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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海藻生物科技馆内，陈列
着许多日常可见的食品，如伊利、蒙
牛、光明的乳制品，双汇、金锣的肉制
品，桃李、盼盼等焙烤制品，而这些食
品中都含有一种来源于海藻的成
分——— 海藻酸盐。据了解，海藻酸盐
可用作多种食品添加剂，如果酱增稠
剂、面包和面条品质提升剂等。
　　“提到添加剂，很多人都认为是
不健康的，其实不然。”10月10日，记
者来到明月海藻集团海洋食品加工
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张天任
正与同事进行海藻酸丙二醇酯在面
制品行业的应用研发。
　　“海藻酸盐是来自于褐藻中的一
种成分，属性上被认定为膳食纤维，
不仅对人体没有害，反而是一种营养
物质，学术上称它为第七大营养素。”
张天任向记者介绍。
　　多年来，通过对一棵小海藻的深
入研究，明月海藻集团将小海藻做
成大产业，拥有海藻功能原料产业、
海洋健康产品产业、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海洋生态肥料产业、海洋文化
旅游产业五大产业板块，海藻酸盐
产品生产规模、产量、销售量均居全
球首位，产品销往100多个国家和地
区。 
　　张天任是山东德州人，研究生期

间主攻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2017年
取得硕士学位后在广州工作。谈起
为何选择来新区扎根，他打开了话
匣子。“2017年底，我来新区参加一场
会议，对新区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里
环境舒适宜人、创新创业氛围浓厚。
明月海藻集团作为海藻资源开发企
业，在全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对我
来说，无论是生活，还是职业发展前
景，留在新区都是不错的选择。”张天
任说。
　　这个偶然的机会让张天任与新
区结下了不解之缘。2018年5月，张天
任来到新区，正式入职明月海藻集
团，深耕食品安全添加剂在面制品、
焙烤产品中的研发与应用。

　　刚入职时，由于实验室人手不
足，张天任一人挑起了海藻酸丙二醇
酯应用研发的重任。
　　海藻酸丙二醇酯是一种来源于
海藻的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面制
品、焙烤产品中，可提升产品弹性与
口感。“食品添加剂行业具有一定的
客户壁垒，终端客户在确定供应商之
前往往会进行长期考察，出于食品安
全等方面的考虑，选定之后不会轻易
更换供应商。”张天任说。
　　科研项目从研发到落地从来不
是一蹴而就的，要经历一段漫长的岁

月，甚至倾注几代人的心血。自进入
明月海藻后，张天任便投身于海藻酸
丙二醇酯在面制品及焙烤产品的研
发与应用中。他每天早出晚归，大部
分时间都待在实验室，全身心投入到
研发中。
　　张天任告诉记者，食品添加剂
的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化学合成
工艺路线选择和工艺过程控制上，
企业掌握的核心生产工艺直接影响
产品的纯度和转换率，从而影响产
品质量和产量。只有具备丰富的生产
经验、拥有成熟领先的工艺技术以
及持续研发能力的食品添加剂生产
企业才能长期保持优势地位。为让
客户更好地了解公司产品，长时间
的出差对于张天任来说是家常便
饭。帮助客户研究食品生产工艺、钻
研添加剂配比、让食品添加剂更好
地发挥作用等，凭着扎实的专业知
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设备调
试、产品规划、市场开拓等方面提
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获得客户认
可。 
　　近年来，新区着力构建“引育用
留”全链条人才发展体系，打造“梧桐
树”人才政策，先后集聚海内外各类
人才84万人。随着人才不断引进，企
业的研发团队也随之壮大。有了新生
力量的加入，张天任不再“单打独
斗”，科技研发“如虎添翼”。在明月海
藻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张天任一步一
个脚印，带领团队攻克一道道技术难

关，研发了一个个市场新品，让一项
项科研成果落地生花。

　　多年来，不断在新业态、新技术、
新发展和新模式上实现新突破，明月
海藻集团已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的海藻生物制品企业。“新区经常举
办大型行业展会，有很多客户来到新
区、来到明月，可以近距离深入了解
我们的产品，对产品宣传起到很好的
作用。”张天任说，公司生产的海藻酸
丙二醇酯等食品添加剂，市场占有率
较高。
　　“在海藻酸盐领域，明月在全国
有50%的市场占有率，在全球来讲我
们也是最大的一个体量，大概能占到
40%。海藻酸盐的年产能约为16000
吨，海藻酸丙二醇酯的年产能约为
1000多吨。”张天任告诉记者。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十年来，新区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
长14.9%，总量从2013年的494亿元增
长到2023年的1974亿元、翻了两番，
2023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39.46%。“未来，我们团队将继续
在海洋生物产业领域里探索钻研，
更多地利用海洋资源，用添加剂改
善食品品质，推动食品工业健康发
展，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谈及未
来，张天任信心满满。

 他把科技成果搬上百姓餐桌 
明月海藻集团工程师张天任深耕海藻来源添加剂研发应用，助推食品工业健康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董梅雪

　　在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海洋食品加
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里，有
这样一群工作人员，他们敢于探索、勇
于创新，深耕海藻精深研发和应用，立
足小海藻孕育大产业，让海藻为人类
的生活健康服务。食品添加剂应用研
发工程师张天任就是其中一员。
　　张天任是山东德州人，2017年取
得硕士学位后在广州工作。一个偶然
机会，张天任与西海岸新区结缘，2018
年5月入职明月海藻集团，从此便扎根
新区，与新区同发展、共成长。工作中，
他带领团队不断攻坚克难，致力于海
藻来源添加剂研发应用，把一项项科
技成果搬上百姓餐桌，为新区海洋经
济发展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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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新区<<
参加一次会 结缘一座城

>>专注研发<<
深耕小海藻 开拓大市场

>>未来愿景<<
食品更健康 百姓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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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常态监管长效机制

（上接第一版）土壤、植被及水资源的
固碳能力近20万吨，累计可减少碳排
放72万吨。这些减排量经国家相关部
门核证后，可在碳交易市场交易。银行
则以市场当日价格为依据，以湿地减
碳量的远期收益权为质押，测算出贷
款金额，为湿地维护提供了金融“活
水”。
　　近年来，西海岸新区勇当蓝色

“碳”路先锋，抢占海洋碳汇“制高点”。
新区是全国首批、山东首个获批开展
气候投融资试点的区市，先后举办中
欧气候投融资暨ESG（环境、社会、治
理）国际合作会议、中欧（青岛）绿色与
可持续发展论坛，打造国际环境与气
候高层对话新平台。开展海洋碳汇标
准体系研究，探索碳汇交易路径，落地
自然碳汇研究院，促成山东省首笔海
洋碳汇交易。西海岸新区荣获国家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在国家“双碳”战
略大局中展现新区担当。

　　每周，隐珠街道镇街级湾长徐强
都会巡湾一次，主要负责垃圾清理、雨
后水质监测、管控入海入湾排污等。
　　“有一次，我巡湾时发现风河入海
口附近的河水浑浊，赶紧拍照上传到
智慧化巡湾系统App。”徐强说，系统后
台收到消息后即刻反馈给排水公司，
经过溯源排查，发现有一处污水管道
破损，导致污水冒溢排放至入海口。
　　“每一米海岸线，都有具体责任
人。”徐强说，西海岸新区实行湾长制，
建立区和镇街两级湾长体系，与河长
制联动，进一步加强一线治理监管，还
成立了由渔民自发组成的海洋环保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在海湾，
由湾长对污染防治、生态修复等负责；
在陆地，则由河长统筹协调城管、水利
等部门，确保水质达标排放。
　　湾长制虽好，但湾长也不可能时
刻守在河边，监管力量如何覆盖？
　　近年来，区海洋发展局强化数字
技术应用，建立全国首个智慧海洋综
合管理平台，实现了对西海岸新区海
岸线、近海海域的24小时可视化无缝
综合监管，建成海洋综合管控“蓝色天
网”。西海岸新区生态环境分局通过建
设智慧海洋管理平台，在对企业污染
物排放在线监控、重点排污点位视频
监控的基础上，纳入企业生产和治污
设施用地监控数据，而且从过去的每
年一次，变为实时在线、远程监测，沿
湾综合管控一张网已经形成，提高了
执法效率，节省了人力物力，也减少了

监管盲区。
　　碧海蓝天是西海岸新区得天独厚
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打造绿色可持
续的海洋生态环境，既是落实好习近
平总书记“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中
之重”的具体实践，也是探索“两山”转
化路径的有力举措。
　　即将举行的2024海洋合作发展论
坛上，将发布《全球蓝色循环倡议》《共
赴海洋之约：东亚蓝色合作宣告与承
诺》等，举办世界最美海湾摄影展、
APEC典型近海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及生态减灾研究、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多边交流活动，围绕蓝色经济发展、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等 进 行 广 泛 探 讨
交流。
　　未来，打造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
态环境的“新区故事”将更加精彩、令
人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