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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2日，2022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论坛开幕。在“一主、七分、一赛、一展”10个板块
活动中，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位嘉宾，围绕“携手‘海洋十年’，合作共赢未来”这一
主题，共话前沿海洋课题、交流涉海先进技术、探讨产业发展方向。

　　□本报记者 李涛
　　
  “国际海藻与健康产业论坛吸引
了很多国内外藻类学专家学者和企业
家们的积极参与，大家围绕海洋与健
康两大主题，共同探讨全球海藻活性
物质领域及海藻生物制品的发展趋
势，这对我国海藻健康产业发展有着
非常大的促进作用。”山东海洋产业协
会会长、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国防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明月海藻集团专注海藻活性物
质的提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也构建了很多国家
级的科研平台，比如海藻活性物质重
点实验室。“平台搭建好以后，我们吸
引了很多业内的专家，带着科研成果
来企业开展应用研发，使科技成果及
时地转化落地，进一步促进了海藻健
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张国防说。

　　几十年来，明月海藻集团从基础
的海藻酸盐传统产业，到转型延伸出
海洋化妆品、海洋功能食品、海洋生物
医用材料、海洋生物肥料等新兴产业，
有效带动了上下游关联产业的集群发
展。谈起未来，张国防表示：“我们将
围绕打造千亿级的海藻健康产业链总
目标，实施更多更深层次的改革创新
和转型升级，为我国海藻领域从中国
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贡献力量。”

山东海洋产业协会会长、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防———

深入实施转型升级，壮大海藻健康产业

　　□本报记者 李涛
　　
  “‘海洋负排放（ONCE）’大科
学计划作为联合国‘海洋十年’计划
框架下的重要海洋倡议，与其他多
项可持续发展计划相互协同，将加
速海洋相关领域科学发展，加强人
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的
能力。”6月22日下午，联合国“海洋

十年”“海洋负排放（ONCE）”大科
学计划牵头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教授焦念志接受记者采访
时 ，详 细 介 绍 了“ 海 洋 负 排 放

（ONCE）”大科学计划。
　　焦念志通过“一二三四五”的方
式概括了该计划的主要内容：一个根
本目的，即打造中国海洋科技战略联

盟；服务两个需求，即中国“双碳”目
标的贯彻落实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
际共识；三个目标，即要有原创理论
的重大突破，要有重大技术的创新突
破，要打造原先没有的、新的地区工
程范式；此外，还有“国外的科学家要
跟踪、要应用、要研究”等四个标志与

“创新性研究”“平台建设”等五项
内容。

  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负排放（ONCE）”大科学计划牵头专家、中国科学院院
士、厦门大学近海海洋环境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焦念志———

聚焦“海洋负排放”，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本报记者 李涛
　　
  “文化与旅游，在激活之前，就像
一捆潮湿的薪柴。只有用耐心的火
炬，才能引燃，一旦引燃，便会小火成大
火，大火成烈火，烈火向天烧，从而融化
所有的坚冰，引燃一个百花盛开的春
天。而这个引燃的火炬，就是文学。”国
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

长、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春雷说。
　　“海洋文化和海洋旅游是极为丰
富的矿藏，里面包含了很多内容，其
实这些内容都是固有存在的，但是在
一定程度上，我感觉也是沉睡的，它
们需要被进一步激活。这种激活需
要多种手段，文学是其中一种比较好
的手段。”李春雷表示，应该充分利用
文学的特殊功用，激活和建设具有鲜

明东亚地域特色的文化，进而与旅游
打通，形成一个浑厚的文化旅游圈和
一个活力十足的饱满市场。
　　针对西海岸新区海洋文化和旅游
发展，李春雷则表示，作为一个文学
人，希望用文学的力量为新区的文化
和旅游助力，实实在在地去把沉睡的
文化历史、自然资源激活，从而点燃新
区拥有无限潜力的文化和旅游产业。

国家一级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河北省作协副主席李春雷———

　　□本报记者 肖芳 李涛
　　
  “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东亚海洋合作平
台青岛论坛现在的规模、层次、影响
力、美誉度不断提升。”山东省港口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
理李奉利认为，地缘相近、山水相连
的东盟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要继续做好东亚海洋合作平台，为大

家提供增进了解、增进友谊、增进合
作的平台。
　　在6月22日上午举办的青岛论坛
主论坛上，围绕联合国“海洋十年”行
动的愿景，李奉利从绿色运输、清洁
能源、环境提升、科技赋能等方面，详
细介绍了山东港口在绿色低碳港口
建设中的创新实践和未来规划。
　　李奉利举例说，在全流程扬尘污
染防治方面，山东港口在散杂货码头

采取了自动抑尘料斗、密闭散货流程、
抑尘墙等环保举措，依托近200个空气
质量监测站进行实时监测，实现了港
区大气环境的精准管控、科学管控；在
油品管道运输方面，山东港口自建
2000多公里输油管道，2021年完成油
品管道运输1.9亿吨，占油品吞吐量
73%以上；在普及应用清洁能源方面，
2021年山东港口电能、LNG、氢能等清
洁用能占比已达到55.2%。

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李奉利———

　　□本报记者 肖芳 李涛

　　“我们要在国际社会上做更多的
事情，为大家做服务、作贡献，我们才
最有发言权。”联合国“海洋十年”咨
询委员会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
长、博士生导师乔方利说道。
　　6月22日上午举办的论坛开幕式
宣布，由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

牵头申办的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
与气候协作中心，已于近期获得批
准。乔方利表示，该协作中心的主要
职责包括督导协调海洋和气候领域
相关的大科学计划、增进海洋与气候
之间的科学理解、提升海洋气候的预
测预报水平和能力等。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契机，我们
要好好把握住，作出大国应有的贡
献。”乔方利表示。他强调，“海洋十

年”绝对不是科学家自己的事，也绝
对不是政府单独做的事，而是要涉及
多个层面，需要打造很多示范工程、
示范区。“海洋十年”的愿景是打造清
洁的、健康且有复原力的、物产丰盈
的、可预测的、安全的、可获取的、富
有启迪并具有吸引力的海洋，在这个
过程中，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每一
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打造样板、作
出贡献。

  联合国“海洋十年”咨询委员会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自然资源部
第一海洋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乔方利———

积极参与“海洋十年”，作出大国应有贡献

打造绿色低碳港口，助力“海洋十年”行动

激活海洋文化资源，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