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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种业平台暨海洋种业公司成立发布会”
日前在大连举行。獐子岛集团与青岛亚特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美国大西洋海角渔业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海
洋种业公司。

新成立的中国海洋种业平台暨海洋种业公司将依
托獐子岛集团的产业与资本优势，亚特兰的牡蛎育种
专有技术优势，大西洋海角的技术、资源和市场优势，
形成主营海洋种业研发、育种、苗种繁育、技术服务的
育繁推一体化种业平台。獐子岛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公司将由此深度步入海洋生物技术领域，全集团产
业战略将再次升级。

据介绍，该合资公司总投资额 7500 万元人民币，
獐子岛集团、亚特兰、大西洋海角三方分别占 58%、
30%和 12%股份。合资公司成立后，亚特兰和大西洋
海角将已拥有的及在研发的贝类育种关键技术及相关
研发、生产、推广能力全部注入合资公司，并保障协助
合资公司持续进行贝类育种技术的研发和生产。

美国大西洋海角渔业有限公司是一家自然资源公
司，致力于可持续采捕、养殖、加工贝类，是美国最大的
扇贝生产商之一，为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高质量的海
产品。

近年来，我国水产养殖业发展迅速，海产品作为优
质蛋白，已成为消费者餐桌上不可或缺的日常食品。
然而，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却面临着养殖生产效率低
下、产品同质化严重等诸多挑战，究其原因，主要是产
业链前端的良种覆盖率不足、种业企业发展滞后、科研
成果产业化程度低所导致。种子是农牧渔产业的基础
和根本，种子创利能力是农牧渔产业可持续竞争力的
标志。

面对这些课题，獐子岛集团与亚特兰、大西洋海角
携手积极探索，从 2009年起开始三倍体牡蛎的技术合
作，在育种技术研发与产业化推广上实现了率先突
破。在国际著名贝类遗传育种专家郭希明教授的支持
下，獐子岛作为在中国独家使用权合作单位，开始了牡
蛎技术从苗种、育成、养成、育肥、营销、品牌等全链条
的产业化开发、试验。经过多年试养，“獐子岛珍蚝”已
经成功在獐子岛海洋牧场实现规模化养殖，并成为獐
子岛集团主要战略品种之一。獐子岛海洋牧场拥有
1600 平方公里国家级一类清洁海域，以出品优质的海
珍产品在国内享有盛誉，并于 2015年通过世界权威的
MSC 可持续渔业认证。三倍体牡蛎产业从獐子岛诞
生、长海县发展之后，正在大连、烟台、威海、乳山等优
质生态区域形成率先布局发展的态势。种业平台和合
资公司的成立，为獐子岛向国内外牡蛎养殖业提供优
良品种打下基础。

獐子岛集团董事长吴厚刚表示，亚特兰、大西洋
海角的技术开发与獐子岛的产业化实践证明，多倍
体海洋生物技术的产业发展机遇和市场空间巨大。
海洋种业公司将遵循生态与市场法则，明年开始用 2
年的时间将率先把大连作为中国牡蛎产业第一区域
实施充分开发，再用 3—5 年时间完成全国优质生态
海域三倍体牡蛎产业布局，之后在全球范围内选择
适宜区域进行国际化开发，引领牡蛎产业步入科学
化快速发展之路。作为“产业平台”，獐子岛将与业
户、经销商、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中外科学家紧密合
作，强化对“技术”和“市场”两端的掌控，服务优质海
产品资源的持续产出。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即将启用的深圳蛇口
太子湾邮轮母港日前迎来了丽星邮轮“处女星”号的成
功停靠，蛇口招商局联合深圳市文体旅游局专门举办
邮轮母港首秀“开放日”活动。

坐落于深圳西部港区的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是华
南地区唯一集“海、陆、空、铁”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邮
轮母港，是深圳市、蛇口招商局重点打造的重点工程，
是深圳连通港澳、走向世界的“海上门户”，可停靠 22
万吨级世界最大邮轮。此次“处女星”号开放日活动是
邮轮母港启用的一项重要预热活动。

活动当天，蛇口边检按照分工对各区域实施清
场。在邮轮廊道、邮轮梯口、码头前沿等重点区域，对
上下邮轮的旅客、船员提供友好、专业、高效的边检服
务。开放日当天，蛇口边检站查验船员 2100 多人次，
检查上、下轮人员 1800 余人次，查验进入口岸限定区
域人员 360 人次，办理登轮证件 1122 份，临时口岸限
定区域通行证 15份。

丽 星 邮 轮 首 秀 蛇 口 太 子 湾 邮 轮 母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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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获批国家级海洋公园，这是青岛市继
2014 年西海岸国家级海洋公园获批后
第二处国家级海洋公园，也是全国最大
的半封闭海湾国家级海洋公园。至此
青岛市海洋特别保护区达到 6 处，总面
积达到 804.71 平方公里。

国家级海洋公园对青岛的海洋生态
保护意义何在？近日，记者来到这两个
国家级海洋公园进行了探访。

生态获恢复 旅游添招牌

“大鸟、大鸟！”青岛西海岸新区居民
刘玉不到 2 岁的女儿指着一群白鹭，边
拍着手边喊。这些日子，每天早上，带着
孩子到灵山湾风河入海口看白鹭，成了
刘玉的新活动。青岛西海岸国家级海洋
公园建立两年多，让青岛西海岸新区在
生态恢复、带动旅游等方面得到了“软”
发展。

“我记得以前过来的时候，也能看到
白鹭，不过一般三两只，现在多的时候能
看到十几只白鹭在附近活动,还有很多
叫不上名的鸟儿。”刘玉介绍说。

青岛西海岸国家级海洋公园建立于
2014 年 3 月，是青岛市第一处国家级
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横跨薛家
岛、唐岛湾、灵山湾、龙湾、斋堂岛、琅
琊台、最远至灵山岛西部海域，总面积
458.55 平方公里。

自海洋公园建成以后，青岛西海岸
新区对于用海的项目对海洋公园的影响
就有严格的科学论证、专家评审、严格报
批。新区还建立了海洋环境监测机制,
聘请黄海所、海洋一所等单位专业人员,
定期对金沙滩、银沙滩、唐岛湾、灵山湾、
龙湾、古镇口湾等重点旅游景区及港区
进行水质、底相生物及沉积物进行调查
检测,形成检测报告,及时掌握动态。

现在，无论唐岛湾、灵山湾还是龙
湾，青岛西海岸国家级海洋公园所辖区
域已变成鸟类的聚集地。

不仅在白天，晚上的海洋生态环境
也得到了有效保护。新区为强化日常管
护,建成了海域远程视频监控网络，投资
100 万元,在灵山湾、龙门顶、董家口等
区域建立了 12 处海域远程视频监控点,
进行 24小时监控。

“出海，还是不出海？”这是 9 月 1 日
开海前，青岛西海岸新区琅琊镇渔民杨
玉勇的烦恼，而这几天，他新的烦恼是

“咋不开海就出去，还等了几天”。
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因为去年的时

候，刚开海他出海一趟，鲅鱼、梭子蟹、对
虾等才打了六七千斤，费了一番力，也没
挣多少钱。今年开海出不出去，他考虑了
一段时间。后来他觉得这几年增殖放流
一直没间断，并且严格执行海洋伏季休渔
制度，渔业资源该是有产出的时候了。于
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推迟了几天才出
海。结果，第一船回来，鲅鱼、梭子蟹、对
虾等打了近两万斤，他又后悔出海晚了。

从 2014 年到 2016 年，青岛西海岸
新区积极开展以增殖放流和人工鱼礁为
主的生态修复建设，共投资约 3500 万
元，放流中国对虾、梭子蟹等苗种合计
1.5 亿单位。青岛西海岸新区还开展了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全面治理非法围填
海、盗挖海砂等现象。计划从 2016 年到
2018 年，对全区 282 公里岸线全面开展
修复整治行动。

不久前，来自山西省的李军带着家
人一行 6 人过来游玩：“除了来啤酒节看
看，更主要的是我们那里没海，让孩子过
来看看这里的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在
唐岛湾玩了，还会去灵山岛和斋堂岛等
地方。”

仅在今年 26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期
间，就有千万名游客和市民聚集新区，青
岛西海岸国家级海洋公园也成了新区的
一块新的旅游金字招牌。

“我们目前正在抓紧编制完成海洋
公园总体规划及各类专项规划，尽快推
进总体规划的报批程序，逐步启动专项
规划编制工作。”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
与渔业局国家级海洋公园业务负责人
王燕说，“还要继续扎实做好海洋公园
监测工作，实施日常监管，加强海洋公
园内开发利用活动监管”。

胶州湾湿地成了鸟儿乐园

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位于
胶州湾中北部，总面积 20011 公顷。其
中，海域面积 19971.77 公顷，陆域面积
39.23 公顷。海域面积约占胶州湾海域
面积 54%。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
园的主要保护对象是胶州湾保护控制
线内的湾北部湿地与大沽河口湿地，包
括其面积及环境质量。

记者沿着双积公路，一路向南，就到
了大沽河入海口，河流从北及南，河面逐
渐开阔。这里草翠水清，芦苇繁茂，分布
着大片的草滩，形成绿色连廊。空中白
色的水鸟掠过，秀丽风光让人流连忘
返。胶州海洋与渔业局海域环保站就
位于附近，站长高光告诉记者：“胶州
湾海洋湿地主要分布在城阳和胶州区
域 ，其 中 城 阳 占 到 30% ，胶 州 达 到
70%。近年来湿地鸟类越来越多，其中
不乏珍稀鸟类。”胶州海域湿地主要分
布在大沽河入海口周围以及桃园河附
近，还有一些在胶州湾沿岸。从调查
看，在胶州湿地周围生活的鸟类品种现
已达到了三四十种，包括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丹顶鹤和东方白鹳，还有
白琵鹭、大天鹅、白额雁等 10 多种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鸟类。

据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的专家介
绍，胶州湾海洋公园内包括浅海湿地、潮
间带湿地、潮上带湿地、河口湿地以及人
工湿地（养殖池、盐田）等多种湿地类型，
湿地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价值较高；
海洋公园海域营养条件良好、基础饵料
丰富，是多种经济鱼类、虾蟹类和头足类

重要的产卵、索饵和育幼场所。此外，胶
州湾海洋公园还是过境亚太地区太平洋
西岸迁徙候鸟中途停歇、补充能量的重
要“驿站”。

事实上，青岛市委、市政府早就开始
实施了对胶州湾的保护工作。2012 年
11 月 28 日青岛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划定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控制线，2014年9
月 1 日《青岛市胶州湾保护条例》正式施
行。成立了胶州湾保护委员会，遵循保护
优先、规划先行、海陆统筹、综合防治的工
作原则，全力做好污染防治、生态修复、岸
线整治、养殖设施清理、环湾绿道建设等
胶州湾保护各项工作。胶州湾水域面积
不减反增，水质状况持续向好，生物多样
性有效恢复,景观品质不断提升。

特别是在湿地的保护上，青岛已做
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在胶州少海湿地公
园，工作人员庄兴辉告诉记者，去年他们
专门组织专家对湿地原有地形地貌进行
了详细考察论证，在少海湿地周围区域
种植了大面积芦苇、蒲草、千屈菜、红蓼、

荷花等湿地植物。“这些水生植物不但能
调解局部小气候，还能吸附湿地土壤中
的重金属和农药，对鸟儿筑巢繁衍起到
了很大作用。”庄兴辉说，他们还在湿地
规划设置了 50 个人工鸟巢和众多食物
投放点，聘请专人每天巡逻，严防非法捕
鸟行为。“我们每年都在湿地景区内放养
鱼苗、虾苗，恢复改善食物网，就是为了
让鸟儿有个更好的栖息环境，能更长久
地留在这里”。

“青岛正加快建设国际先进的海洋
发展中心，其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管理
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位置，青岛胶州湾国
家级海洋公园的获批建立，将更有利于胶
州湾湿地的保护，并进行合理化规划。”曾
参与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申报工
作的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院任一平教授
在接受采访时介绍说。同时，他认为，做
好胶州湾相关区域功能设计，更好地发挥
这一宝贵的海湾资源优势，将其打造成为
最美海湾，能够提升青岛市海湾“颜值”，
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城市形象。

青岛胶州湾国家级海洋公园获批——

国家级海洋公园“颜值”越来越高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张海铎

中美企业联手

打造中国海洋种业平台
本报记者 苏大鹏

本报讯 记者沈慧报道：国家海洋
局日前印发 《关于批准建立大连仙浴湾
等 9 处国家级海洋公园的通知》，新增 9
个国家级海洋公园。至此，我国国家级
海洋公园增至 42个。

此次新增的 9 个国家级海洋公园分
别为：辽宁大连仙浴湾、大连星海湾，
山东烟台莱山、青岛胶州湾，福建平潭
综合实验区海坛湾，广东阳西月亮湾、
红海湾遮浪半岛，海南万宁老爷海、昌
江棋子湾国家级海洋公园。

《通知》 要求 ， 辽 宁 、 山 东 、 福

建 、 广 东 、 海 南 省 海 洋 与 渔 业 厅
（局） 要会同海洋公 园 所 在 地 政 府 尽
快 组 织 落 实 管 理 机 构 和 建 设 管 理 经
费，制定有关规章制度，加强对主要
保护对象的保护。其中，适度利用区
在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等生态型
资源利用活动的同时，应注重加强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

《通 知》 明 确 ， 各 海 洋 与 渔 业 厅
（局） 要按照所列的海洋公园面积和范
围，抓紧组织开展海洋公园的勘界和立
标工作，标明区界并向社会公告。海洋

公园的面积、范围和功能分区不得随意
调整和改变。

据悉，我国海洋保护区主要有海洋
自然保护区和海洋特别保护区，海洋公
园是海洋特别保护区中的一种类型。自
2011 年国家海洋局公布首批国家级海
洋公园以来，我国先后分 5 批批准建立
了 42个国家级海洋公园。

国家海洋局生态环境保护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在生态效益方面，国家级海
洋公园的建立丰富了海洋生态文明的内
涵，能有效保障区域滨海、海岛与海洋

生态系统的健康、安全，为海洋生物提
供栖息、繁育和觅食的场所，有效保护
和恢复区域生物多样性，构建完善的生
态网络。在社会效益方面，海洋公园是
科研、科普教育的理想基地，能促进海
洋文化的提升和传播；增强公民保护海
洋生态的社会公众意识，促进公众参
与、社区共管模式的形成；有助于构建
生态和谐的人居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
水平。同时，通过发展海洋休闲及生态
旅游等，还可以推动区域海洋经济多样
化发展。

我国新增9个国家级海洋公园
目前国家级海洋公园总数已达 42个

仔细盘点一下我国现有的 42 个国家

级海洋公园，有意思的发现很多。

首先是分布区域广，涵盖了辽宁、山

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 8

个主要沿海地区，其中山东海洋公园数

量最多，多达 11 个；辽宁、福建、广东的数

量紧随其后，辽宁 8 个、福建 7 个、广东 6

个。这些不断被刷新的创建数字，无不

折射出主要沿海地区重视海洋、积极保

护海洋环境的积极性和执行力。

再盘点一下，积极创建国家级海洋

公园的成果更令人欣喜。很多地方，在

创建海洋公园的过程中，海更蓝了、翩翩

飞舞的鸟儿更多了、鱼虾等海洋资源更

丰富了、曾经满目疮痍的珊瑚礁又活了

⋯⋯国家海洋公园的“颜值”越来越高

了。更让人振奋的是海洋公园的溢出效

应，首当其冲的就是良好生态对当地滨海

旅游业的拉动作用，国家级海洋公园已经

成为滨海旅游的一块新的金字招牌。同

时，海洋公园还推动了当地海洋经济、海

洋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海洋公园这个

大平台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

建设海洋公园，最先看到的成果是

环境。广西涠洲岛珊瑚礁国家级海洋公

园是第二批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是我

国珊瑚礁生长最为丰富集中的区域之

一。但是，上世纪末，随着珊瑚制品在市

场 上 的 走 俏 ，盗 采 珊 瑚 等 活 动 十 分 猖

獗。为了守护美丽的珊瑚礁，广西北海

市积极建设了涠洲岛珊瑚礁国家级海洋

公园。如今，被视为海洋生态环境最敏

感神经的珊瑚礁群在涠洲岛又多了起

来，曾经大面积减少的涠洲岛西北海域

活体珊瑚又都重新长了出来！

环境的“颜值”高了，直接受益的是

滨海旅游业。浙江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

是第二批国家级海洋公园。这些年洞头

积极推进多层次立体式的滨海旅游开

发，在海岛上发展红色旅游，积极发展精

品民宿和渔家乐乡村旅游，把旅游与渔

村观光、渔耕体验、渔家民宿等有机结合

起来。除了滨海旅游业，“脑洞大开”的

洞头还依托海洋公园带动了海洋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千疮百孔的老渔船经过

切割、打磨等处理变成了古色古香的创

意家具或工艺品。国家海洋公园这个平

台给洞头带来了金灿灿的经济效益。

更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海洋公园对城

市“颜值”的提升作用。日照是 2011 年公

布的第一批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拥有

168.5 公 里 的 海 岸 线 和 64 公 里 的 金 沙

滩。在很多沿海城市，海岸沿线的房产

项目鳞次栉比，但是在日照，海岸线 500

米以内全部让位于生态、旅游、服务，基

本 生 态 控 制 线 成 为 城 市 建 设 的“ 高 压

线”。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持，日照

赢得了“联合国人居城市”“中国最美十

大海滨城市”等殊荣，并全力向着原生态

海洋城市的新目标奔跑。

用好海洋公园这个大平台
心 蓝

蛇口太子湾邮轮母港是华南地区唯一集“海、陆、

空、铁”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邮轮母港。图为丽星邮轮

“处女星”号。 赖璜璇摄

▲ 青岛西海岸国家级海洋公园横跨薛家岛、唐岛湾等，最远至

灵山岛西部海域，总面积 458.55 平方公里。

▲ 唐岛湾被誉为“海上西湖”。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