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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0月26日讯 10月26日，青岛
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殷世逸做
客民生在线，围绕“加快引领型现代海洋
城市建设”主题，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殷世逸表示，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是青
岛重点打造的“六个城市”之一。今年以
来，青岛立足海洋发展实际，牵头研究制
定了《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五年规划》和《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
洋城市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进海洋科
技、海洋产业、航运贸易金融、海洋生态、
海洋国际事务交流等“五个中心”建设，打
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前三季度，青岛
海洋生产总值预计增长9%以上。88个海
洋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80.8亿元，达到年
度计划的119.2%，开工在建率达到92%以
上。海洋领域新签约项目121个，计划总
投资1099.5亿元，其中百亿元以上项目2
个，海洋经济蓝色引擎作用不断凸显。

三方面举措推进建设

殷世逸介绍，青岛近期将通过三方

面举措推进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一是加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深
入落实“海洋15条”等政策，坚持把重大
项目作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强引擎”和

“硬支撑”，滚动推进2023年要重点推动
的总投资 2000 亿元的 90 个海洋重点项
目。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装备，深
入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统筹海洋
能源开发利用，培育打造一批现代海洋
产业集群。

二是聚力推进海洋创新平台建设。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目标，完善中国
海洋工程研究院（青岛）领导管理机制，
推动部、省、市共建“国家深海三大平
台”，推动中国蓝色种业研究院（青岛）尽
快落地运营，营造产学研协同创新的良
好生态。

三是切实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加大
胶州湾保护力度，探索推进胶州湾局部
实验性清淤工作。加强海域海岛海岸线
精细化管理，实施“蓝色海湾”整治行动，
加快推动自然碳汇交易中心（山东）建
设，提升海洋环境预警监测能力，坚决打
好浒苔处置“主动仗”，提高海洋灾害应
急处置水平。

挺进深远海，耕牧新粮仓

今年，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
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在青岛交付运

营，65 吨高品质工船大黄鱼起捕；青岛
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继 2021 年
首次深远海规模化养殖虹鳟取得成功
后，实现全球首次低纬度养殖大西洋鲑
获得丰收，标志着试验区实现规模养殖
常态化、养殖品种多样化。

针对网友关注的青岛深远海养殖方
面的未来发展，殷世逸回复称，青岛正多
措并举推动海洋渔业“挺进深远海，耕牧
新粮仓”。在政策支持方面，将养殖工船
等深远海养殖装备建设纳入《青岛市支
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15条政策》补助
范围，对载重5000吨以上的大型养殖工
船，按照不超过总造价 15%的标准给予
补助；对包围水体 5 万立方米以上桁架
类大型养殖装备，同农业农村部标准等
额给予补助。在强化创新方面，正在研
究制定《关于推进深远海养殖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围绕养殖、装备、产业监管、
服务、保障等，全产业链布局推进养殖工
船和大型智能网箱等深远海养殖产业创
新发展，规划设计绿色、高标准的陆基养
殖配套产业园区，协同实施深远海绿色
养殖关键技术研发，抢占全球深远海养
殖技术发展新高地。

一批海洋主题博物馆建成

针对网友提出的研发浒苔处置装备
的建议，殷世逸说，青岛近年来不断创新

处置装备与处置模式。在打捞工具装备
上，实现了从手抄网、耙子等传统清理工具
到攻兜网、浮拖网、自动打捞机械等专业化
工具装备的转变。“海状元”系列浒苔处置
平台、“海河”系列浒苔自动打捞装备已常
态化应用到浒苔打捞作业中。未来，将会
同有关部门持续支持浒苔绿潮处置装备的
研发和利用。

针对网友关心的规划建设海洋博物
馆问题，殷世逸表示，青岛依托丰富的海
洋科技资源和人文积淀，按照政府主导、
社会参会、市场运作的有效模式，一批海
洋主题博物馆陆续建成或正在加快建设
中。例如，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的贝壳博
物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以贝壳及其衍生物
为特色的博物馆，也是国家级海洋科普教
育基地。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国家海洋考
古博物馆集收藏、研究、保护、展示、公共
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是由国家文物局
直接管理、全省首家“国字号”海洋考古博
物馆。下一步，将会同市文旅部门和相关
区市进一步加大海洋科普教育、文化旅游
类项目的策划和招引，争取更多的优质项
目落地建设。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记者 李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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