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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域研发培育基地307亩、岩礁池保种试驯
基地101亩、海域生态养殖基地11625亩……初冬
时节，琅琊镇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中心项目建
设如火如荼，布局宏伟。
　　“项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引进6个海洋育种
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为北方最大的海洋
种业繁育中心，为实现种业振兴、打造‘蓝色粮
仓’提供坚强支撑。”琅琊镇党委书记李守晟介
绍，目前，项目已吸引黄海研究所等7家科研院所
与各海洋苗种培育企业建立合作关系，70余名科
研人员参与研发。达产后，可实现年营业收入10
亿元、税收1800万元，以点带面辐射带动新区涉
海类企业蓬勃发展。
　　在该项目的陆域研发培育基地，分布着海
参、对虾、龙虾和鱼贝苗种培育区。青岛瑞滋集团
与黄海研究所历时12年联合培育的刺参“参优1
号”是其中产业化最成功的代表。“‘参优1号’抗
病力强、生长速度快、耐高温，是我国首个具有抗
逆性状的刺参新品种。”青岛瑞滋集团总经理范
瑞介绍，高温、病害是制约海参养殖的重要因素，

“参优1号”因其优良性状受到市场青睐。目前，和
其他海参相比，“参优1号”市场价格高30%—
40%，在国内刺参苗种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记者了解到，陆域研发培育基地已入驻青岛
瑞滋全国首家国家级刺参良种场项目、青岛卓越
海洋集团现代渔业种业提升示范项目，合计投资
4.5亿元，项目均于今年3月开工，计划12月底一
期竣工，2023年12月底二期竣工投产。
　　重点项目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拉动
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今年以来，西海岸新区加大
海洋重点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力度，统筹推进海洋
领域项目招引，1-9月份，加快推进总投资2000
亿元的101个海洋重点项目建设，完成投资259亿
元，新开工25个、竣工8个，项目在建率超过90%。
新引进潍柴（青岛）海洋装备制造中心、金能海上
光伏发电等过亿元海洋项目42个，计划总投资
1300亿元以上。
　　一个项目，是一个新的增长点；一批项目，构
成一个新的增长极。
　　明月海藻海洋中药制剂项目、聚大洋首条年
产50吨海藻寡糖项目投入使用，前三季度，海洋
生物医药产业重点规上企业实现营收85.6亿元，
同比增长20.8%；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实现养
殖常态化、品种多样化，“深蓝2号”系列网箱开工
建设，探索推进“一个规划，四个办法”管理体
系……西海岸新区现代海洋产业实现量质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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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1日，“萨芬动力”轮在山东港口青岛港
鸣笛启航，标志着“中东-远东”新航线正式开通。
新航线的开通，将为港口带来单次近3800标准箱
的集装箱吞吐量，并为贸易企业提供新的高质量
发展国际物流通道，加强与中东地区贸易航运往
来，更好服务“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伴随不断拓展的新空间，还有屡屡刷新的新
速度。
　　6月28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
头在“德翔许明”轮作业中，桥吊平均单机作业效
率达到60.18自然箱/小时，效率高出同行平均水
平近一倍。这已经是码头投产5年来，第九次刷新
自动化码头作业世界纪录。
　　今年以来，在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道路
上，西海岸新区稳步前行。山东港口青岛港稳居中
国北方港口首位，1-9月份，完成货物吞吐量4.77
亿吨，同比增长10.0%，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001万
标准箱，同比增长12.2%；营业收入148.01亿元，同
比增长15.48%，实现吞吐量、经营业绩双增长。
　　开放，一直是西海岸新区最为鲜明的特质。
　　今年以来，新区海洋开放合作通道日益畅通。
青岛自贸片区形成24项海洋领域制度创新成果，

“蓝色自贸”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新模式在全省进行
复制推广，山东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成功落地
首单电子仓单质押业务，东北亚船舶交易中心实现
首艘国际船舶交易业务。东亚海洋合作平台功能
不断放大，成功举办2022东亚海洋合作平台青岛
论坛和东亚海洋博览会，联合国首批5个、全国唯
一的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获批落户，新区成为我
国首个深度参与联合国“海洋十年”的地方政府。
　　此外，西海岸新区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走出了一条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之路。灵山湾入选全国首批美丽海湾优秀案例，龙
湾海岸带保护修复项目竣工验收，古镇口岸线修
复及综合治理工程开工；年度完成渔业增殖放流
3.85亿单位，伏季休渔工作获得省农业农村厅高
度认可；灵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获CQC全国首个
负碳区域认证，自然碳汇交易中心交易平台加快
搭建；实施海洋品牌培育创建行动，发布全省首个
海洋渔业区域公用品牌“灵琅八鲜”；成功举办第
58届琅琊祭海祈福仪式，青岛贝壳博物馆入选第
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下一步，区海洋发展局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全面塑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
以决战决胜姿态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以实干实绩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

　　海洋是生命之源，一颗小小的海藻里也蕴藏
着巨大的财富。
　　青岛国际寡糖制备中心项目由中国工程院院
士管华诗领衔的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院和青岛
聚大洋藻业集团共同推进，是管华诗院士团队“蓝
色药库”开发计划突破原材料供应的重要一环。
　　“通过海藻制备的海洋寡糖，结构特殊，生物
学活性广泛，应用前景广阔。”青岛聚大洋藻业集
团董事长吴仕鹏介绍，从海藻多糖到海藻寡糖，创
新技术的应用让原料产值从每吨20万元跃升至200
万元。
　　西海岸新区滨海大道与琅琊台南路交叉口，
聚大洋海洋生物医药科技园项目规模初具。项目
总投资7亿元，主要建设海洋生物医药科技孵化
区、成果转化区、集团运营总部，打造“众创+孵化+
加速+产业园”的全链条式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区。
　　“项目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占地41亩，建筑
面积6.5万平方米，于2019年3月开工，今年6月投入
运营，目前聚大洋集团总部已入驻，中国电子系统
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研究
院等科研机构正在陆续入园；二期正在进行土地
组卷工作，计划2023年6月开工。达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110亿元，税收3亿元，带动就业600余人。”谈起
项目进展，吴仕鹏满腹豪情。
　　在西海岸新区，科技兴海已成为经略海洋的
强大动力。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字号科研院所
和骨干企业，新区在船舶海工装备、海洋生物等重
点产业推动产学研协同攻关，一大批新兴产业项目
正积厚成势，孕育着富有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未来
生态。
　　今年以来，青岛国家海洋科学城建设成效显
著，中科院青岛科教园、中国海洋大学西海岸校区、
哈工程青岛创新发展基地、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古镇口校区等四所双一流涉海高校一期全部建
成使用。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北京、青岛两大研发
基地全部启用，15个研究中心团队陆续组建进驻。
青岛华大持续推进“万种鱼基因组计划”等国际科
学计划，成功举办第四届国际海洋基因组学大会。
　　为强化新区与院所战略叠加、平台融合、同频
共振，精准引导和推动一批科技成果在新区落地，
助力新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今年6月，新
区制定实施《关于支持大院大所向区向海发展的
意见》，打造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矩阵”和海
洋国际合作“前沿”，积极推进山东省海洋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中心实体化运营，8项涉海成果获2021
年度山东省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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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涛

  因海而生，向海图强。丰富的海洋资源、鲜明的海洋特色是西海岸新区的靓丽名片，也是优势所在、潜力所在、未来
所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西海岸新区始终牢记“国之大
者”，勇担经略海洋国家战略使命，全面塑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努力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记者日前从区海洋发展局采访获悉，今年以来，新区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坚持“科技兴海、产业强海、开放通
海、生态养海、统筹陆海”工作思路，牢牢牵住项目建设“牛鼻子”，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畅通海洋开放合作通道，海
洋经济发展呈现良好势头，经略海洋取得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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