。每亩水
面平均产量 1700公斤，全部被浙江、福建
的客商预订一空。”无棣县黄河岛健康养
殖示范场去年养殖了 3100 亩螠蛏，长势
喜人，养殖户王长春说起来就喜不自禁。

据了解，该养殖场是 2012 年建立的，
第二年 3 月开始从浙江购进螠蛏苗种放
养。在浙江养殖技术员的指导下，他们科
学合理投放饵料，调节水质，当年 6 月即
达到了商品规格。螠蛏养殖给周边渔民

带来了就业机会，一个普通员工到养殖场
扒蛏，每天就能收入 180元。

据无棣县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李荣
堂介绍，目前，无棣县水产养殖总面积已
经达到 53 万亩，海水工厂化养殖面积发
展到 20 万平方米，创成国家级渔业专业
社示范社 1 家、省级渔民专业合作社 4
家。2015 年，该县水产品总产量预计将
达 13.2万吨，产值 21.6亿元。

此外，为了维护渤海渔业资源生态平
衡，发展壮大优质渔业产业，无棣县每年
都承担进行“渤海生态修复项目生物种群
恢复工程”。全县共建设高标准的海水育
苗厂 12 家，种质资源保护区 3 个，累计放
流对虾、梭子蟹、海蜇、半滑舌鳎等种类
16.5 亿 单 位 。 去 年 5 月 25 日 ，完 成 了
604.8 万尾文蛤种群恢复增殖任务。至
去年年底，共在县境近岸海域放流三疣梭
子蟹、半滑舌鳎、海蜇、中国对虾等品种超
过 1.93亿单位。

唐山作为一座依煤而建、因钢而兴的
城市，在很长时间里，走的是资源发展的路
径。但是，随着资源环境的瓶颈约束不断
加大，唐山必须摆脱传统思维的束缚，寻找
新的经济支撑。

河 北 省 委 常 委 、市 委 书 记 焦 彦 龙
说 ：“唐山必须推动经济由内陆资源型向
沿海开放型转变，加速沿海开放经济发
展。”唐山人把目光转向海洋，“跃出矿井、
奔向海洋”,唐山产业结构豁然开朗，蓝色
思维改写了“煤都”历史。

海洋化工率先起步

紧邻渤海的唐山是国内发展海洋化工
产业的重要城市，海洋化工产业在唐山经
济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说起唐山海洋化工产业的发展，不能
不提唐山三友集团。三友是全国纯碱和化
纤行业的排头兵，这家以海盐为主要原料
的企业，目前年产纯碱 340 万吨、黏胶短纤
维 50 万吨、烧碱 50 万吨、PVC40 万吨，糊

树脂 5 万吨、有机硅 20 万吨、氯化钙 15 万
吨，产品远销五大洲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年出口创汇 5 亿美元以上。在以海洋化工
为主的曹妃甸南堡开发区，以南堡盐场和
三友集团为主体，上游海盐生产、中游“两
碱一化”、下游氯气利用的“三大板块”，构
筑了海洋化工循环产业体系，形成了“盐-
碱-氯气-四氯化钛-海绵钛”“盐-烧碱-
黏胶短纤维”等 4 条主导产品链，海洋化工
循 环 产 业 经 济 总 量 占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80%以上。依托氯气资源，钛材料、硅材料
等新兴产业链正在形成。

近年来，随着首钢京唐、华润电力等项
目落户，曹妃甸海水淡化工业也开始起步，
首钢京唐公司和北控阿科凌曹妃甸海水
淡化公司都进行了海水淡化项目建设。
为解决海水淡化后的污染问题，唐山三
友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么志义表示，公
司成立了浓海水综合利用攻关小组，从
2006 年至今先后进行了几千次试验，成
功 开 发 了 浓 海 水 用 于 纯 碱 生 产 的 新 工
艺。三友浓海水综合利用项目已正式投
产，到目前生产运行正常，各项指标全部

达到行业领先。这一项目每年处理利用
浓 海 水 1800 万 立 方 米 、节 约 水 资 源
1000 万立方米，可替代原盐 60 万吨，仅
此一项就可以增加效益 1.5 亿元，此外还
可以节约大量运输费用，减少占用盐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十分显著。

海洋运输后来居上

唐山拥有 229.7 公里的海岸线，为港
口建设和海洋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但是，历史上的唐山海运事业并不发
达。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唐山与北京
联手建设了京唐港,才真正打开了通向世
界的大门。目前，唐山已经拥有京唐和曹
妃甸两个港区。

曹妃甸所在地区是中国东北、西北、华
东等几大经济区的交接地区，并已形成对
接环京津、沿渤海，面向三北，连通全国的
路网体系，具有较低的综合运输成本。曹
妃甸港区是渤海沿岸唯一不需开挖航道和
港池即可建设 30 万吨级大型泊位的“钻石

级”港址。曹妃甸港区周边腹地是中国煤
炭、钢铁、建材、电力、化工等能源原材料生
产最集中的地区，也是国家着力建设的能
源原材料工业基地之一。

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原油码头、煤炭
码头等 24 个泊位已建成通航，深水大港初
具规模，设计吞吐能力超过 1.9 亿吨，相关
码头泊位可以直接进靠国际航行船舶和进
出国际贸易货物，为曹妃甸临港工业产业
对接国际市场开辟了直达通道，将有力促
进环渤海经济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港口建设为唐山海洋运输插上了翅
膀。2015 年，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突破 4.9
亿吨，是全国最大的进口铁矿石接卸港、
最大的钢材输出港、第二大煤炭能源输
出港、重要的油气能源进口基地及储备
中心、环渤海地区重要的集装箱运输支
线港。唐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连年快速递
增，呈现跃升趋势。2015 年，港口集装
箱吞吐量达 152 万标箱，是河北省首个
年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突 破 100 万 标 箱 的 港
口，有效带动了腹地加工产业发展和食
品、石材等物资贸易。

2015 年中国海洋事业再上新台阶，海洋经济、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亮点纷呈。2016 年，我们
又将领略哪些“海上风光”？请随记者到全国海洋工
作会议上看看吧。

蓝色经济转方式

稳步增长的“蓝色经济”正从规模速度型向质量
效益型转变。

2015 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预计近 6.5 万亿
元，按可比价同比增速约达 7%，海洋事业“十二五”
规划圆满收官——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全国海
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速 8.1%，到“十二五”期末，占国
民生产总值比重近 9.6%，涉海就业人员超过 3500
万人。

2016 年，我国蓝色经济的发展将进一步加快：
将统筹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区域示范、海洋高技术产
业基地的实施与建设，积极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医药、
高端海洋装备和海水淡化等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
探索破解制约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进
一步拓宽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统筹推进
特色海洋产业园区、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科技兴海
产业示范基地等建设，加强对海洋产业核心技术的
攻坚力度，探索运用保险、证券、风险投资等手段推
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还将完成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搭建
数据交流共享平台和会商机制，建立海洋经济季报
制度，提高海洋产业数据的广度、深度和频度，形成
有标志性、影响力的指标、指数，提升海洋经济运行
监测评估和信息服务能力。

碧海白沙不是梦

2015年，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大踏步向前的一年。
这一年，“蓝色海湾”整治工程实施，各地结合陆

源污染治理，实施环境综合整治、退堤还海、清淤疏
浚等措施，恢复和增加海湾纳潮量，因地制宜建设海
岸公园、人造沙质岸线等海岸景观，推动 16 个污染
严重的重点海湾综合治理，完成 50 个沿海城市毗邻
重点小海湾的整治修复，中度和重度污染海域面积
减少 10%；

这一年，“南红北柳”生态工程实施，各地因地制
宜开展滨海湿地、河口湿地生态修复工程，南方以种
植红树林为主，海草、盐沼植物等为辅，北方以种植
柽柳、芦苇、碱蓬为主，海草、湿生草甸等为辅，其中
南方新增红树林 2500 公顷，北方新增芦苇 4000 公
顷、碱蓬 1500公顷、怪柳林 500公顷；

这一年，“生态岛礁”修复工程实施，各地开展受
损岛体、植被、岸线、沙滩及周边海域等修复，开展海
岛珍稀濒危动植物栖息地生境调查和保育、修复，恢
复海岛及周边海域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利用中央
海域使用金实施海域、海岛、海岸带整治修复及生态
保护项目总计 230余个；

这一年，以岸基、海基、空（天）基组网监测为基
础，构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重点的国家海
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控系统；实现大陆自然岸线保有
率大于 36%目标，累计修复岸线 2000余公里⋯⋯

为了更好地呵护海洋生态，2016 年，我国将出
台全面建立海洋生态红线制度的意见，探索推进海
洋工程建设项目区域限批制度，抓好重点海域污染
物总量控制和海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制
度试点工作，沿海各地结合实际推进生态补偿和损
害赔偿制度建设；推进 24 处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区建设。

同时，重点加强海域海岛管理促进海洋资源集
约节约利用。探索建立海岛生态红线制度、海岛生
态补偿和生态损害赔偿机制，完成《无居民海岛审批
办法》的报批工作。

海洋科技再发力

2015 年 9 月 22 日，湖北武汉武昌船舶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码头，我国装备最先进的海洋科考船之
一——“向阳红 01”船正式下水。

这是一艘满足深海海洋多学科交叉研究需求的
现代化海洋综合科考船，船总长 99.8 米、满载排水
量 4980 吨，巡航速度 12 节，续航能力 1.5 万海里，技
术水平和考察能力达到国际海洋综合考察船先进水
平，为国家深海及大洋区域科学基础研究和高新技
术研发提供了海上移动实验室和试验平台。

大洋科考再添“利器”，只是 2015年我国海洋科
技强劲发力的一个缩影。新建南北极科考站，新建
极地破冰船，组建南极航空队，初步构成极地区域的
陆—海—空观测平台；实施深海采矿试验工程、深海
探测工程、深海生物多样性研究与资源勘探开发专
项，建设蛟龙号等国家大型深潜装备应用共享平台
和深海空间站；完成海洋一号 C/D 卫星和海洋二号
B/C 卫星等 4 颗业务卫星及配套地面系统建设项目
可行性论证，完成新一代海洋水色卫星和海洋盐度
探测卫星 2 颗科研卫星预研⋯⋯多措并举，海洋科
技对海洋经济贡献率达到 60%。

为强化海洋科技，2016 年我国将组织完成第 7
次北极科考，力争开展首次中俄联合北冰洋考察，
继续完成第 32 次南极科考任务，开展新建破冰船
建造工作，做好大洋第 39、40 航次科考调查；实施
深海采矿试验工程、深海探测工程、深海生物多样
性研究与资源勘探开发专项，建设蛟龙号等国家大
型深潜装备应用共享平台和深海空间站，壮大深海
资源调查与开发装备产业，全面系统提高深海技术
装备水平。

2016年

海洋经济再扬帆
本报记者 沈 慧

站在连云港市赣榆海洋经济开发区东
北方向的海边，远眺沙汪河和兴庄河之间
3.1 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域，呈现眼底的是
一片波光粼粼的标准化养殖水面和一栋栋
毗邻相连的养殖大棚，不时还可以看到忙
碌作业的机械。这里是连云港市最大的青
口蓝湾现代渔业园区，渔民可以在这里发
展海淡水养殖项目。

工作人员云彩学从池塘中捞起一条七
八两左右的大鲮鲆鱼说，这样标准的鱼再
过半个月就可出售，每公斤可卖 48 元左
右，利润在 20元以上。

目前，国内像蓝湾这样的现代化渔业
园区还有很多，沿海城市纷纷利用富饶的
海洋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海水养殖、远洋
捕捞，着力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在促进当地
居民增产增收的同时，也保障了食品的有
效供给。

加快现代渔业建设

我国拥有 18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20
多万平方公里的淡水水域、宽阔的大陆架
和大面积的滩涂，以及 1000多种经济价值
较高的水产动植物，发展渔业有巨大潜力。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渔业发展。2013
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出台，为新时期我国海洋渔
业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同年，国务院召
开了全国现代渔业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提出现代渔业建设要坚持生态优先、养
捕结合、以养为主的方针，加快形成生态良
好、生产发展、装备先进、产品优质、渔民增
收、平安和谐的现代渔业发展新格局。

在此背景下，我国渔业进入快速发展
阶段。“十二五”期间，我国水产品产量由
2011 年 的 5603 万 吨 增 长 到 2015 年 的
6690 万吨，增长 19.40%，其中海水水产品
产量 3402 万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海水
养殖业加快发展。2014 年海水工厂化养
殖面积达到 2565 万立方米，比“十一五”末
增加 1 倍；深水网箱增长迅速，深海养殖空
间得到开拓，2014 年面积达到 606 万立方
米，比“十一五”末增长 20%。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局长赵兴武表
示，渔业是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
推进现代渔业建设，可以提高水产品供给能
力，夯实国家食物安全的基础。此外，加快
现代渔业建设，可以有效提高我国海洋渔船
作业、渔政巡航和远洋渔业生产的能力和水
平，有利于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进一步优化渔业结构

近年来，随着转方式、调结构的深入推
进，我国渔业由数量增长为主转为数量、质
量、效益并重，由依靠资源、物质投入转到
依靠科技创新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

《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调整生产结构
和布局。积极稳妥发展外海和远洋渔业。
大力发展海水产品加工和流通”。

赵兴武告诉记者，远洋渔业是具有战
略意义的重要产业。“十二五”以来，我国远
洋渔业加快转型升级，产业规模不断壮大，
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目前，我国船队总体规模和远洋渔业
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从体现远洋渔业综合
实力的公海渔业资源开发能力看，公海鱿

鱼钓船队规模和鱿鱼产量居世界第一，金
枪鱼延绳钓船数和金枪鱼产量居世界前
列,专业秋刀鱼船数和生产能力跨入世界
先进行列。我国远洋渔业的作业海域扩展
到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属经济区以及太平
洋、印度洋、大西洋公海和南极海域。

渔业结构的变化还体现在水产品加工
产业的稳步发展。据统计，2014 年水产品
加 工 总 量 2053.1 万 吨 ，较 2010 年 增 长
25.71%；水产品加工技术不断进步，加工
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加工优势区域的集
聚效益更加明显，加工品种类日益丰富，质
量不断提高。

积极保护渔业资源

2015 年 9 月 18 日，浙江省海洋水产研
究所的研究人员带着刚造好的 62 个鱼贝
藻复合增殖礁，乘船驶往东极海域。到达
预定地点后，研究人员指挥吊车将鱼礁挨
个投放到事先经过精准测算的地点。

据了解，东极海域从 2011 年开始建造
海洋牧场，投放人工鱼礁，如今已初见成
效。研究人员调查发现，牧场区生态环境
良好，生物各环节多样性均有不同程度增
加，与未建设海洋牧场前比较，浮游植物多
样性指数平均增加 66.78%。此外，人工鱼
礁附着生物种类丰富，投礁区天然柳珊瑚
上附着大量乌贼卵。海洋牧场内，乌贼、石
斑鱼、条石鲷等产量均有回升。

山东省通过对人工鱼礁区及对照区的
鱼类资源调查表明,人工鱼礁区的鱼类种
类数比对照区增加了 1.8 倍；广东省采用
资源增殖评估方法和海洋牧场生态服务功
能评估模型计算，已建成的海洋牧场区每
亩每年直接经济效益达 7093 元、生态效益
达 3740元。

建设海洋牧场、增放人工鱼礁是我国
近年来改善海域生态环境，缓解捕捞强度
的方法之一。按照国际通行做法，海洋牧
场建设就是在开展人工鱼礁建设的基础
上，通过在礁区以及周边海域投放一定数
量趋礁性鱼类、贝类、藻类等海洋生物苗
种，营造出一个人工生态系统，以改善水域
生态环境、提升水域基础生产力水平，进而
增加建设水域内的渔业资源数量和渔业产
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渔业生产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全国已投入海
洋牧场建设资金超过 80 亿元，其中中央财
政投入近7亿元。全国建设人工鱼礁2000
多万立方米，礁区面积超过11万公顷。

另一项与建设海洋牧场、人工鱼礁相
得益彰的资源养护措施是增殖放流。“十二
五”期间，我国共投入增殖放流资金 49 亿
元，同比增长 133%，增殖放流各类水生生
物苗种 1583.5亿单位，同比增长 45%。

在大力做好“增量”工作的同时，渔业
部 门 也 在 抓 紧 做 好“ 减 量 ”文 章 。 据 了
解，我国于 2012 年和 2013 年分别以“农
业部通告”形式对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进
行了调整完善，延长了休渔时间、增加休
渔作业类型，进一步加强了对渔业资源
的保护力度。

赵兴武表示，休渔禁渔工作对保护海
洋生物种群资源，改善海洋生态环境起到
了很大作用。据监测，休渔后黄渤海的对
虾、梭子蟹、蓝点马鲛资源都有明显好转，
东海带鱼平均资源量比休渔制度实施前提
高了 4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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