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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设立工委（区委）科技和海洋
发展委员会
　　新区整合工委（区委）科技委员
会、工委（区委）海洋发展委员会职能，
设立工委（区委）科技和海洋发展委员
会，统筹推进全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修正（中国）海洋生物医药大
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正式落户
　　2024年3月，投资50亿元的修正

（中国）海洋生物医药大健康科技产业
基地正式落户新区，为青岛海洋药物
和生物制品产业再添新动力。
　　3、中国海洋大学联合青岛华大
研究院绘制出全球首个海洋生物空间
单细胞图谱
　　中国海洋大学联合青岛华大研究
院利用时空组学技术，绘制出全球首
个海洋生物空间单细胞图谱，为揭示
脊椎动物咽部器官的潜在演化起源提
供了重要信息。
　　4、青岛港构建全球首个港口信
息模型
　　该模型的应用，填补了港口行业
工业互联网信息模型的空白，对于变
革港口企业管理模式、加快推进港口
数字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5、气动式波浪能发电装置荣获
第49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高奖
　　2024年4月17日，由清华大学水利
系教授、中国海工院海洋能方向首席
科学家张永良教授领衔的波浪能技术
团队研发的“高效、宽频、高可靠气动
式波浪能转换装置”项目荣获第49届
瑞士日内瓦发明展最高奖——— 特别嘉
许金奖。
　　6、亚洲首艘圆筒型浮式生产储
卸油装置“海葵一号”完工交付
　　2024年4月26日，完全由我国自主
设计建造的海上油气加工厂“海葵一
号”在新区海西湾船舶海工基地完工
交付，标志着我国深水油气装备自主
设计建造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推
动我国油气开发挺进深水。
　　7、“深蓝2号”大型智能深海养殖
网箱陆地完工
　　2024年5月9日，山东青岛造船厂
建造的“深蓝2号”大型智能深海养殖
网箱实现陆地完工，是目前我国应用
海域最远、适用水深最深、养殖水体最
大、功能性能最先进的深远海养殖网
箱装备。
　　8、2024青岛首届种业博览会在
新区开幕
　　2024年6月13日，2024青岛首届种
业博览会在新区开幕，全面展示推广
国内外种植业、畜牧业、海洋渔业等相
关领域的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和新
理念，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
　　9、“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心迈
入实质性运行新阶段
　　2024年，“海洋十年”国际合作中
心建设运行取得突破性进展，正式获

批成为联合国“海洋十年”实施伙伴，
为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服务海洋强
国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
献。 
　　10、360°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
成为青岛文旅新名片
　　2024年7月12日，360°全景秀演

《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文化艺
术中心震撼首演，生动再现青岛“因海
而生、凭海而立、向海而兴”的历程，获
评2024中国夜间旅游优选项目，成为
青岛文旅新名片。
　　11、我国建造的最大国际海洋油
气平台起运出境
　　2024年8月16日，由海洋石油工程

（青岛）有限公司承建的沙特阿美马赞
油气集输平台在新区起运出境，标志
着中国企业国际海洋油气工程建设能
力实现新突破。
　　12、2024中欧（青岛）绿色与可持
续发展论坛在新区举行
　　2024年8月29日，2024中欧（青岛）
绿色与可持续发展论坛在新区举行。
本次论坛是深化中欧可持续发展合
作、携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生动
实践。
　　13、唐岛湾发现省内最大面积鳗
草海草床
　　2024年8月，自然资源部北海局公
布，在2024年唐岛湾海草床资源调查
中发现分布面积约300公顷的海草床，
这是山东省目前发现的最大面积鳗草
海草床。
　　14、“千种海洋生物基因测序”首
年成果在青岛发布
　　2024年9月5日，“千种海洋生物基
因测序项目”暨全球海洋微生物基因
库建设及应用成果联合发布会在青岛
举行，全球海洋微生物基因组数据库
成果和全球海洋微生物功能基因资源
挖掘研究成果发布。
　　15、《青岛港总体规划（2035年）》
获批
　　2024年9月9日，《青岛港总体规划

（2035年）》获得交通运输部、山东省政
府联合批复，明确提出“一湾两翼辖六
区”的总体发展格局，其中黄岛、前湾、
董家口为重要港区。
　　16、省内唯一海洋合作发展论坛
成功举办
　　2024年10月24日至25日，2024海

洋合作发展论坛在新区举行，是山东省
历史上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海洋盛
会，发布《2024海洋合作发展论坛青岛
倡议》《2024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
等一批高质量成果，成功签约30个总
投资656亿元的山东省重点海洋项目。
　　17、促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
大会举行
　　2024年10月30日，西海岸新区促
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大会暨港航
产业链培育项目签约活动举行，开启
新区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新篇章。
　　18、前湾港迎来全球首艘万箱级
甲醇双燃料船靠泊作业
　　2024年11月10日，马士基中南美
航线“马士基哈利法克斯”轮靠泊山东
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81泊位，标志着
山东港口青岛港迎来全球首艘“万箱
级”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
　　19、西海岸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案
例入选全国2024年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十大典型案例
　　2024年11月，自然资源部发布
2024年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十大典型案
例，《碧海含金 蓝碳有价——— 山东省
青岛市西海岸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案
例》成功入选，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提
供了新区样板。
　　20、“蓝色循环”项目签约并完成
注册
　　2024年11月7日，由浙江蓝景科技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蓝色循环”项目
完成签约，该项目获2023年联合国“地
球卫士奖”，总投资4.35亿元，达产后，
预计年产值超12亿元、税收超7000
万元。
　　21、全国首家海洋类人才学院在
新区揭牌
　　2024年11月22日，由青岛市委组
织部主管、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主办、
青岛市委党校等6大职能部门共建的
青岛海洋发展干部人才学院在西海岸
新区揭牌启动，成为全国首家海洋类
干部人才学院。
　　22、全国唯一海洋气象领域研究
机构落户新区
　　2024年11月23日，青岛海洋气象
研究院在新区揭牌，这是中国气象局
在青岛布局的全国唯一海洋气象领域
研究机构，计划4年内形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核心技术产品，完成2-3项面

向海洋导航及港口渔业服务的主打产
品研制并开展示范应用。
　　23、西海岸新区新地标——— 西海
岸未来文化中心启用
　　2024年11月28日，青岛西海岸“未
来文化中心”正式启用，建设海洋图书
馆、海洋大剧院、海洋会客厅等场馆，
打造文化艺术发展、文化交流与创意
产业融合的综合性文艺机构。
　　24、首个国家级新区海洋经济创
新发展联盟揭牌成立
　　2024年12月7日，海洋经济创新发
展联盟成立暨海洋科技成果发布交流
大会在新区举行，发布37项海洋科技
成果，山东省海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中心发布58项海洋领域技术需求，签
约海洋工程绿色防腐防污配套技术研
发等9个成果转化项目。
　　25、国内首个工厂化海水制氢项
目在新区建成运行
　　2024年12月13日，我国首个工厂
化海水直接制氢科研项目在青岛炼化
氢能“产研加”示范园内建成试运行，
是我国首个在石化园区建设的百千瓦
级工厂化海水制氢项目。
　　26、第二届“青清”论坛在新区成
功召开
　　2024年12月21日，由中国海洋工
程研究院（青岛）、清华大学海洋工程
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青清”论坛在新
区成功召开，成立海洋能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和海洋智能装备创新联
合体。
　　27、新区探索实施“依港管船”新
模式
　　2024年，新区积极探索渔船渔港
管理模式，出台省内首个“依港管船”
规范性文件，成立渔船渔港协会，有效
保障海上生产安全，相关经验做法在
全省推广。
　　28、“海镜”——— 海洋信息数字化
实验室入选全国2024年先进计算赋
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
　　2024年12月，青岛西海岸新区“海
镜”——— 海洋信息数字化实验室成功
入选由国家工信部组织评选的2024年
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
例名单，为全市唯一新兴产业领域案
例。 
　　29、青岛自贸片区制度创新成果
2项获全国最佳、4项获国家部委推广
　　2024年，青岛自贸片区深入实施
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2项获评全国自
贸试验区第五批“最佳实践案例”，4项
获国家部委推广认可，26项获省政府
和省级部门推广认可。
　　30、全球高分辨率海洋人工智能
大模型“琅琊”发布
　　2024年12月28日，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牵头举办2024海洋人工智能
大模型琅琊论坛，会上发布了“琅琊”
海洋人工智能大模型1.0，有效提升了
全球海洋预报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西海岸新区发布2024年海洋领域要闻事件，集中展示经略海洋亮点成效

　　□本报记者 李涛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经略海洋是西海岸新区矢志不渝践行的使
命担当。2024年，新区海洋经济向“新”求质、向“高”而进，得天独厚的
海洋资源禀赋加快转化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胜势。
　　为坚定扛牢国家使命，激发向海图强干劲热情，西海岸新区工委
科技和海洋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对新区2024年海洋领域要闻事件进行
了梳理汇编，集中展示一年来取得的亮点成效，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
心海洋、热爱海洋的良好氛围，奋力谱写海洋强国建设西海岸篇章。

30件大事见证向海图强的“西海岸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