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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崔维程 报道
  本报威海讯 眼下，在山东好当家海洋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的国家级山东荣成刺参良种场
里，最新培育研发且获批国家审定的刺参新品
种——— “鲁海一号”刺参长势正旺，不久便可
投放至养殖区进行自然成长。“鲁海一号”的
问世实属不易，好当家联合山东省海洋生物研
究院专家团队，耗时15年才选育成功，有生长
快、成活率高等显著优势。
  海洋种业是海洋渔业的核心产业，也是保
障国家“蓝色粮仓”的关键。但选育出一个良
种，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为
此，威海构建以产业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基
地为依托、科技为支撑、产学研相结合、育繁

推一体化的现代化海洋种业体系，在全国地级
市中率先制订实施海洋种业中长期发展规划。
目前，威海已拥有省级以上水产原良种场25
处，其中国家级7处，涵盖刺参、海带、皱纹
盘鲍、栉孔扇贝、大菱鲆等19个品种，实现了
北方主要养殖品种的全覆盖。
　　做强海洋之“芯”，科技创新是关键。威
海与国内高校院所共建了“国家海产贝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威海海洋生物产业技术研究
院”等4处海洋种业高端创新平台；发起成立
了现代海水养殖、海参、海藻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引进了中国海洋大学等科研院所20余
个遗传育种专家团队，先后培育出“爱伦湾”
海带等14个国审名优新品种。“由于攻克海
带、对虾、扇贝、鲆鲽鱼类、海参、鲍鱼等人

工繁育技术，威海已成为众多海洋经济动物繁
育及养殖技术原发地。”威海市海洋发展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威海还联合攻克了海
马、圆斑星鲽、绿鳍马面鲀等苗种繁育技术，
并实现规模化生产，“目前，全国近70%的大
菱鲆种苗、90%的鲆蝶鱼卵、70%的膨腹海马
苗种以及全省85.7%的海带苗、50%的鲍鱼苗等
优质苗种均育自威海。”
  为夯实种业基础，威海出台《威海市水产
联合育种基地项目建设标准》，从建设类型、
建设规模、场区规划、设备应用、场区美化等
方面对基地建设提出新的标准要求。2017年以
来，威海先后实施了70余个海洋种业基地建设
项目，新建、扩建、改建100多万平方米标准
化苗种生产车间，全市水产育苗水体达240万

平方米。今年，威海继续投入3500万元财政资
金支持好当家、长青、西霞口、银泽等4家省
级水产种业领军企业，提升海参、海带、扇
贝、海马等良种创制、良种繁育、精深加工、
质量控制等能力。
  2023年，威海获评“中国海洋种业之都”，优
质苗种产能达到600亿单位，海洋种业产值达到
30亿元，产值规模居全省首位。《2024年威海市
大抓经济20条》提出深入实施海洋产业创新突
破工程，推动重点种业企业与高校院所合作开
展水产良种繁育技术联合攻关，加快刺参、牡蛎
等优势品种的培育推广，深化白海参、黑鳕鱼等
新品种、新品系的引进选育，提速5个现代化种
业园区建设，集中实施11个海洋种业提升项目，
力争全市苗种产能突破700亿单位。

  □记 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 亚 
       郭彦成 报道
  本报威海讯 “给颈部血管
做了彩超，没花一分钱，是用我
的10个信用积分兑换的。”日
前，在文登区米山镇卫生院的门
诊大厅，耩北头村村民徐霞告诉
记者，这是她今年第三次用信用
积分来兑换医疗服务了。
  今年，文登区为促进美德信
用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群
众，缓解村民“候诊时间长、看
病时间短、缴费金额贵”的难
点、痛点问题，在米山镇、宋村
镇、高村镇、葛家镇、界石镇等
5个镇探索推行“信用+医疗”惠
民措施，以信用积分兑换健康诊
疗项目，既可以让基层医疗资源
更好地服务有需要的人，也让居
民们有更大的积极性参与到村
（社区）的事务中来。
  在米山镇卫生院，门口张贴
的信用积分兑换一览表显示：3
个积分兑换门市价格17元的血常
规检查，村级负担6元；12积分
兑换门市价格250元的中枢神经
特异蛋白测定，村级负担2 4
元……眼下，在该镇卫生院可用
积分兑换的健康诊疗项目已达16
个，信用等级为三星级及以上等
级的村民在门诊和手术治疗费用
上还享有最高减免70%的折扣优
惠。截至5月底，在5个试点镇，
累计参与信用积分兑换诊疗服务
的村民共计2万余人，覆盖率近
60%，参与兑换人次达到10万人
以上，实现了“小病、慢病、常
见病”诊疗留在基层的目标。
“以前乡镇医院的利用率低，而
开展‘信用+医疗’服务后，不
但居民可以花信用分看病享实
惠，还缓解了基层医疗资源闲置
问题。”米山镇卫生院院长殷
刚说。
  “信用+医疗”是文登区积
极探索创新“信用+”应用场景
的缩影。目前，文登区已制定出台8批信用标准化
惠民措施清单，征集并发布信用惠民措施187条，
涉及医疗、购物、贷款等12个领域，通过“小积
分”助推“大诚信”，擦亮“诚信文登”名片。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杨 慧 张树霞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舞蹈室内，韩乐坊社区艺术团合
唱队的成员们正在排练；乐享书房里，孩子们正安
静地阅读喜欢的书籍；莎莎工作室里，社区工作人
员正在与居民交流……威海经开区皇冠街道韩乐坊
社区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文化活动，拉近
了社区居民间的距离。
  韩乐坊社区链接辖区丰富资源，打造文化共享
阵地，是经开区破题探索文化社区建设的缩影。近
年来，经开区聚焦城市社区基本单元，针对多民
族、多国家、多元文化群体需求，充分发挥文化
凝聚人心、增进认同、促进和谐、助力发展的积
极作用，持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全面培育
新时代文明新风尚，建设“知文达礼”特色文化
社区。
  截至目前，经开区累计投入800余万元，对全
区44个城市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进行优化升级，
共规划建设382个室内文化活动室，因地制宜引进
社会组织、开办社区食堂，设立由社区志愿者发起
的“小剪大爱”便民理发、“百姓厨神”厨艺培
训、“针诚相缝”服装织补等工作室，同时链接社
区周边美术馆、城市书房、口袋公园等文化惠民设
施，构建“15分钟便民文化生活圈”，为群众提供
“家门口”的文化生活服务。
  同时，经开区将文化基因植入城市建设，打造
了以邻里文化为主题的“长峰·邻里”长峰街、
“蒿泊·花园里”蒿泊大街和以“忆往昔”铁路文
化为主题的铁路东街等一批精致街巷。街区满目皆
风景、处处有文化，推动实现文化润心、文明
成风。
  皇冠街道万象城社区有汉族、朝鲜族、满族等
10个民族以及近300名来自韩国、英国、菲律宾等
国家的外籍居民，是一个民族成分多元、身份结
构多元、文化背景和需求多元、生活方式多元的
国际化社区。社区打造了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
圆心的15分钟社区文化生活圈，探索出“以文惠
民、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以文促和”工作思
路，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在翻译志愿
者的帮助下，吸引外籍居民走出小家、融入
大家。
  在经开区，像万象城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这
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化服务综合体共有446
个。“坚持全域‘融合’、品牌‘融入’、资源
‘融汇’、治理‘融洽’的工作思路，全区基本
实现文化阵地随时可达、文化活动随处参与的良
好格局，市民文明素养不断提升，社区文明新风
尚成为主流。”经开区党政办公室副主任徐丽丽
介绍说。

  □记 者 郑 莉
   通讯员 阮 艳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威海临港区汪疃镇机关党
支部组织开展“中国梦·新气象·新作为”百姓宣
讲比赛。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20组参赛选手紧紧围绕主
题主线，通过理论类、故事类两种形式，讲述全镇
各领域各行业牢记嘱托、担当使命、自立自强、攻
坚克难，不断办好暖民心、解民忧、惠民生实事好
事的暖心故事；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在新时代新征
程上奋斗拼搏，以昂扬斗志、奋进姿态干事创
业、成就精彩人生的幸福故事。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 超

  海洋是威海最鲜明的特色，经略海洋向海
图强、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新高地，是威海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之一。威海市政协
聚焦海洋产业发展，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反映
社情民意，一个个“金点子”掀起助力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大浪潮”。

海水养殖贯通南北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逐渐衰退和远洋捕
捞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养殖业发展更加受到重
视，其产值已占海洋渔业总产值的65%以上。
  威海市政协委员、荣成裕源祥水产有限公

司总经理于华平通过多年研究提出：“南鱼北
繁”“北鱼南养”可以有效提升海产品成活
率、缩短养殖周期。这一建议通过反映社情民
意信息“绿色通道”报送省政协并被采用后，
各级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积极办理，从技术
指导、商业洽谈、项目申报等环节入手，加大
落实力度。随着威海“南鱼北繁”“北鱼南
养”跨区域合作新模式的全面展开，一条贯
通南北海水养殖的产业链条逐步形成。2023
年，威海通过养殖新模式培育珍珠斑、老鼠
斑、金虎斑等石斑鱼苗种1000余万尾，增加
产值3600余万元；“北鲍南养、南北接力”的
养殖模式也在威海持续发力，鲍鱼养殖周期从
3年缩短至一年半，年产成品鲍3.3万吨，产值
40亿元。

海洋牧场达170万亩

  近几年，威海海洋牧场发展迅猛。海洋牧
场不仅是人工渔场，还兼具海上垂钓、休闲娱
乐、科学研究等功能，存在一定的监管盲区和

安全隐患，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下一步的发
展前景不甚明朗。
  威海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威海市委会副主
委、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杨芳提出了三条
建议：研究出台海洋牧场平台检验发证、旅客
运输等标准、规范，切实解决海洋牧场发展无
法可依、无标准可依的问题；聚焦渔业种质创
新、疫病防控、设施设备和深海鱼大规格苗种
培育等关键问题，开展科技成果创新及推广应
用；探索多元化建设方式，创建一批“海洋牧
场+休闲渔业”“海洋牧场+海上风电”等特
色海洋牧场，加快发展集生产、观光、垂钓、
餐饮、娱乐、文化、科普等于一体的现代渔业
综合体，充分释放海洋牧场的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
  威海市政协委员们关注海洋经济发展，纷
纷建言献策，为高水平建设、高质量发展海洋
牧场提供了决策参考。目前，威海海洋牧场面
积已发展到170万亩，创建省级以上海洋牧场
示范区33个，其中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16
个，辐射带动海产品产量、质量实现双提升，

成为威海蓝色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蓝碳经济动能澎湃

  威海市政协智库专家、市海洋发展局副局
长王吉明提出，威海发展蓝碳经济的条件得天
独厚，建议抓好标准制定，加快建立海洋渔业碳
汇调查、计量和评估技术规范，尽快形成科学规
范的渔业碳汇标准体系，开展“蓝色海湾”“南红
北柳”“生态岛礁”等修复整治工程，建设海岸

“蓝碳森林”，持续扩大渔业碳汇量。
  带着政协智库专家的对策建议，一篇《建
议以深化海洋碳汇研究提升我市海洋生态建设
水平》的社情民意信息引发了一场场海洋碳汇
领域的“好戏”：蓝碳国际论坛、世界海洋大
会、海洋生态经济国际论坛、海洋负排放支撑
碳中和国际研讨会等高层次会议先后举办，桑
沟湾贝藻碳汇实验室、海洋生物碳汇研发基地
等科研平台相继建成，全省首笔碳普惠海洋碳
汇交易落地……蓝碳经济发展动能在威海近千
公里海岸线上得到强劲释放。

威海深入实施海洋产业创新突破工程，今年力争苗种产能突破700亿单位

为“蓝色粮仓”培育种苗

  □ 本报记者 郑 莉

  仲夏时节，漫步威海市环翠区羊亭河畔，清
风徐徐，碧水微波荡漾，水面上鹭鸟迎着朝阳翩
跹起舞。家住附近的环翠区市民孙同国总爱来
这里散步健身：“这几年，羊亭河变化太大了，臭
味没了，河水变得清澈见底，河内鱼虾成群，河
岸绿树成荫，以前看不到的水鸟也成了常客。”
说起河流治理取得的成效，他赞不绝口。
  羊亭河之变离不开河长刘海昌的用心巡
护。刘海昌是羊亭镇羊亭村村委会主任、党员。
环翠区推行“河湖湾长制”后，他成为村级河长，
分管羊亭河2.2公里长的羊亭村段。多年来，一
次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巡河几乎成了家常便饭。

  “水质怎么样、岸上有没有垃圾、有没有人
乱排乱扔，方方面面都要检查到。一旦发现问
题，拍照上传，及时解决。”手拿捞竿、垃圾袋，打
开“山东河长制”手机App，这是刘海昌每次巡
河的固定动作。除了及时清理岸边和水中漂浮
的垃圾，当他发现河道内水草茂盛，易因天气变
热出现水草腐烂影响水质的情况时，还及时拍
照记录向上级河长汇报。看着上级河长派来船
只把水草清理干净，他才放心离开。
  刘海昌坦言，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河长制
工作搭建起了“河湖湾联动”智慧监管体系，通
过技防加人防的协同配合，河长有了“千里眼”
和“顺风耳”，实现了运筹帷幄。
  在环翠区，像刘海昌一样的村级河湖湾长

共有130名，他们既是河湖湾警长、保安，又是河
湖湾保姆、医生，承包辖区大小河湖湾，构建纵
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护网格，实现了对区域内
河湖湾的“无缝覆盖”。
  最近，河湖附近的村民们发现，巡河队伍里
又多了一名新“河长”——— 无人机。远景、近景、
特写……一张张图片、一段段视频，真实、全面
地记录了河道的情况。仅用了半个多小时，巡
河人员就完成了羊亭河河道及两岸的巡查工
作。“借助无人机开展巡河工作高效又便捷，不
仅能缩短巡查时间，而且以前徒步到不了的河
段也能巡查到了，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精细的
角度，河道河流情况一目了然。”环翠区生态文
明建设协调中心业务科科长丛志说。

  环翠区生态文明建设协调中心办公室主任
郭培武介绍，为了让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
每一个海湾都有人守护，环翠区建立周提醒、月
度通报、年度考核的机制，对各级河湖长巡河过
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分办、督导各镇街处
理。同时，环翠区生态文明建设协调中心以“河
清海晏”党建品牌为引领，组建了志愿服务队，
通过四不两直、无人机等方式对辖区河湖湾进
行巡查，对于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形成闭环
管理。
  涓涓流水，一路向前。随着河湖湾长制的
深入实施，环翠区有5条河成功创建成了省级美
丽幸福示范河湖，河湖湾生态环境进一步提升，
打造了城水共生、人水和谐的良好格局。

智慧巡护碧水清流

金点子掀起“大浪潮”
——— 威海市政协助力海洋经济发展纪实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姜俏俏 报道
  本报乳山讯 眼下，在乳山的山东豪迈重
型装备有限公司一期项目生产车间，两个用于
海上采油平台的撬块已完工大半。为了能在六
月底将这两个“巨无霸”海运发往巴西，施工人
员正加班加点赶工。
  在乳山全力打造百亿级海上风电装备产业
集群之际，高端装备制造的龙头企业豪迈集团
于2022年在乳山布局，并在乳山创下了当年签
约、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的纪录。豪迈重型装备
一期项目自投产以来，一直都是满负荷的生产
状态。“截至目前，我们已手握7亿多元的订单，
生产任务排到了明年的二季度。”山东豪迈重型
装备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祉绪介绍，海工装备
市场日益火爆，“不缺订单，缺时间和场地。”
  一期忙着生产赶订单，二期忙着建设抢进
度。为扩大产能，满足订单需求，豪迈重型装备

二期项目还没有全部建好，部分车间就已经投
入使用。赵祉绪说：“二期项目预计到9月底全
部建设完成，三期项目规划也已提上日程。”整
个项目建成后，可与一期项目实现有效衔接，进
一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规模效益，预计年产值
可达40亿元。
  目前，乳山已成为省内在建项目最多、投资
规模最大、建设速度最快、产业链条最全的海上
风电装备制造产业基地，明阳智能、远景能源、
中车同力、海力科技、克莱特菲尔等装备制造项

目一期均已投产。为了赶进度、抢效益，边生产
边建设也成了各家企业的常态。
  项目建设加速跑、企业生产拉满弓，其背后
是乳山大抓经济的决心。
  今年，乳山以“大抓经济 大抓基层 大抓
落实”作为全年工作的主线，并确定了“一切盯
着项目看，一切扭着项目干，一切围着项目转”
的主基调，聚焦聚力项目建设，积极当好“店小
二”，提供全方位、全流程服务，全力解决土地、
资金、人才等制约要素。今年1至4月，乳山固定

资产投资增长5.6%、完成50.4亿元，其中，160个省
市县三级重点项目已开工146个。
  乳山还将2024年定为“高质量发展攻坚
年”，在抓实产业升级、提速新型工业化进程上
攻坚突破，培大育强特色产业和领军企业，全面
夯实科技创新、政策金融、服务保障等要素支
撑，加快塑成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今年以来，乳
山经济稳步回升、持续向好，1至4月，规上工业
增加值、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外资外贸量等多
项指标位居威海市前列。

乳山大抓项目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项目建设加速跑 企业生产拉满弓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李信君 报道
  本报荣成讯 端午节期间，在荣成市俚岛镇大庄许家村的
暖心食堂，村里的几十名老人吃上了甜蜜的粽子(右图)。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一餐热饭”不仅是基本的生活需求，
还是安全感、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近年来，荣成市把解决农村孤
寡、独居、空巢老年人的“一餐热饭”问题，作为发展养老服务的
首要任务，结合信用体系建设和农村志愿队伍发展，创新“信用
管理+志愿服务+暖心食堂”模式，免费为80周岁及以上农村老人
每天提供至少一餐热饭，并发动广大农村妇女成立“巧厨娘”志
愿团队，免费为老人们提供做饭和居家服务。
  考虑到各村的集体经济状况、老年人口数量等各不相同，荣
成市在暖心食堂建设上根据各村的村情“一村一策”分类提供精
准扶持，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运营模式。大多数村庄采取村级互
助模式，由村集体提供场地、负责运营，引导村内志愿者、爱心人
士为本村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运营费用由村集体经济进行保
障；部分村庄采用集中配餐模式，由村集体提供场地和就餐用
具，采取市场化模式，引入配餐企业、养老机构等提供送餐、配餐
服务；而在一些老人人数较多且不便于集中就餐的村庄，则采用
暖心饭盒模式，由村集体主办，通过市场化运营或自建厨房配送
上门。目前，全市22个镇（街道）共建设暖心食堂514家，覆盖全
市66%的村（社区），每天服务1.2万名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

“一餐热饭”托起幸福晚年

经开区建设“知文达礼”

特色文化社区

“中国梦·新气象·新作为”

百姓宣讲比赛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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