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经济潮头正劲迈向深蓝

度深 2023年6月7日 星期三ShenDu

3

责任编辑：丁中明 编辑：何慧慧 电话：88307176

东濒黄海，临海凭风。海陆
交汇赋予了盐城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盐城市管辖海域面积
1.89 万平方千米，海岸线长 582
千米，沿海滩涂面积4550平方千
米，海洋资源十分丰富。

当下正是蓝色海岸的“黄金
时代”。6 月 8 日是第十五个世
界海洋日和第十六个全国海洋
宣传日，今年活动主题是“保护
海洋生态系统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

近年来，盐城市抢抓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海洋强省建设、淮
河经济带建设等战略机遇，坚持
陆海统筹发展理念，持续优化海
洋经济发展空间，加快构建现代
海洋经济发展体系，全市
海洋经济逐步成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 和 新 兴 增 长 引
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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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545台悦达起亚汽车在盐
城港大丰港区滚装码头装船启航，发
运至中东、亚太、中南美等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盐城港集团积极响应构
建新发展格局，打造淮河出海门户，
围绕“高质量、大融合、上水平”三大
要求，奋力谱写争创世界一流港口新
篇章。

港口贸易突飞猛进是盐城海洋经
济劈浪前行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
市积极抢抓新一轮江苏沿海高质量发
展机遇，着力做大做强海洋新能源等
海洋新兴产业，积极推进海洋经济示
范区建设，全市海洋经济持续保持较
快发展的良好态势。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供数据显示，
全市海洋经济生产总值从2015年的
914亿元增长到2022年超过1400亿
元，占GDP比重约20%，占全省海洋
生产总值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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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绿能港”累
计接卸 LNG 总量突破 100

万吨。这些漂洋过海而至的液化天然
气，最终将通过天然气管网和往来穿
梭的槽车输送至华东地区，有效提升
该地区清洁能源的供应保障能力。

2022年9月26日，总投资130亿
元的中海油“绿能港”一期工程投入运
营。目前一期扩建工程正在加快建
设，并积极规划推动二期项目，计划再

建设10座27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
罐。建成后，这里将成为年处理能力
达2000万吨的国家级液化天然气接
收储运中心。

涉海产业园区加快建设。我市探
索滨海湿地、滩涂等资源综合保护与
利用新模式，加快推进国家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黄海新区
建设，中海油“绿能港”LNG接收站一
期工程正式投产，上海电气风电装备
等一批10亿元以上项目相继开工。
东台海洋工程特种装备产业园、盐城
新能源淡化海水产业示范园等省级海
洋经济创新示范园区加快建设。

海洋创新载体加快集聚。全市涉
海产业领域先后建成省级以上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近40
家，组建中国科学院东台滩涂研究院
等科研基地30多个，金风科技国家风
电实验室和华能海上风电技术研发中
心建成运行。全省首家海上风电装备
产业计量测试中心落户，省沿海可再
生能源技术创新中心加快建设，启动
海上漂浮式光伏、远海大功率风电机
组等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驻盐高校和
科研院所成立涉海相关产业学院，建
成盐城海洋职业学校、盐城师范学院
湿地学院、盐城工学院海洋与生物工
程学院。

打造“海上粮仓”，为渔业高质量发展拓出新空间；
海上风电场建设和风电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迅速、领跑
全国；明月海藻、赐百年螺旋藻、浩瑞生物等一批海洋生
物项目，有力推进全市海洋生物产业发展；港口物流、滨
海旅游等涉海服务企业加快发展……

在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上，盐城依托海洋资源禀
赋，提质发展海洋制造业，转型发展海洋渔农业，升级发
展海洋服务业，推动全市海洋经济高端化、集群化、绿色
化发展。

追光逐风，盐城风景无限。海上风电场建设和风电
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迅速、领跑全国，远景能源、金风科
技、上海电气、中车电机等全国风电产业领军企业在
盐城都有生产基地。全市建成海上风电场23个，
装机容量554万千瓦。2022年全市风力发电
222亿度，同比增长17.6%，占盐城市用电量的
49.5%。

海工装备特色产业加快发展，以风力发
电场建设带动风电设备产业发展，着力打造
风电产业全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全市布局
大丰、射阳、东台、阜宁等一批风电装备产业园
区。产业链上整机制造集聚了金风科技、远景
能源、上海电气等企业，实现整机产能2300台
（套）/年；叶片制造汇集了玻璃钢研究院、中材科
技、株洲时代新材等企业商，实现叶片产能6900片/
年；塔筒、导管架及内置件制造落户了长风海工、上海泰
胜、海工能源等企业，实现产能54万吨/年。2022年，
39家规上风电装备企业实现开票收入206亿元。

在距离滨海港45公里的黄海上，矗立着一座现代
化的海上城堡。2022年，陶湾海洋牧场建成投产，被农
业农村部认定为第八批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完成
一期投资4.2亿元，已建成“智能网箱+休闲”的多功能
综合管理休闲平台、人工鱼礁等附属设施，主要养殖大
黄鱼、海鲈、黑鲪等高价值海产品，致力打造华东地区优
质的海产品供应基地。

空中俯瞰黄海新区翻身河渔港升级改造项目现场，
忙碌的大型工程车辆往来不停。该项目总投资15亿
元，改造后水域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泊位74个，可
紧急停靠270马力以上渔船约1000艘，打造集现代海
洋渔业、渔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旅游美食、乡村振兴于
一体的示范基地。黄沙港中心渔港改造工程已批准
立项，总投资70亿元，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的现代化渔
港。

盐碱地长出“营养黄金”。去年，条子泥垦区500
亩藜麦喜获丰收，华东地区面积最大，平均亩产120公
斤，亩收入2400元，成功实现了国内东部地区首次藜麦
规模化种植，已达国内领先水平。在江苏沿海中重度盐
碱、高湿地区大面积种植成功还是首次。

在发展深蓝经济的同时，盐城秉承生态发展的理
念，一直致力海洋生态环境的提升和保护。科学开发海
洋资源，强化自然岸线保护和修复，建设美丽海湾……
海洋生态系统日渐向好，为盐城海洋经济发展带来了一
波波红利。

盐城强化陆源污染物入海排放监管，实施近岸海域
污染物削减重点工作，近岸海域优良海水面积比例

86.9%，改善幅度全省第一。扎实推进湿地保护修
复工程，落地全省首笔湿地修复蓝色碳汇质

押贷款，黄海湿地生态修复入选“生物多
样性100+全球特别推荐案例”，东台条
子泥获评国家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成
功创成国际湿地城市、国家生态文
明建设示范区。

2022年，全市修复退化湿地面
积3.37万亩，位列全省第一；全省
率先建立野生动物保护联席机制；
全国首个海岸带遗产地生态修复项
目加快实施，获得中央财政3亿元的

支持，2023年底将全部完成。生物多样
性愈加丰富，全市现记录鸟类达436种，

占全国鸟类种类的30.17%。
沿海旅游，亮点频频。我市不断擦亮“世界自然遗

产”和“国际湿地城市”两张国际名片，努力做好世界遗
产地后半篇文章，大力发展旅游新业态，做足“海文章”，
为海洋经济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射阳黄沙港积极做大渔港经济，建成渔港会客厅、
海鲜大卖场、鱼眼看世界等新业态，吸引市内外游客。
世遗效应不断放大，去条子泥观鸟，到黄海森林公园

“森”呼吸等黄海湿地特色旅游备受追捧。大丰荷兰花
海、响水网红海滩等吸睛又吸金。2022年，全年共接待

海内外游客2574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285亿元，旅

游外汇收入2463万美
元。

天蓝海阔，澎
湃逐浪。盐城将
坚定不移向海进
军，用好资源禀
赋，打造彰显国际
湿地特色的海洋中

心城市和东部沿海地
区海洋经济发展新高地，

继续书写奋发向上的蓝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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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产业”高歌猛进深耕蓝海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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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江苏长风海洋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盐城港风电母港盐城港风电母港

江苏明月海洋生物产业园江苏明月海洋生物产业园

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海水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