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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撤市设区七年来，即墨区海洋
发展局强化经略海洋意识，主动服务和
融入海洋新发展格局，加快海洋产业培
育发展，推动渔业转型升级，强化海洋综
合管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推动海洋经
济实现更高发展质量。

致力于厚植营商沃土
海洋经济稳步发展

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增强。坚持“陆
海统筹、全域皆蓝”，完善“5+4+3”海洋
经济发展体系，培育发展海洋新兴产
业，激活海洋科技创新动能，经济指标
稳步增长，2024 年全区涉海规上企业
200 余家，上半年海洋生产总值达 345
亿元，同比增长 7.7%。营商服务环境不
断优化。今年以来，即墨区海洋发展局
全面梳理各级支持海洋经济发展 10 个
专项 122 条政策，编制惠企政策一本
通，让企业“一站式”了解涉海惠企政
策；从企业信息库中匹配目标企业，变

“人找政策”为“政策找人”，助力企业获
取上级涉海专项资金、奖励补贴等红
利，6 家涉海企业成功获评青岛市高成
长性海洋企业；在开展“三走”活动工作
中，局党组成员带头“走上去”对接争
取，打通中电建项目用海审批路径，全
力服务海上光伏项目落地。带队“走进
去”走访、服务企业，协调解决问题诉
求；强化要素保障服务，积极对接发改、
自然资源等部门，为相关项目协调解决
用地、用海手续和备案等问题，保障项
目顺利开工建设。重点项目签约落地
成果颇丰。构建“精准招商+园区承
载+项目落地”服务体系，助推涉海项
目“早签约、早落地、早投产”；绘制海洋
新能源招商手册，开展精准招商，推动
项目签约；加快海洋高端装备、海洋新
能源等产业园区建设，推动女岛临港产
业园等已建园区开展优质企业招引，形
成涉海专业园区集聚效应，助推企业做
大做强；41 个项目入列 2024 年青岛市
海洋重点项目，入选项目数量创新高，
年度计划投资总量居全市前列。

致力于海洋领域创新
改革创新经验日趋丰富

海洋领域改革创新不断深化。探索
实施海域使用权招拍挂，首批13宗海域
使用权总出让金超2亿元，推动“蓝色国
土”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探索建立海洋科
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统计核算新体
系，相关经验被推荐至自然资源部；省五
经普试点通过专家验收，为全省开展海
洋及相关产业统计调查工作提供试点经
验和实践基础。海洋科技产创融合效果
显著。搭建国家海洋技术转移中心等科
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加强“科创荟”服
务品牌建设，促进成果供需精准匹配，加
速科研成果就地转化；支持崂山实验室、
国家深海基地、山东大学（青岛）等高校
科研院所与本土企业共建联合创新平
台，推动科技资源与产业深度融合；吸引
集聚国内国际领先海洋人才，助力5人成
功入选青岛市现代海洋英才，3名人才及
依托单位成功申报省级重点人才工程蓝
色人才专项，实现了即墨区在蓝色人才
专项评选的新突破。

致力于渔业转型升级
现代渔业发展成效显著

海洋牧场建设提质升级。国信海
洋牧场完成投放人工鱼礁 6.7 万空方，
涵养海洋渔业资源，优化海域生态环
境；利用大管岛融海岛基型海洋牧场

“蓝谷一号”海上多功能平台，对海洋牧
场监测、预警、决策等，打造全国沿岸测
试场网络。水产种质产业发展稳步推
进。依托中国海洋大学、省海洋科学研
究院等科研院所，实施“蓝色良种”培育
工程，为即墨区水产种业“强芯”，规划
建设蓝色种业产业园，争取纳入青岛蓝
色种业研究院“一园区”规划布局；推动
科研院企技术合作，将适合即墨区气
候、海水条件的“黄海六号”对虾、“黄选
一号”三疣梭子蟹等优质水产品种及科
技成果在当地转化推广，为高水平建设

“海上粮仓”提供了良种保障。渔业资
源养护力度持续改善。在全区范围内
开展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查，为推动水
产养殖种质资源有序开发利用提供数
据支撑；积极开展增殖放流工作，2018

年以来，放流虾蟹等优质苗种约 9.3 亿
单位，渔业资源得到有效养护。渔业品
质和品牌创建有所斩获。深挖优质品
牌资源，指导企业开展品牌申报，即墨
区渔业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国信“裕鲜舫”大黄鱼品牌入选国家级

“特质农品”名录，“神汤沟牡蛎”“即墨
海参”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即
墨海参”成为青岛市唯一入选全国“乡村
振兴地标产品展示”平台的地标产品。

致力于海洋生态优化
海洋资源保护利用更有力

海域海岛监管能力持续强化。构建
“陆、海、岛”三维一体的执法巡查模式，
强化网格化、精细化执法监管，实行陆
域、海域多频次、高密度巡查，及时清理
非法养殖，恢复海域原状，打击违法占用
海域行为。海洋灾害防御综合能力持续
提升。采取重点海域拦截、海上打捞、到
岸处置的“三线”作业方式开展浒苔灾害
应急处置，有效降低了浒苔灾害对近岸
海洋环境的影响；组织实施即墨区海洋
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完成致灾孕灾要素

调查、海洋灾害重点隐患调查、海洋灾害风
险评估与区划等工作；长期以来，始终坚持
未雨绸缪，密切关注并转发风暴潮、海浪、
海啸和海冰等灾害预警信息，为沿海企业
和渔民减少灾害损失，拉好“警戒线”，筑牢

“防浪堤”。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积极
配合上级业务部门进行生态恢复岸线认
定，严控自然岸线保有率管控目标；落实自
然岸线占补平衡制度，依法依规严格限制
项目占用自然岸线。鳌山湾海洋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成功申报 2025 年度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项目，积极争取国家资金支持，打造
蓝谷滨海黄金岸线。

致力于行业平安建设
渔业安全生产监管稳中有进

持续强化海上安全生产管理。落实渔
船三级包保责任制，实行包保人和协管员
双监管模式，坚持短信、微信群信息预警双
保险；遵循“查违规必查安全”原则，加大海
上执法巡查力度，常态化清理整治“三无”
船舶；在渔船检验过程中，开展“上门年审”
服务活动，严格检验救生、消防、通导终端
等设备，守好渔民安全防线；推进渔船减船
转产工作，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
持续强化“依港管船”监管能力。利用卫星
定位、AI识别、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在
即墨区 8处渔港、10个停泊点规划建设渔
港智慧化监管系统，加强对渔港及港内渔
船进行实时监控与管理，提升“依港管船”
水平。目前，已完成项目基础施工。持续
强化水产品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建立水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平台，形成以生产经
营主体为核心，融合监管、监测、执法、合格
证管理的完整信息链、业务链；开展水产品
质量安全专项检查和水产养殖产品抽样检
测，对发现使用违禁药物行为，依法进行查
处；联合公安、农业农村、市场监督管理等
部门开展联合执法，组织开展专题培训宣
传活动，不断增强水产养殖生产主体的质
量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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