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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蓝色粮仓”，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新路径

山东长岛成立全国首个海上经济开发区

记者 张琪 李楠楠 于洋

同心同向，闯关夺隘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烟
台的海洋牧场建设已经形成了一
套比较成熟的经验和打法，全市
创建省级以上海洋牧场示范区达
到46处，数量居全国全省前列。

烟台要进一步实现海洋经
济的跃升，需要在海洋牧场融合
发展上取得新突破。就是要以现
代化海洋牧场建设带动海洋食
品、海洋装备等发展，由“一条
鱼”牵出“一条链”，推动产业从
种业创新到装备制造，从水产加
工到冷链物流，从产品研发到市
场营销，形成比较完备的一二三
产融合体系，延长产业链、提升
价值链、拓展利益链，不断提高
海产品附加值，打造海洋经济新
的增长点。

为争取开发区项目获批，烟
台上下齐心协力推进。

烟台市副市长梁勇说，“回
顾产业园建设和申报省级开发
区历程，我们坚决扛牢主体责
任，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实
行边规划、边建设，不等不靠推
进申报审批等工作，特别是省商
务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自然资源厅、省海洋局
等省直部门，为我们的工作进行
了科学的指导，真正形成了同心
同向、闯关夺隘的强大合力，实
现了在解放思想敢闯敢试中‘谋
新局、开新路’，在凝心聚力攻坚
克难中‘变不可能为可能’。”

烟台市委常委、秘书长，长
岛综合试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
会主任于锋说，今年6月建设海
上园区构想提出以来，烟台市和
长岛综试区坚持边规划、边建
设、边招商、边运营，仅用不到6

个月就从探索性谋划阶段迈入
实质性建设阶段、不到3个月就
走完了申报省级开发区的全部
程序，此次会议推介项目投资总
额近120亿元、初步意向投资额40
多亿元。半年时间取得如此丰硕
成果，刷新了“山东速度”、创造
了“烟台纪录”。

长岛作为全省海洋生态文
明综合试验区，正在抢抓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重大机遇，加快创
建首个海洋类国家公园和国际
零碳岛。“长岛将统筹推进建设
海洋经济开发区与创建长岛国
家公园有机衔接、相互促进。”长
岛综合试验区工委副书记、管委
会专职副主任李明涛说。

长岛模式，得天独厚

“长岛作为山东省海洋生态
文明综合试验区，具备得天独厚
的优势。”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
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于振江说。

长岛自然条件优越，拥有
187 . 8公里海岸线、3541平方公里
海域，水深流大、气候温和，适合
大规模布设深远海养殖设施。五
年来，长岛已累计投入资金16 . 5
亿元，已建设省级以上海洋牧场
示范区14处、面积15 . 7万亩，投用
深水大型智能养殖网箱13座、养
殖水体100万立方米，养殖网箱
体量和技术装备水平走在了全
国全省前列。拥有151个岛屿，园
区周边任何方位都有临近岛屿
提供码头停靠、物料运输、物资
补给、应急避险等服务。集中打
造了装备制造和养殖运营的龙
头企业，中集来福士自主研发的
大型智能网箱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培育了经海渔业、烟台天安、
长岛弘祥等领军企业。

“从省委提出‘海上粮仓’建
设到海洋牧场的建设，我们一直

在实践尝试。山东的海洋牧场建
设看烟台，烟台的海洋牧场建设
看长岛。我们一直在先行先试。”
长岛南隍城乡南隍城村党支部
书记李盛平说，“从2020年开始，
我们就一直在向深远海养殖进
行迈步探索。”近年来，长岛依托
海洋牧场建设，逐步探索出“海
工+牧场”联动模式、“大渔带小
渔”共惠模式、“近远海接力养
殖”模式，摸索出一个全省乃至
全国可复制、可推广的海洋牧场
建设“长岛模式”。

“长岛‘蓝色粮仓’海洋经
济开发区的成立让我们后续发
展的动力更足。经过我们前三
年的努力，已经在长岛的北部
南隍城海域建设了全国最大的
深远海养殖区。我们也希望借
助开发区的成立为我们后续扩
大产能以及延续产业链、塑造
品牌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帮助。”
烟台经海海洋渔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郭福元说。

山东海洋经济总量稳居全
国第二，国家级海洋牧场占到全
国的近40%。建设长岛“蓝色粮
仓”海洋经济开发区对于推动山
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对于促进海洋产业升级
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提升山东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水平具有重要
意义。

于振江说，未来长岛高质量
发展的优势依旧在海洋、潜力依
旧在海洋，以长岛海洋牧场为依
托打造海洋经济开发区，能够进
一步补齐长岛陆域发展空间不
足的问题，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产业配套能力，扬长避短、
吸纳资源，持续推动长岛自身实
现赶超进位和更高层级的发展，
为全市乃至全省现代海水养殖
业设施化、园区化、产业化建设
提供新路径、新方案。

重大机遇，有益探索

长岛综合试验区以试验为
名、因试验立身，“蓝色粮仓”海
洋经济开发区正是长岛先行先
试的重要成果，具有首创性和引
领性。开发区在产业培育上涵盖
海洋经济15个产业门类中的12
个，成为创新实施经略海洋战略
的综合性抓手。

“这是继综试区建设设立、建
设国家公园、创建国际零碳岛之
后，长岛发展迎来的又一次重大
机遇，大家倍感光荣也深感责任
重大、任务艰巨。”长岛综合试验
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专职副主
任李明涛说，“我们有基础、有信
心、有决心担负起这一重要任务，
通过积极的探索努力，打造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示
范区、加快海洋牧场建设的引领
区、吸纳各种资源的集聚区。”

“在烟台长岛设立‘蓝色粮
仓’海洋经济开发区意义重大、影
响深远。可用‘首、特、新’三个关
键词来解读。”山东工商学院自贸
区研究院副院长高延君说，“首”
体现在全国首个，是贯彻落实“经
略海洋”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
践，是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的有
益探索，为全国各地高效利用海
洋资源、放大海洋优势蹚路子、作
示范。“特”体现在海洋特色，专门
聚焦170平方公里的海域做文章，
建设海洋牧场、“蓝色粮仓”，更有
利于塑造海洋特色品牌，形成与
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的叠加
效应。“新”体现在“海洋＋经济开
发区”模式，用打造经济园区的思
路建设海洋专属开发区，有助于
整体谋划、立体建设、全要素配
套，提升了建设效率的同时，延展
了产业链、提升了价值链，实现效
益的最大化、生态保护的最优化。

本报烟台 1 2 月 1 9 日讯
（记者 张琪 李楠楠 于
洋） 1 2月 1 9日，山东长岛

“蓝色粮仓”海洋经济开发区
成立暨招商推介会在烟台举
行，全国首个海上经济开发
区就此揭开“面纱”。此举是
经略海洋的重大机制创新，
标志着园区从筹建阶段进入
实质推进阶段。

何以落地长岛？记者从会
上获悉，长岛作为山东唯一一
个海洋生态文明综试区，自然
条件优越、海洋资源富集、产业
基础良好，建立海洋经济开发
区能够全面整合各类优势资
源，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引领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
代化海洋新经济。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考察时强调，海洋经济
发展前途无量。建设海洋强国，
必须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
洋、经略海洋。今年4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
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
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
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
仓”。近年来，烟台市扎实推进
以长岛海域为重点的海洋牧场
建设，海洋牧场总面积突破140
万亩，初步形成了海洋牧场建
设“全国看山东、山东看烟台、
烟台看长岛”的发展格局。

“长岛是省级海洋生态文
明综合试验区，肩负着先行先
试的重要使命。立足长岛良好
的自然条件、丰富的海洋资
源，我们谋划在长岛建设省级

‘蓝色粮仓’海洋经济开发区
推动全省现代农业向纵深发
展，探索海洋经济发展新路
径。”烟台市委副书记、市长
郑德雁说，“我们将致力于建
设深远海养殖的示范区、链条
完整的产业园区、绿色低碳环
保的生态园区、数字智能引领
的样板园区和协同联动发展
的开放园区，打造海洋经济发
展的新模式、新范例。”

“这是我省第140家省级以
上经济开发区，也是全国首个
海上经济开发区。这是贯彻落
实‘经略海洋’重要指示要求的
生动实践，是推进山东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具
体举措，也是深化开发区管理
制度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
益探索。”山东省商务厅厅长陈
飞说。

据悉，山东长岛“蓝色粮
仓”海洋经济开发区面积包括
南、北隍城岛东部海域170平
方公里。未来，这里将努力建
设成为全国全省绿色低碳环
保的生态园区，打造全国海岛
保护与开发的示范样板，争创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

未来，长岛“蓝色粮仓”海
洋经济开发区将按照“1+N”
布局产业，“1”即海上养殖区，

“N”即多个产业配套基地，力
争到2026年，实现水产品产量
16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40亿
元。到2035年，实现水产品产
量4 3万吨、渔业经济总产值
110亿元。

长岛闯海启新程
——— 全国首个海上经济开发区诞生记

“走不死的长岛路，难不倒的长岛人。我们愿与各位一道，共同争做新时代的‘闯海人’。”12月19日，烟台市委常委、秘书长，长岛综合试
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于锋在山东长岛“蓝色粮仓”海洋经济开发区成立暨招商推介会现场的一番话，引起与会会者的共鸣。

全国首个海上经济开发区的诞生背后，是长岛得天独厚优势的凸显，是烟台变不可能为可能的魄力彰显，更是向海图强强“山东速度”的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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