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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海岸新区再吹经略海洋“冲锋号”，加速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青岛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核心区、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引领区和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干字当头，奏响高质量发展“蓝色强音”
　　□本报记者 李涛

　　蔚蓝的海洋，孕育着无限希望。作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
西海岸新区在大局下谋划、在大势中推进、在大事上作为，海洋经济积厚成势，
2014年-2024年，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9%，总量翻了两番。
　　新区最大的发展优势在海洋，最大的潜力和空间也在海洋。如何真
正把海洋经济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胜势？全区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总结工作、分析形势，研究部署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重点任务，为新区打造青岛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核心区、山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引领区和海洋强国战
略新支点，部署了“施工图”，下达了“任务

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蓝
色动能。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会上，汇报片《潮
涌西海岸》，全景展示了新区海洋事业发展的蓬勃活
力。“2024年前三季度，新区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1676.2亿元，同比增长8.6%。”区海洋发展局局长隋
俊昌介绍说。
  海洋科技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驱动
力。近年来，新区集聚中国海洋工程研究院等“国字
号”涉海科研院所11所，各类涉海创新平台248家，海
洋生态智能模拟等涉海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海
洋经济创新发展联盟、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
台等高水平运营，海洋科技力量不断壮大。
　　“西海岸校区是中国海洋大学服务国家战略和
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充分发挥西海岸校区
优势作用，对助推新区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建设特色
显著的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海洋大学
党委常委、副校长王厚杰表示，将依托西海岸校区海
洋工程技术学科群基础、前沿研究优势、院士团队，
促进近邻海洋工程装备产业与研发综合体集聚，打
造“海洋创新集成体系”；依托信息科学群，借助西海
岸近邻胶东国际空港、低空经济集聚区优势，着力打
造陆海空天网多源信息集成服务平台，打造“海空产
业融合体系”……
　　海洋产业是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的关键
支撑。本次大会聚焦产业强海，对加快构建“1+3+3+
1”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作出全面部署：聚焦海洋新材
料1个海洋基础产业，打造海洋新材料创新策源地；
聚焦海洋装备制造、现代渔业、港口航运3个海洋传
统优势产业，塑强产业核心竞争力；聚焦海洋药物及
生物制品、海水淡化及综合利用、海洋新能源产业3
个海洋新兴产业，不断增强产业集聚效应；聚焦海洋
电子信息1个海洋未来产业，加快构建全产业链条。
　　走进海西湾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船发动机”）总装车间，十余吨重的曲轴、一人多高的
齿轮，一座座四五层楼房高、重达数百吨的发动机产
品，让人仿佛走进了充斥着钢铁巨兽的丛林。近年
来，该公司加速绿色能源变革，以技术创新引领产业
转型升级，成功交付国内首台甲醇双燃料发动机。

“2025年，中船发动机将聚焦优化结构，逐步增强市
场综合竞争优势，持续做大做强动力成套装备产业，
全力保障全球首制液氨双燃料主机高质量安全交
付。”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强说。
　　扬帆奋楫、赶海踏浪。西海岸新区以改革、创新、
开放为动力，纵深推进经略海洋，一幅气势磅礴、充
满希望的海景图正徐徐展开。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改革是推动海洋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是新时代发展的最强音。
　　会上发布了《青岛西海岸新区2024年海洋领域
改革创新案例》，包括创新设立全国首个“海洋十
年”国际合作中心、探索海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
机制、创新“零号员工”伴企成长机制等12个案例，
覆盖海洋科技创新、现代海洋产业、航运贸易金
融、国际交流合作、海洋生态保护、海洋安全管理、
院企成果转化等7大领域的创新路数打法。
　　搭建航运企业集成化审批服务平台，航运企
业全流程筹办时间平均缩减30天；打造航运经贸标
准合同范本，保障港航企业涉外合法权益；创新打
造绿色干散货智慧码头，企业提货办理效率提升
75%以上……青岛自贸片区践行“为国家试制度，
为地方谋发展”使命，聚焦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枢
纽，强化“创新驱动力”和“数智支撑力”，推动一系
列系统性、集成性改革，累计推出326项制度创新举
措，形成96项国家、省级层面复制推广的制度创新
成果，具有全国首创价值的制度创新成果占比提
升到51%，为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提供“自贸力
量”。
　　渔港是渔船管理的主阵地，是渔业安全生产
防控的重要一环。新区拥有人工渔港22处，登记在
册渔船1910条，渔港渔船数量约占全市1/3。区海洋
发展局聚焦渔港渔船“监管难度大、安全隐患多”
等问题，研究出台全省首个“依港管船”规范性文
件，构建“船、港、人”全要素，“造船、检船、作业”全
链条，“出港、入港、停泊”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推
动渔船管理从以海上为主向以渔港为主转变，2024
年1-10月份，全区渔业船舶水上交通事故同比下
降21%，没有发生较大以上渔业安全生产事故。
　　“拎衣要拎衣领子，牵牛要牵牛鼻子”。一个个
改革创新案例镌刻着新区经略海洋的决心，集中
展现了新区在海洋领域的开拓性成果与先行性实
践，为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我们将坚持把改革创新作为海洋领域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一招’，以披荆斩棘的锐气、勇往直前
的毅力、雷厉风行的作风，坚定不移改革攻坚，为
全区海洋事业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隋俊
昌说。

　　如何将“施工图”变为“实景图”？关键在
落实。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锚定‘打造
海洋强国战略支点’总目标，干字当头、奋发有
为，聚力在构建大海洋发展格局、海洋政策体系
集成、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引领、完善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海洋项目推进、扩大海洋开放合作水平、
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效能等七个方面实现创新突
破，奋力谱写海洋强国建设新区篇章。”隋俊昌
表示。
　　从全局上谋势，于关键处落子，方能制胜。本
次大会聚焦产业强海，立足新区特质，聚焦科技
兴海、产业强海、向海开放、生态养海、陆海统筹
作出部署。
　　海洋是薛家岛街道发展的突出优势，全市唯
一的国家级船舶海工产业基地落户于此。近年
来，薛家岛街道聚焦强链延链、创新驱动、高效服
务精准发力，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助力新
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区海洋经济高质量
发展大会吹响了经略海洋、向海图强的‘冲锋
号’。街道将认真落实各项部署要求，高点站位、
勇担重任，加压奋进、实干争先，坚持船舶海工、
文化旅游‘双轮驱动’，为加快建设海洋经济发展
引领区贡献力量、展现担当。”薛家岛街道党工委
书记李锋表示。
　　古镇口核心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李福斌
表示，古镇口核心区将加速集聚科技力量，推进
一流高校建设，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统筹
推进山海生态城、魅力大学城、海洋科学城、特色
海军城建设，为新区打造海洋强国战略支点贡献
力量。
　　此次大会还明确，支持涉海企业创新发展。
作为海洋废弃物管理专家，浙江蓝景科技有限公
司因海洋与青岛结缘、与新区牵手，双方保持密
切交流，当前，正加快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产业
园等多个项目落地。“十分感谢青岛市和新区对
我们的大力支持，相信企业定能在这片充满活力
的土地上绽放光彩，成为推动新区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之一。”蓝景云帆（青岛）海洋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辉说。
　　深耕蔚蓝，向海而兴。下一步，新区将以更大
力度、更实举措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努力
在经略海洋上“走在前、挑大梁”，为海洋强国、海
洋强省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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