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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临渤海，南靠黄海，绵延3000 多公里的海岸线和近
16 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孕育了山东向海图强的“深蓝
梦”。

海洋是引领山东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
山东深入推进新一轮海洋强省建设“十大行动”，努力做
好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辽阔的蔚蓝海域正焕发新的发展
活力。如今，依海而立、向海而兴的山东，扬帆满舵，未
来可期。

耕耘蔚蓝

向大海要发展

5 月 24 日上午，在距离海岸线10 余海里处的日照市岚
山海域，随着一声指令下达，生长于财金“海上粮仓壹
号”首座网箱的20 万尾三文鱼全面开收，标志着中国三文
鱼近海养殖取得成功。捕捞上来的三文鱼经过加工后通过
运输船快速运往陆地销售，24小时内就能走上市民餐桌。

依托高端养殖装备以及独特的海洋优势，打破了国外
对三文鱼市场的长期垄断，并且不断延伸三文鱼产业链
条——— 这是山东推动海洋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近年
来，山东海洋产业体系持续完善，呈现出进中提质的良好
态势。 2023 年，全省 15 个海洋产业实现增加值 7620 . 4 亿
元，同比增长7 . 9% ，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其中，海洋渔
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化工
业、海洋电力业等6个海洋产业增加值位居全国第一。

在2024 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山东主场宣传
活动的举办地潍坊，正以奋进之姿竞逐海洋产业“主赛
道”。目前，该市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国际海洋动力装备博
览会，吸引了包括世界500 强、国内500 强和国家级科研院
所在内的数百家企业院所参展参会。潍坊与知名企业联
合，共建产业园区、推进重点项目，打响了潍坊海洋动力
装备品牌，为传统产业提档升级、新兴产业突破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电从海上来，风起绿电生。从潍坊昌邑市北部向海出
发，碧波深处，昌邑海洋牧场与三峡300兆瓦海上风电融合
试验示范项目正在平稳运行。一座座风机矗立于海天之
间，随着叶片徐徐转动，丝丝海风转化为“绿电”，点亮
了山东的万家灯火。

“这是山东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试验示范项
目，规划容量300 兆瓦，年发电量约9 . 4 亿千瓦时，节约标
准煤约29 万吨。”项目开发方三峡新能源山东昌邑发电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他们根据当地的水文特点，定制了产卵
礁、集鱼礁等，建设适合鱼类生长、繁殖的海洋牧场，今
后还将继续推进海上光伏建设，把项目打造成“海上风电+
海洋牧场+海上光伏”三位一体的新样板。

海上风电、海上光伏等新兴产业为山东“蓝色经济”
注入了新动能。 2023 年，山东海洋产业向新而行，全省海
洋电力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业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共实现增加值513 . 3 亿元，同比增
长9 . 3%，占全省主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6 . 7%。其中，海洋
电力业尤为突出，增长速度达到21 . 6%。同时，全省海洋旅
游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化工业增加值均超过千亿
元，共实现增加值4943 . 1 亿元，同比增长9 . 9% ，占全省主

要海洋产业增加值的64 . 9%，海洋支柱产业示范引领作用明
显加强。

一直以来，山东的海洋强省梦，清晰且坚定。围绕海
洋经济、港口发展、项目建设、产业提升等，山东制定系
列规划方案，《山东省世界级港口群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3— 2025 年）》《山东省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发展
规划（2023— 2027 年）》《山东省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3 — 2 0 2 5
年）》《山东省海洋数字经济培育行动方案（2023— 2025
年）》等接续出台，引领海洋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搭建起众多高能级合作平台，为逐梦
深蓝持续赋能。 2023 年，部省市共建全国唯一“海洋十
年”国际合作中心在青岛落地，亚洲唯一由我国机构牵头
组建的“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启动，部省共建
中国海洋国际人才港签约落地；成功举办2023 东亚海洋合
作平台青岛论坛、东亚海洋博览会、东北亚海洋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大会、山东—非洲海洋合作发展对话会等涉海
重大国际活动；成立“山东省海洋国际标准创新中心”
“海洋负排放国际标准研究中心”……合作共赢的不断深
化，为山东海洋强省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

把海洋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山东交出了一份
份高分答卷。 2023 年，山东省海洋生产总值突破1 . 7 万亿
元，稳居全国第二位，比上年增长6 . 2% ，占全国海洋生产
总值的17 . 2% ，对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8 . 8%。其
中，海洋第一产业增加值 992 . 9 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
7362 . 9 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8662 . 6 亿元，分别占海洋生产
总值的5 . 8%、 43 . 3%和50 . 9%。

“全省海洋领域宏观政策持续显效，资源供给能力保
障稳定，呈现出了发展动能充沛、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科
技创新能力提升、高水平对外合作加强等运行特点，长期
向好发展的基本面趋稳变强。”山东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
员，省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一级巡视员张建东表示。

开放创新

世界级港口群加速崛起

仲夏时节，登上日照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目光所
及，远程控制岸桥精准抓放，自动化轨道吊与无人集卡穿
梭……这里是全球首个顺岸开放式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现场井然有序地繁忙运转，却几乎看不到工作人员的身
影。自2021 年 10 月 9 日建成启用以来，日照港全自动化集
装箱码头创下了一系列纪录：单机平均效率提升50% ，单
机效率最高达到每小时 58 自然箱，码头综合成本降低
70%。

作为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港口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
撑。而在2019 年以前，尽管山东拥有青岛、烟台、日照、
威海、潍坊、东营、滨州7个沿海港口，但与世界一流港口
相比，仍存在分散化无序发展、低效化重复建设、同质化
自相竞争等问题。 2019 年8月6日，山东省港口集团在青岛
挂牌成立，各港口特色化、差异化、规模化发展方向得到
明确，目前已形成“以青岛港为龙头，日照港、烟台港为
两翼，渤海湾港为延展”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港口既是开放门户，也是国内循环的关键节点。山东
放大自身承接南北、贯通东西、连接陆海的战略“棋眼”
作用，发挥沿黄最经济便捷的“出海口”功能，有力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经过近5年的发展，山东港口海向
增航线、扩舱容、拓中转，航线总数超过340条，陆向开班
列、建陆港、拓货源，布局建设50 个内陆港，开通100 条
海铁联运班列，海铁联运箱量连续保持全国沿海港口第
一，吞吐量增幅连年超过全国沿海港口平均水平。近年
来，通过加快建设世界级港口群、发挥上合示范区平台优
势、推进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织密中欧班列线路等方
式，山东加速构建沿黄陆海大通道，推动形成陆海统筹、
内外联动、东西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2023 年，山东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132 万标准箱，
较成立时增长40 . 9%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作业效率10 次刷
新世界纪录……港口效能提升的背后，“硬核”的科技实
力发挥了关键作用。攻坚“卡脖子”技术，山东港口投产
运营全国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码头，自主研发全自动
化码头智能管控系统A-TOS，破解大型机械防风世界性难
题，研发商品车智能转运装备、滚装系统及智慧绿色管控
系统等，48 项国家、行业、团体标准从无到有，智慧港口
建设有标可依，实现自动化码头领域从“跟跑欧美”到
“领跑世界”的颠覆性转变。

从港口一隅放眼海洋发展全景，山东坚持推进高水平
海洋科技自立自强，努力把科技优势转化为经略海洋的山
东实践。近3年海洋科技资金投入达到36 . 5 亿元，约有50
家“国字号”海洋科研机构集聚山东，崂山实验室正式挂
牌组建，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运行顺利，青岛明月
海藻集团和黄海水产研究所牵头的2 家全国重点实验室获
批，建有25 家省重点实验室、 23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和4
家省级创新创业共同体。

“真金白银”的投入换来重磅海洋科技创新成果竞相
涌现。“十三五”以来，山东省共有16 项海洋成果获国家
科技奖，占全国海洋领域获奖数量的42 . 1%。在海洋监测、
海工装备、海洋新药创制、海洋生态保护等领域产出一大
批代表性成果。目前海洋领域有 12 位专家教授获省科技
奖，占获奖总数的 36%。笪良龙、包振民相继获 2021 、
2022 年度省科学技术最高奖。近年来，山东在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专项中，牵头主持项目 22
项，占全国42 . 3% ，经费6 . 78 亿元，项目数与项目经费均
居全国第一，海洋领域科技领先优势不断巩固。

系统保护

绘就人海和谐画卷

“来咱们村的游客都会喜欢上这儿的环境，有的游客
住了三四天，还不想走。”烟台长岛南长山街道孙家村村
民孙晓惠说，立夏以来，村里的民宿房间基本天天客满，
村民们的“生态饭”越吃越香。

很难想象，这个面朝大海、风景秀美的小渔村在几年
前还是另一番景象。当时村里的支柱产业是海参育苗，养
殖废水直排大海，近岸的海藻、贝类、鱼类几近消失，即
使有来旅游的游客，也是掩面而走。 2018 年以来，长岛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狠抓生态保护修复，孙家村积极响应号
召，拆掉了 13 万平方米的海参育保苗大棚，修复裸露山
体，在附近海域“栽种”各种藻类5000 余亩，生态环境得
到大大改善。“现在的环境好了，我们发展旅游，收入有
了保障，心情也更加美丽。”孙晓惠说。

只有在保护海洋环境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海洋经济可
持续发展。山东推进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协同推进近
岸海域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岸滩环境整治。目标是
到2027 年，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
务，美丽海湾建成率达到40% 左右；到2035 年，美丽海湾
基本建成。

作为山东省唯一的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和全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如今的长岛，
林木绿化率超过60% ，近岸海域一类海水100% ，鸟类数量
由333种增加到377种，完成10个有居民岛破损山体100%修
复，大黑山岛成为全国首个负碳超过2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负碳海岛”……水清、岸绿、滩净、湾美的海洋生态
初步成形。

海纳百川，陆源污染也随江河入海，因此，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必须坚持陆海“一盘棋”。位于潍坊市滨海经济
技术开发区的潍坊渤发水处理有限公司，承担着工业污水
和城市生活污水的净化治理任务，出水经由崔家河入海，
其处理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渤海水质好坏。近年来，该公
司实施提标扩容工程，新建 1 万立方米/天化工水处理系
统，同时将原有化工+非化工系统提标改建为1万立方米/天
非化工水处理系统。扩容后的出水水质主要指标达到准四
类，其他指标稳定达到一级A标准，降低了入河污染物浓

度，进一步改善了海洋环境。
潍坊渤发水处理有限公司的污水净化治理经验是山东

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
境的一个缩影。山东省推进精准治污、科学治污和依法治
污，深入打好重点海域综合治理攻坚战。加强入海排污口
整治，持续开展入海河流水质改善行动。加强船舶港口、
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强化海洋工程和海洋倾废活动环境监
管。实施海湾、河口、岸滩等区域塑料垃圾专项清理，打造
出更多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临海亲海空间。

通过治管并重，激励和约束并举，山东逐步构建起海
洋生态治理的长效机制。针对不同海湾环境资源状况，山
东实行“一湾一策”，因湾施策，增强实效性。对环境污
染问题突出的海湾，坚持污染减排和生态扩容并重，推进
水体和岸滩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对生态退化或受损问题
突出的海湾，全面改善海湾生态系统稳定性，提升生态服
务功能；对难以满足公众亲海需求的海湾，提升生态环境
品质。同时，制定山东省海洋环境质量生态补偿办法，将
海洋环境质量纳入生态补偿范围，按照“污染者付费、保
护者得到补偿”的原则，把海洋环境治理成效与经济利益
挂钩，建设人海和谐的美丽家园。

综合施策之下，山东海洋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2023 年
全省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5 . 6% ，同比提升10 . 2 个百
分点，刷新监测纪录。浒苔绿潮灾害防控处置成效显著，
全年岸滩清理浒苔 1 . 63 万吨，较上年 23 . 5 万吨减少约
93%，青岛市同比减少86%。省政府对全省浒苔绿潮前置打
捞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进行了通报表扬。互花米草综
合防治走深走实，设立山东省互花米草防治攻坚专项小
组，印发新一轮三年行动方案，将治理成效纳入全省林长
制考核和沿海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互花米草清除
率超过85%。在东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互花米草防治工作
现场会上，山东省作了典型发言。美丽海湾建设扎实推
进，累计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4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一。随
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优良的生态环境
正成为山东的亮丽底色，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海上
绿水青山”在山东蔚蓝海洋徐徐展开。

眼下，新一轮海洋强省建设的号角已经吹响。张建东
表示，山东将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上求突破，在打造
世界级海洋港口群上求突破，在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上
求突破，为海洋强国建设作出更多山东贡献。

风吹白浪卷轻烟，海水辽阔任征帆。浩翰海洋蕴藏着
无限机遇，这片覆盖地球70% 以上的蓝色汪洋，是大自然
馈赠给人类最为珍贵的宝库，更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
根基所在。值此世界海洋日，让我们守护蓝色家园，扬帆
向海，逐梦前行。

①威海成山头航拍
②6月7日，2024年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山东

主场活动在潍坊举行
③在荣成市桑沟湾国家级海洋牧场，游客们采摘海

贝、海上垂钓，尽情体验耕海牧渔的乐趣
④海岸带整治修复——— 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

九丈崖—月牙湾海岸
⑤向海耕耘示范项目——— 山东财金“海上粮仓壹号”

系列网箱
⑥山东港口日照港
⑦潍坊滨海欢乐海沙滩

保保护护海海洋洋生生态态系系统统  人人与与自自然然和和谐谐共共生生

山东：扬帆向海 逐梦前行

①①

②②

③③

⑤⑤ ⑥⑥

⑦⑦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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