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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人民日报任仲平文章

党纪学习教育

打造“蓝色粮仓”，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树立大食物观”指示精神，坚持既向
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的题中应有
之义。

多年以来，青岛在养殖技术突破、养殖品
种开拓和养殖模式变革方面一直是“带头
者”，引领了我国藻、虾、贝、鱼、参五次海水养
殖浪潮，正加快推动以深远海养殖为代表的
第六次海水养殖浪潮兴起。

从某些数据上来看，青岛的海洋渔业，即
海洋一产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2023 年，青
岛海洋一、二、三产业比重为 3∶43.4∶53.6，海
洋渔业的占比并不大。当年，青岛水产品产
量完成103.2万吨，渔业产值244.6亿元，分别
增长 3.9%和 4.4%，落后于威海（水产品产量
328.4万吨，渔业产值465亿元）、烟台（水产品
产量193.08万吨，渔业产值373.54亿元）等城

市。这是由青岛近岸养殖空间逐步压缩以及
深远海养殖暂未形成规模化等多方面原因造
成的。

青岛海洋渔业的发展现状告诉我们，未
来若能在深远海开辟更加广阔的养殖空间，
降低养殖成本，则可以通过规模效应带动海
洋渔业产值倍增。但换个角度来说，不刻意
追求规模而讲求效益，在养殖技术、养殖品种
等领域深耕，青岛海洋渔业同样大有可为。

“蓝色粮仓”挺进深远海，打通创新链和
产业链两个链条，目标就是建设信息化、智能
化的全国渔业现代化示范样本。

陆域、近海养殖现代化

向海洋要食物，都是由近及远、循序渐进
的。在海水养殖方面，从陆域、近海养殖走向
深远海；在海洋捕捞方面，从近海捕捞向远洋
捕捞拓展。自 1986 年我国以法律形式确立

“以养为主”的发展方针以来，水产养殖规模
逐渐扩大，1990年，我国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
过捕捞产量，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产量超过
捕捞产量的国家。2023 年，我国养殖产量占

水产品总产量的82%。
在水产养殖中，海水养殖是重要组成部

分。目前，我国海水养殖主要包括陆基工厂
化、岸带池塘、近海和深远海养殖等模式。
而青岛在水产养殖、海水养殖相关领域多有
布局，诸多举措很有示范性。例如，青岛瑞
滋、卓越在西海岸新区琅琊镇打造占地面积
80亩的现代化种业集聚区，建设多楼层立体
海水生产车间，推动参、虾“上楼”；七彩种业
运用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技术繁育墨瑞鳕等
高端鱼类苗种，被作为现代设施渔业典型案
例在全国现代设施农业建设推进会上集中
观摩。

上述案例是青岛陆域养殖的一些代表性
探索，目的是着力提升水产养殖的集约化、现
代化水平。因为近年来，青岛陆地、近岸养殖
空间的逐步压缩、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渔业产
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面对困境，青岛一方
面需要提升陆域养殖水平，由传统的大规模
陆基养殖向陆基集约化转变，另一方面，则必
须积极拓展养殖区域，增加海域养殖空间。

海洋牧场是实现海水养殖从近岸走向离
岸（集中在近海）的一种模式。一般而言，海
洋牧场是指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礁、增殖

放流等措施，构建或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
长、索饵或避敌所需的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
源，改善海域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
利用的渔业模式。以海为田，建设海洋牧场，
构筑“蓝色粮仓”，是我国几代海洋科学家的
构思和梦想。青岛是我国最早提出海洋牧场
理念的城市，也是我国较早推进海洋牧场规
模化发展的城市。近年来，青岛将海洋牧场
建设作为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一极深化
布局，耕海牧渔走在了国内前列。

经多年发展，青岛在建海洋牧场达27处，
其中 21处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位
居全国第二，约占全国总量的八分之一。当
前，青岛正进一步推动海洋牧场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促进苗种繁育、渔业增养殖、水产
加工、休闲渔业等全链条产业开发，努力建设
更具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的“蓝色粮仓”。

打造深远海“蓝色粮仓”

海洋牧场的兴起与我国海洋资源环境现
状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气
候变化， （下转第十一版）

挺进深远海，“蓝色粮仓”更加丰盈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事关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事关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事关国家长
治久安。

召开全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
作视频会议、发布《青岛市青年人才集聚三年

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出台新一轮就
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密集开展“校企对接”

“壮链强企”“国聘行动”“民企专场”等招聘
活动……最近一段时间，青岛持续强化就业
优先导向，围绕抓好就业这个民生头等大事
频出实招、硬招，千方百计促就业，不断满足
人们“能就业、好就业、就好业”的美好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
命”。如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需要全社
会做好的一道必答题。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劳动
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
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促进就业质的有效提
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增强广大劳动者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根本途径在发
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应对新
时代新征程的就业问题，需要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中开拓高质量就业空间，提高发展的就
业带动力。当前，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加快
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

产力，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
培育壮大、未来产业超前布局，产业支撑不断
强化，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也在不断增量扩
容。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我们要持续打
好减负、稳岗、扩就业政策“组合拳”，支持吸
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和企业加快发展。同
时，不断开发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
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
大“就业蓄水池”。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关键在于抓住重
点群体。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
体就业工作， （下转第十一版）

抓好民生头等大事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本报评论员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随着党纪学习教育深入开展，全
市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贯彻《中国
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贯穿始
终，抓好以训助学，持续加强《条
例》解读和培训，引导党员干部
不断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
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坚定扛牢

“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
“工会组织是党领导的群众

组织，也是政治组织。我们要深
刻领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
要意义，以严明的纪律护航党的
工会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学规
明纪 知规践行”主题纪律党课
上，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潘思晓说。市总工会党组
在做好党员集中培训、警示教育
和理解运用的基础上，围绕学习
养廉、案例警廉、排查助廉、谈话
促廉、家风倡廉和阵地育廉六方
面，集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月”
活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防线，以实干实绩“打
头阵、当先锋”。

“小岚微课堂开讲啦，今天
我们一起来学习《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近日，即墨区
段泊岚镇开展“学党规党纪，扬
清风正气”志愿服务活动，76名

“段小岚”党员志愿服务队成员，
深入包联的村庄和企业党支部，
结合实际案例，用基层群众能听
懂、易理解的语言，围绕《条例》
进行专题宣讲，通过开展“家门口的学习”，让党纪
学习教育更接地气、更有实效。

“村（社区）是为民服务的第一线，通过学习，
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肩负的使命，工作中要深入
理解、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做到遵规守纪、担当作
为。”胶州市铺集镇崔家河村党支部书记刘志强
说。崔家河村将《条例》作为周例会、“主题党
日+”、党员大会等活动的必学科目，通过“周周
学、月月学、送学上门”的多元化方式推动党纪学
习教育全覆盖， （下转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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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上午，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
易中心正式开园。作为全国首个获批的国家级香
辛料省部共建市场，唯一获海关总署批复的香辛
料技术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上合国际绿色农
产品博览交易中心建设辣椒综合商贸、花卉贸易、
香料市场和商业配套等板块，布局实体园区、产业
互联网平台、新零售平台，助力农产品以更低成本
进入国际市场。当日，27 家产业链、供应链和金
融合作企业集中入驻签约。

布设实体园区、产业互联网
平台、新零售平台

上合组织国家农产品贸易额占全球的十分之
一，近年来，上合组织国家间农产品交易数量和品
种持续攀升，自 2023 年以来，我国新增上合组织
国家农产品准入进口的种类达31种，亟需一个国
际化交易平台匹配市场拓展。上合国际绿色农产
品博览交易中心由上合控股集团建设运营，布局
实体园区、产业互联网平台、新零售平台，构建集
商品交易、现代金融、仓储物流、科技研发、精深加
工、展示营销、产业文旅、企业孵化等于一体的国
际农产品产业生态。

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易中心总经理李
百恩介绍，交易中心的实体园区分三期建设，当日开
园的一期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主要包括辣椒交易
中心、冷链仓储、综合配套区等。（下转第十一版）

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
博览交易中心开园

系全国首个国家级香辛料
省部共建市场，建设辣椒商贸、
花卉贸易、香料市场等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萌

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5

青岛各级党组织
持续抓好以训助学，
激励引导党员干部
以实干实绩“打头阵、
当先锋”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卷中，改革

开放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件。
4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作出改革开放的关

键抉择。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崭新局面。

如今，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上，又将矗立起新的里程碑——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将于 7月 15日至 18日在北京召
开，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作出战略部署。

历史，必将在新的伟大变革中迸发出更加
澎湃的力量。

九万里风鹏正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以伟大
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
智慧，掀起全面深化改革的春江大潮

珠江入海口，是为伶仃洋，潮起潮落，风起

云涌。
6月30日，全长约24公里的超级工程——

深中通道正式通车，跨越伶仃洋、连接东西岸，
为当今世界最大湾区之一的粤港澳大湾区注
入发展新动力。

放眼珠江两岸，正是在这里，炸响了改革
开放的“开山第一炮”，吹响了新时代改革再出
发的嘹亮号角。

2012 年 12 月，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0 多
天的习近平首次出京考察，便前往深圳、珠
海、佛山、广州，到在我国改革开放中得风气
之先的地方，现场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一个宣示振聋发聩：“改革不停顿、开
放不止步”。

4 个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历史性决
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深化
改革问题并作出决定。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
任全会文件起草组组长。

历经 200个日日夜夜，在文件起草组上报
的每一稿上，习近平总书记都逐字逐句审阅，
倾注了大量心血，高瞻远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等重大论断。总书记旗帜鲜明表示“如

果做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决定，那还不如不做”。
2013 年 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以2万多字的篇幅，一揽子推出15个
领域、336项改革举措。

这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中篇幅
最长的决定文件，将改革全面扩展深化至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国
防和军队等各个领域，绘就了有史以来最全面
最系统最深入的改革蓝图。

越是恢弘的改革蓝图，越需要改革者的勇
毅与担当。

“攻坚期和深水区”——这是新时代改革
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习近平总书记
形容，“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
硬骨头”，必须“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为了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
习近平总书记既举旗定向又细致指导，既领衔
挂帅又作战出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在党中央首次
设置专司改革工作的领导机构。从中央深改
领导小组到中央深改委，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
持召开72次会议，研究审议每一项重要改革方

案，提出重大改革议题、部署重大改革任务，关
键环节亲自协调、落实情况亲自督察。

2018 年，一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战
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拉开大幕。

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统筹进行党中央部
门和国务院机构的重大改革，是对国家治理体
系进行系统性重塑的集中行动。

短短一年多时间，调整80多个中央和国家
机关部门、直属单位，核减21个部级机构，仅在
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就涉及180多万人……涉
及范围之广、触及利益之深，让海外媒体直呼

“力度空前”“出乎预料”。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要动奶酪的、

是要触动利益的、也是真刀真枪的，是需要拿
出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的。”习近平总书记
态度坚决。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改革深水区
绕不开、躲不过，必须愈难愈进、勇往直前。

军队改革打破长期实行的四总部制，正师
级以上机构减少200多个，人员精简三分之一；
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为长达 24年的国地税
分设局面画上句号，3.4 万个机构被撤销，2 万
多名干部由正职转为副职；（下转第三版）

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
——写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

■7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开始
举行，将科学谋划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这既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时代新篇

■立足关键时期，用好重要法宝，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历史
自信、把握历史主动，号召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展现了以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中国式现代化广阔前景的坚强决心

立足关键时期，用好重要法宝

8个新兴产业专业园区：激发招引“磁石效应” ■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