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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海岸新区全面实施经略海洋战略，打造海洋强国新支点

蓝色潮涌逐浪高
□本报记者 李涛

蔚蓝大海，蕴藏着丰富的生态资源和经济价值；向海而兴，孕育着高质量发展的最大潜力。
纵观西海岸新区发展史，就是一部以海为媒、不断提升城市能级的历史。自获批以来，新区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全面实施经略海洋战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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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使命，加快突
破发展海洋经济，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海洋事业发展，在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的新征程上奋楫扬帆、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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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29岁的于世迎，已在山东港口青岛
港董家口矿石码头工作了十年，“工资翻了
一番，成了家也买了房，这十年我挺满意
的！”十年间，从进城务工的青年到获评“山
东省技术能手”，于世迎的工作和生活就像

“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与新区加快建设世界
一流海洋港口的努力密切相关。
　　曾几何时，董家口港区还只是小渔村，
如今董家口港口岸已经开放启用，走在对外
开放的最前沿。
　　“我们用了363天，就完成了国际上平均
两年多才能建成的40万吨级矿石码头。”山
东港口青岛港建设管理中心总工程师远航
告诉记者，凭借这个码头，世界上最大的矿
石船可直靠青岛港，并以此为中转向周边国
家和地区进行分拨，由此确定了青岛港的国
际矿石中转港地位。
　　从40万吨级矿石码头到2个30万吨级原
油码头、再到年最大接卸能力1400万吨的全
国首个LNG（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个个
新泊位在董家口港区“落地生根”。
　　而走进毗邻港区的国家级循环经济示
范区——— 董家口经济区，一条条错落有致的
化工原料运输管道映入眼帘，这就是董家口
发展高端化工产业不可或缺的“大动脉”。依
托港口，这里已经形成了高端化工和先进高
分子及金属材料两大主导产业。
　　离开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来到青岛
港自动化码头。偌大的码头和堆场生产作业
行云流水，却无一名工人。16台蓝色自动化
桥吊矗立码头，从来自全球的巨轮上高效有
序地装卸集装箱，76台高速轨道吊在堆场上
往来穿梭，83台自动导引车流转自如，重达
数十吨的集装箱被轻巧抓起、精准堆码，最
终被集装箱货车运往全国各地。
  “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外国人
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不仅能做到，而且要做
得更好。”2013年10月，要建自动化码头时，山
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带头人张连
钢带着这样的决心开始了探索。经过3000多
次技术研讨会、十几稿设计……2017年5月11
日，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正式建成。
　　以一港联通世界，在国家级新区体制机
制创新等国家战略的加持下，这座自动化码
头成为新区向海图强、开放共赢的桥梁和城
市发展的“金牌合伙人”。从2012年到2021
年，青岛港的货物吞吐量从全球第七跃居第
四，集装箱吞吐量从世界排名第八上升至第
六。近三年来，青岛港新增航线55条，增速创
下历史之最；航线总数达215条，稳居中国北
方港口首位。
　　在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道路上，西
海岸新区稳步前行。

　　清晨，漫步凤凰山公园，虽已入秋，步履
所及，车行观海、步道亲水、慢道骑行、平台
观景……可谓处处皆美景，一幅滨海风光图
跃入眼帘。
　　过去的凤凰山公园，岸线荒凉，养殖池
遍布，居民靠海不亲海，生态环境亟待修复。

“当时养殖池和违章建筑占据了海岸线，虽
然隔海一里地，但到海挺费事。”家住公园附
近的青岛海洋投资集团项目经理相文东说。
　　2016年，西海岸率先开展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担任蓝色海湾整治建设项目负责人的
正是相文东。“‘拆违建、清岸线、调项目、修
慢道、植绿化、保文化’，新区实现137公里海
岸线整治，蓝湾慢道、自行车道、滨海步道纷
纷亮相，海岸线变成了市民临海亲海的城市
会客厅。”相文东自豪地说，“通过蓝湾整治，
西海岸把各个景点串到了一起，像把散落的
珍珠串成了‘珍珠项链’。”
　　从海岸线，到近海，再到远海，西海岸新
区始终把海洋生态保护摆在首要位置，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从凤凰
山公园海岸线向外海延伸3海里，在距离竹
岔岛不远的地方，是一片近万亩的海洋牧
场。目前，新区已累计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
14处，是全国最大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群。
　　从青岛海岸线向南120海里，是位于黄
海深处的全国首个国家级深远海绿色养殖
试验区，全球第一座全潜式深海渔业养殖装
备“深蓝1号”就系泊在这里。
　　今年6月初，一场盛大的收鱼活动在这
里展开，国产深远海三文鱼养殖又获丰收。
这是继去年“深蓝一号”网箱首次完成规模
化收鱼以来的又一次全新突破，进一步检验
了试验区养殖的技术路线、生产模型，标志
着试验区海域实现规模养殖常态化、养殖品
种多样化。这个成功的尝试开启了渔业养殖
从沿海、近海再到远海的新征程，也意味着
西海岸新区找到了一条“耕海牧渔”的新路
径，让蓝色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得
益彰。
　　潮涨潮落间，西海岸新区交出了一份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秀成绩单。党的十八
大以来，新区海洋经济年均增长16％以上，
到2021年，新区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达到38.5%，占全市海洋生产总值比
重达到40%。
　　面向未来，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底气更
足，力争到2025年，海洋经济年均增长15%，
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800亿元，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超过42%，占全市海洋生产总值比重
持续保持40%以上，打造青岛建设引领型现
代海洋城市核心区、山东海洋强省先行示范
区和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9月中旬，加拿大LNG（液化天然气）项
目第二列首批2个核心工艺模块在西海岸新
区海西湾畔交付启航。
　　该项目由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共包括35个模块的建造工作，此次交
付标志着这个全球首例一体化建造LNG模
块化工厂交付过半。“加拿大LNG项目一期
工程计划建造2列生产线，年产量达1400万
吨。海油工程承揽加拿大LNG项目一期工
程35个模块的建造工作，包括全部19个核心
工艺模块，总重约17.9万吨。”海油工程加拿
大LNG项目常务副经理刘凯介绍，项目已
完成19个模块交付，整体建造进度超92%，为
项目按期全部交付奠定坚实基础。
　　“青岛海西湾岸线总长12公里，平均码
头水深12米，这里发展船舶海工产业得天独
厚。”西海岸新区工信局海洋科科长刘忠伟
介绍说。船舶海工产业链是新区海洋经济优
势产业链之一，青岛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
地是国家规划建设的三大造船基地之一，目
前，已聚集海油工程、北船重工、中船柴、海
西重机等船舶制造与海洋工程企业50余家。
　　从十年前不知名的海湾，到现在享誉全
球的船舶海工产业基地，近年来，各种型号
的“大国重器”频频从海西湾驶向大洋。全球
首座半潜式深海渔场“海洋渔场1号”、亚马
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核心模块等一批世界级
高端海洋产业装备交付使用，一艘船舶海工
产业“航母”正从这里扬帆远航，驶向深蓝。
　　除了船舶海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也是新区着力打造的重点。我国海洋生物领
域首个海藻活性物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建成，
青岛华大打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国
家海洋基因库……西海岸新区正以明月海
藻、华大基因等龙头企业为引领，重点发展
高端海洋生物制品、海洋创新药物、生物酶
制剂等产业方向，培育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西海岸新区海洋发展如此迅猛，海洋产
业突破引领是主要原因，这也可以看作新区
海洋发展最鲜明的一个属性。
　　国务院批复《青岛西海岸新区总体方
案》时，就将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新区建设的
重点任务之一，提出要“依靠科技创新，大力
提升发展海洋工程装备、海洋生物、新一代
信息技术三大新兴产业，壮大发展港口航
运、海洋文化旅游、涉海金融三大海洋现代
服务业”。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加快实施海洋
产业突破发展行动，明确六大主导产业发展
方向、发展重点和产业链全景图，突出重点
企业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着力构建具有竞
争力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2021年，新区海
洋六大主导产业实现增长26.4%，总量占全
区海洋经济比重达到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