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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之光照进海洋，不仅提供了发掘海洋资源的
动力，也让海洋特色产业更加蓬勃。
　　海洋生物医药是西海岸新区重点突破的两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之一。针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西海岸新区
制订实施了倍增计划，依托明月海藻、聚大洋、华大基
因、正大制药等掌握关键技术的骨干企业，推动海洋生
物医药向海洋生物精深加工及高值化利用、海洋创新
药物及制剂、生物新材料方向发展。
　　智力的聚沙成塔之下，产业的质变自然水到渠成。
正大制药BG136药物完成临床用样品生产，启动一期
临床试验；明月海藻集团体内植入用超纯海藻酸钠打
破国外垄断，衣康酸、异麦芽酮糖生产规模世界第
一……西海岸新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崛起。
　　与海洋生物医药一样，船舶海工也是西海岸新区
重点突破的千亿级产业集群。
　　2019年，由我国自主集成的世界最大吨位级FPSO

（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P70交付；
　　2020年，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和集成的中国最大
作业水深FPSO“海洋石油119”交付；
　　2021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
船的设备安装和调试全力推进；
　　2022年，全国首艘超低温冷藏运输加工船“海洋之
星”命名投用；全球首例一体化建造LNG工厂首个核心
工艺模块从新区运往加拿大……
　　一个个世界级海工重器从新区昂扬出海，西海岸
的船舶海工也悄然实现了从“加工”到“创造”的角色
转变。
　　核心产业集群重点突破的同时，西海岸的海洋产
业实现了“全面开花”：海洋渔业方面，深远海“蓝色粮
仓”建设取得新突破，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首批
国产深远海三文鱼规模化养殖收鱼成功；海洋冷链产
业方面，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实现破题，防波堤、码
头等启动建设；青岛国际海洋产业资本配置中心建成
启用，设立总规模105亿元的2支海洋产业基金……
　　海洋产业是海洋经济的主体，构建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鲜明标志。
　　具体到产业上，西海岸新区大力实施海洋产业突
破行动，促进海洋产业特色化、高端化、集群化：船舶海
工产业、航运贸易金融产业、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海洋
冷链产业、临港加工产业、海洋科技服务六大海洋产业
快速发展。初步预计，2021年六大海洋产业增长20.3%，
与2019年相比增长30.2%，两年平均增长14.1%。

　　□李涛

　　五载栉风沐雨，五载砥砺前行。
　　胶州湾云飞浪卷，西海岸涛声
如啸。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向海而
兴的西海岸激荡出崭新的蓝色发展
畅想曲：科技兴海，汇聚智力底气；产
业强海，掘金富饶“蓝海”；开放通海，
广拓“蓝色朋友圈”；生态养海，美中
厚植“含金量”；统筹陆海，构筑蓝色
新梦想……五年来，海洋经济已成
为西海岸新区第一大产业集群。
　　在这里，外贸航线达178条，与
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
港口通航贸易；
　　在这里，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已创建14处，国家深远海绿色养
殖试验区首次成功规模化收鱼；
　　在这里，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
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出
坞下水，全国首艘超低温冷藏运输
加工船“海洋之星”命名投用；
　　在这里，引进建设中国海洋工
程研究院等“中字头、国字号”涉海
科研院所10多家，集聚涉海国家重
点实验室和创新平台12个；
　　在这里，全国规模最大的区级

“智慧海洋管理平台”正式启用，入
选全国沿海渔港建设首批试点，青
岛灵山湾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海
湾优秀案例……
　　海洋兴则新区兴，海洋强则新
区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打造
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西海岸新区
已成为新时代中国梦的实践场，以

“先行先试”的锐气击楫勇进、扬帆
激浪。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
是“十四五”规划实施的关键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走在前”的重要
指示要求强音在耳，刚刚召开的全
省2022年工作动员大会鼓点催征。
西海岸新区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纵深推进经略海洋，聚
焦科技兴海、产业强海、开放通海、
生态养海、统筹陆海，不断拓展海洋
经济发展空间，加快推动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在经略海洋方面率先
走在全国前列。
　　海洋是生命之源，也是资源宝
库。乘着区第二次党代会的东风，西
海岸新区有雄心、有实力、有底气成
为山东向海图强、青岛发挥龙头引
领作用的崭新一极，为海洋强国建
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李涛

　　光照、水温、溶氧、洋流数据怎
样才能更精准？
　　2021年10月26日，青岛国家深
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蓝2号”智
能网箱核心系统“生物量监测系统”
在新区开工。这款“生物量监测系
统”能够通过实时在线监测鱼群的
生物量状态，为科学、高效、绿色养
殖提供全方位监测数据和精准方
案。开工以来，山东深远海绿色养殖
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与中国船舶集
团716研究所的研究团队一直就如
何提高“鱼类福利”绞尽脑汁。
　　时间回溯至2021年6月21日，青
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深
蓝1号”网箱首次实施规模化收鱼，
单鱼平均重量超过4公斤，成活率达
到80%，共收三文鱼15.6万尾，品质
超过欧盟标准。“这次收鱼标志着我
国规模化养殖高价值冷水鱼类取得
成功。”区海洋发展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深蓝1号”预计每年可收获30万
条成品三文鱼，产量超过1500吨，年
产值超过1亿元。
　　打破传统近海业态重叠、望洋
兴叹的局面，开创世界温暖海域养
殖三文鱼的先河，西海岸海洋渔业
如今走向了更深、更远。值得一提的
是，自2021年2月24日，青岛西海岸新
区管委、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山东海
洋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三方合作共建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
养殖试验区以来，项目推进迅速，几
乎“周周有进展，月月见实绩”：
　　5月17日，山东海洋集团全资设

立山东深远海发展有限公司；
　　6月21日，“深蓝1号”网箱首次
实施规模化收鱼；
　　6月25日，试验区开发建设运营
管理主体山东深远海绿色养殖有限
公司成立；
　　9月23日，High Island VII平台

（居住能力为100人）抵达试验区海
域并安装到位；
　　9月27日，新区与山东海洋集
团、万泽丰公司正式签订《青岛国家
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投资合作协
议》，试验区项目建设进入快车道；
　　10月26日，“深蓝2号”核心系统

“生物量监测系统”开工；
　　12月6日，山东海洋集团决策建
造“牧渔一号”“牧渔二号”网箱，目
前正在进行方案优化设计……
　　“试验区项目推进过程中，市区
两级分别成立工作指挥部和工作专
班，专班办公室设在我们局。同时，
局里还指派一名分管领导和一名科
室负责人与企业合署办公。”区海洋
发展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
前已协调试验区项目列入省重大储
备项目，办理了首个深远海养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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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Island VII平台抵达试验区海域。

拥抱蔚蓝新机遇，向海图强炼支点
西海岸纵深推进经略海洋，奋力蹚出“科技兴海、产业强海、开放通海、生态养海、统筹陆海”新路径

　　开放是西海岸新区的鲜明特质，也是高质量发展
的动力源泉。发展海洋经济必须走开放合作之路。过去
一年，在新发展格局下，西海岸新区准确把握国家战略
叠加机遇，以开放姿态与世界共舞，海洋开放新通道建
设全面提速：
　　青岛自贸片区海洋领域蓬勃发展，18项试点任务
全部实施。东北亚国际船舶交易中心落户，山东国际大
宗商品交易平台启用运营，优化生物样本进口“清单
式”监管创新模式，成功举办2021年国际基因组学大
会，发起全球“海洋微生物基因组计划”“万种软体动物
基因组计划”。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全年进口
额突破1800亿元、增长40%以上。
　　山东港口青岛港新增23条航线，航线总数达到190
条，完成货物吞吐量6.3亿吨，同比增长4.3%，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2371万标箱，同比增长7.8%，实现货物吞吐量
和集装箱吞吐量双增长，稳居全球前六，东北亚第一。
　　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实体化加快推进，坚持国际化、
工程化、市场化，推动自然资源部、省政府和市政府三
方共建青岛海洋国际合作中心。发起成立国际涉海商
协会联盟，来自10余个国家的26家国际涉海协会组织
申请加入。成功举办全球海洋科技创新创业大赛，5个
高层次海洋人才项目先行落户。
　　立于开放、兴于开放、强于开放。从辉煌灿烂的琅
琊文化一路走来，开放的基因始终流淌在西海岸的血
脉中。
  五年来，西海岸新区深度融入胶东半岛经济圈建
设，主动拥抱“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加强境外投资企业
跟踪服务，成为省、市“走出去”的重要力量；山东港口
青岛港前湾港区和董家口港区两大国家一类开放口岸
分列东西，犹如两翼驱动西海岸联通着全球180多个国
家和地区；青岛德国、日本“国际客厅”辐射力日益增
强，西海岸国际“朋友圈”日益壮大；中日韩消费专区电
商体验中心、青岛跨境电商产业园投入运营，跨境电商
企业集聚……西海岸新区紧抓机遇，深度融入“双循
环”新发展格局，坚持以更高水平开放引领更高质量发
展，阔步迈向开放发展新时代。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西海岸新区奋力蹚出“科技
兴海、产业强海、开放通海、生态养海、统筹陆海”的新
路径。未来，西海岸新区将以海洋的高质量发展助推区
域的高质量发展，助力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为
海洋强省贡献重要力量，不负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的
历史使命。

　　2月7日，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全省2022年工作
动员大会鼓点催征，围绕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作
出全面安排部署。科技创新是全面创新的核心。五年
来，西海岸新区不断加强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汇
聚经略海洋智力底气，同时引领科技与海洋经济相互
融合发展，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喷涌勃发。
　　背依大珠山，面朝灵山湾，集聚中科院13家科研
力量的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正从西海岸
新区“扬帆启航”。
　　2018年初，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联合中科院其
他12家研究机构，提出在古镇口核心区建设中科院海
洋大科学研究中心。2021年初，集聚中科院13家科研
力量的海洋科技“航母”打造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的蓝
图徐徐展开。
　　未来，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将探索依
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集聚核心科学家团队、承
担重大科技任务协同攻关的“1+X+N”模式，建立研
发中心和转化中心，构建创新创业共同体，实现中科
院海洋创新平台、创新团队、创新成果集聚，为新旧动
能转换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效科技供给，服
务海洋强国建设。
　　在这里，中国科学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并非孤
军奋战。
　　以船海为特色的哈尔滨工程大学对“出海口”的
希冀与西海岸新区对涉海“智力”的渴求一拍即合。西
海岸新区拿出“顶格协调、顶格推动”的劲头，在政策、
土地等资源要素保障上不遗余力。2016年，哈尔滨工
程大学“牵手”西海岸新区，建设占地2000亩的哈尔滨
工程大学青岛创新发展基地，借此打造人才高地、海
上试验场，推进国际化办学，拓展新兴交叉学科。
　　如今的西海岸新区，崭新的海洋科创高地正日渐
崛起，汇聚起经略海洋的强大智力底气：引进建设中
国科学院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一流
涉海高校11个，全区高校总量达到20个；引进建设中国
海洋工程研究院、中船海洋装备研究院、中船人因工程
研究院等“中字头、国字号”涉海科研院所10多家；集聚
海洋物探及勘探设备国家工程实验室、明月海藻活性
物质国家重点实验室等涉海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创新
平台12个……海洋科技优势明显，高端海洋科研平台
集聚，海洋科技企业培育加速，让西海岸新区在深入
践行“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
支点”的国家战略使命中底气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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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涛

　　蔚蓝大海，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经济价值。
　　向海图强，孕育着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名字中带“海”的青岛
西海岸新区最大的潜力在海洋，最大的空间在海
洋，最大的动能也在海洋。经略海洋是西海岸新
区在蓝色经济时代全面起势的最佳路径。
　　五年来，西海岸新区充分发挥海洋特色优势，
深入践行“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打造海洋强国
战略新支点”的国家战略使命，纵深推进经略海
洋，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喷涌勃发，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档升级，海洋开放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
　　数字最有说服力。经初步测算，2016-2021
年，西海岸新区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9%。海
洋生产总值占GDP比重由30.2%增长到近40%，占
全市海洋经济比重由34.4%增长至近40%，海洋经
济成为西海岸新区第一大产业集群。西海岸向海
图强，逐梦蔚蓝！

  全球首例一体化建造LNG工厂首个核心工
艺模块从西海岸新区装船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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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记者 李亮 摄

北船重工建造的32.5万吨矿砂船顺利交付。□记者 王雪 摄

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首次成功规模化收鱼。□记者 李亮 摄

大船靠泊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