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经济总量偏小

连云港陆域7615平方公里、海域
7516平方公里。陆地和海洋面积差
不多，但两者发展差距较大：2021年，
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约1047.7亿元，占
全市GDP比重33.37%，占全省海洋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11.33%，特别是海洋
新兴产业规模和比重偏低。与其他沿
海城市相比，该市海洋经济总量偏小，
发展相对滞后。

海洋资源禀赋优越，又集沿海开
放城市、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
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中国（江
苏）自贸试验区等多项区位优势于一
身，为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江苏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
规划》提出，江苏海洋科技短板明显，
海洋领域产学研合作不够紧密，重点
海洋产业面临核心技术或关键零部件
供给不足挑战。“我市海洋生产总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全省最高，但从产
业结构看，传统海洋产业占比较大，海
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
仍是主导，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水利用
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电力业等新兴
产业规模不大，产品门类不多、附加值
不高，产业空间集聚力不足。”连云港
市科技局副局长李传志说。

“与传统产业相比，海洋新兴产业
对高新技术依赖性更强。”李传志说，
连云港在港口资源、海洋生物资源、海
洋信息资源等开发利用方面还不够充
分，科技创新的引领支撑作用有待进
一步加强，主要表现为涉海研发经费
投入比重较低，高层次创新平台载体
数量较少，科技成果转化能力有待提
高，海洋领域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
才不足，未能有效满足海洋资源开发
利用的创新需求。

“近年来，连云港逐步构建冶金、
石化等临港产业和新医药、新材料、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
业为主的主导产业体系。”连云港市
工信局副局长谭树林介绍，目前正在
紧紧围绕省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描绘
的宏伟蓝图，全力打造三大具有核心
竞争力、区域影响力和示范带动力的
千亿特色产业，即石化产业、医药产
业、新材料产业。

布局海洋科创平台

随着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中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连云港对海洋经
济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和深化。从
《连云港市“十四五”沿海发展规划》
中，不难看出连云港对那一片深蓝的
渴望和决心：到2025年，全市海洋经
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海洋经济发展
成效显著，国家现代海洋城市建设取
得阶段性重大进展。

相关专家表示，虽然连云港拥有
江苏海洋大学、716研究所等部分涉
海科研单位，在海洋科技领域取得了
一些成果，但总体上仍存在基础研究
薄弱、关键技术不强、创新人才不足等
问题。涉海企业自身技术力量薄弱，
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水平相对较低。产
学研合作深度不够，往往局限于短平
快项目，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不多。

去年4月召开的全省沿海发展座
谈会提出，全面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
力，布局一批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培育
一批海洋科技领军企业，培养一批海
洋高端人才，全力做好科技兴海文
章。在此背景下，连云港重点围绕海
洋资源开发领域开展技术创新中心筹
建工作，并在我省沿海三市中率先获
批建设技术创新中心。

今年8月20日，江苏省海洋资源
开发技术创新中心揭牌成立。连云区
副区长、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
中心负责人范占伟介绍，创新中心以连
云港海洋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为立足
点，围绕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装备技术、
海洋电子信息技术三大领域，为行业提
供“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产业孵化”服
务，目标是打造全国海洋科技成果的转
化基地和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铸
造我国海洋资源开发核心竞争力。

当天，连云港市政府还与中国船
舶科学研究中心签约共建深海技术科
学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江苏省海
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与4家海洋
高校院所、8家海洋科技创新企业签订
合作协议。以此为契机，连云港将进一
步加快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实
体化建设，推进太湖实验室连云港中心
合作共建，强化海洋科学技术攻关，努
力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

有“大树”也要有“小草”

有了这个“最强大脑”，未来连云
港发展“蓝色经济”将有什么“新打
法”？

机制创新是核心。江苏省海洋资
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根据定位和产业
发展方向，重点建设5个技术创新中
心、3个中试平台、一个实验室和一个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将构建各创
新链条价值共赢的创新机制。

“只有大树没有小草，不是良好生
态。”范占伟告诉记者，以往发展产业，
重招商轻培育，没有办法形成产业聚
集和产业生态。创新中心定位为海洋
科技应用研究机构，配合国家战略和
海洋产业发展需要，凝练创新需求，整
合创新资源，打通产业、科技、金融的
融通路径。创新中心与企业之间是合
作伙伴关系，服务好企业，从而吸引更
多优质海洋企业来连、留连，“让连云
港逐步成为适合海洋科技企业发展的

‘沃土’，这里不仅有‘大树’，还有‘小
草’，实现生态良性发展。”

连云港是“中国紫菜之都”，全市紫
菜养殖占用海域面积达51万亩，年产
值达到30亿元以上，是渔民增收致富
的支柱产业，但也出现了病害多发、质
量下降的现象。近几年来，连云港开启
贝类藻类间养方式。连云区在西连岛
村海域建设海上万亩牡蛎园，探索条斑
紫菜与三倍体太平洋牡蛎间养方式和
南北协同的水产养殖方式，牡蛎养殖的
亩均纯利润达到3000元。“技术创新中
心将首先启动现代贝藻育种技术创新
中心，与高校科研团队以及区内龙头养
殖企业合作，立足于连云区海水养殖产
业资源优势，加快建成江苏一流、国内
领先的牡蛎和紫菜遗传育种、高效育
苗、生态养殖、深度净化、病害防治、安
全运输、精深加工等新技术的科技创新
平台。”范占伟说。

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核心是装
备，该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建设海洋高
端装备技术创新中心，搭建智能运载
平台、智能立体感知网络平台、智能数
据分析与服务平台、综合集成和公共
支撑平台、领域计算与智能应用平台，
整合全球海洋装备科研优势，努力实
现海洋装备产业链的跨越式发展。

全球寻找合作伙伴

一直以来，人才缺口是制约连云
港海洋产业发展的瓶颈。

“虽然我市在海洋科技领域取得
一些成果，但缺乏高水平海洋科研机
构和创新平台，对海洋产业创新发展
的带动力不强。”李传志说。

此外，海洋产业孵化能力也亟需
加强。高校和科研机构不具备自我转
化的资金实力，企业承担高新技术成
果转化风险的意愿不强。涉海企业自
身技术力量较弱，创新成果转化应用
水平相对较低。

对此，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创新中心运行模式的亮点之一是，建立
国内协同创新网络和全球制造业合作
伙伴关系。“我们的合作团队不局限于
自有人才和共建单位人才，而是通过拆
分技术要点，利用知识产权大数据全球
寻找合作伙伴。”范占伟介绍，一方面，
支持企业开展产业技术发展战略研究、
制定技术路线图，征集企业愿意出资解
决的技术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创新中
心对接全球创新资源寻找解决方案，建
立商业机密和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技
术创新也高度重视引进顶尖人才团队，
由创新中心提供公共平台和部分启动
基金，吸引人才团队来创新中心开展科
技攻关，当具有团队、技术且商业模式
等较为清晰时，加大基金和社会资本投
入，开展商业化运作。

根据该创新中心计划，到 2026
年，实现创新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全国
范围内整合应用研究、技术研发等高
层次平台10个以上，投入研发经费3
亿元以上。关键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10项，培育高
价值专利30项；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为行业提供技术服务300次以上，转
移转化科研成果20项，衍生孵化培育
科技型企业50家左右；人才团队规模
层次进一步提升，引进行业内高水平
领军人才与创新团队10个以上，形成
500人以上的协同创新网络。同时，
中心将在派驻第九纪检监察组的监督
和指导下，用好省、市项目资金，充分
发挥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海洋经济
创新发展。

“更长远的目标是，建成国内有影
响力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
搭建海洋产业创新生态，实现产业链
各环节价值共赢，助力江苏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产业升级、人才
成长、企业受益，从而将创新中心打造
成为海洋科技机制体制改革试验田和
全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区。”范占
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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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面朝大海到拥从面朝大海到拥抱抱蔚蔚蓝蓝——

连云港如连云港如何破题何破题““蓝色经济蓝色经济””
□ 本报记者 刘慧洋 通讯员 张斌 张慧军 易敏 徐伯煜

黄海之滨的连云港，海洋资源“家底”丰厚，不仅拥有全长195.88公里的海岸线，还汇
聚“港、渔、景、岛、涂、能”等多种海洋资源，发展潜力和空间巨大，是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一环。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落实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大力发展海洋经
济，加快建设沿海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经济带，打造区域经济新增长点。发展“蓝色经济”，
连云港该如何破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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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李倩 陈春如

路边矮墙晾晒着紫菜帘子，饭店酒
家人气爆棚，海滨沙滩上孩子在玩沙嬉
水，礁石上坐着一排排观海的游客。刚
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连云区高公岛海
滨成为新崛起的“网红”景点，游客大多
来自本市和周边城市，道路两侧停满了
自驾游的汽车，渔民民宿一房难求。近
年来，高公岛街道在美丽乡村、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的基础上，依托丰富的山海
资源发展特色产业，积极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切实
增加村民收入。

高公岛街道地处后云台山最东端，
山体深入大海形成半岛，因此街道三

面环海一面依山，山海资源禀赋独
特。依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海产品
资源丰富，旅游资源优越，海洋捕捞、
紫菜养殖与加工、观光旅游是三大主
导产业。

拥有独特的“山、海、岛”资源，加
上渔民渔村仍然正常进行渔业生产，
使这里的旅游资源有了“鲜活”的因
素，游客可以亲眼目睹渔家生活、品尝
最新鲜的海产品。高公岛街道深入挖
掘海洋文化，将乡村旅游活动与现代
渔业方式有机结合，引导传统渔业向
休闲、观光、度假、养生等旅游产业过
渡，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之路。依
托山海资源，夯实休闲渔业基础。投
入1.5亿元进行羊山岛生态保护性旅

游开发，建成渔港综合管理服务中心、
铺设渔港景观3D游步道，对高公岛国
家一级渔港升级改造，提档升级以

“渔”文化为主题、占地面积14万平方
米的渔人码头广场，成立连云港高公
岛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整合凰窝
景区、羊山岛景区2个国家AAA级旅
游景区，提高当地休闲渔业知名度，拓
宽高公岛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高公岛街道现有黄窝、高公岛、柳
河3个村（社区），每个村各有特色。高
公岛社区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发展，致力
于打造特色现代化新渔村，大力探索休
闲渔业新模式，带动渔民由一产向三产
转移，改变渔民仅靠紫菜养殖的单一经
营模式。2019年成立聚宝渔业专业合

作社，吸纳致富能手、辖区民营企业和
本村村民入股，着力发展海上专业垂
钓、海洋观光体验等休闲渔业。投资约
600万元进行游艇码头项目建设，打造
海滨旅游新亮点，今年以来接待游客1
万人次以上，实现收入40余万元。为
丰富民俗文化体验，建设海洋牧场项
目，打造筏式垂钓基地，投入45万元进
行毛蚶、花甲等贝类底播，推出集紫菜
养殖、采摘体验、海洋垂钓、贝类养殖
于一体的复合式海洋牧场项目，让游
客在海上体验渔民生活。同时鼓励村
民利用闲置的房屋做“渔家乐”，先后
发展结海楼、叱石园、风味园等一批优
秀项目，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
进渔民就业增收。

黄窝村是全国文明村，如今拥有绿
水青山、四季四景。去黄窝村享受绿
色生态游，已是自驾游的热门选项，每
年吸引生态观光游客10万人次。凰窝
景区的龙门瀑布刷爆朋友圈，观景台
上黄窝村全景图可做壁纸，“凤凰山
居”民宿点燃旅游激情、露营基地开营
在即……从“一处景”到“处处景”，从

“一季游”到“四季游”，黄窝村通过文
旅互融、农旅互动续写一个又一个精
彩故事，以景兴旅、以景富民，奏响全
域旅游新乐章。

柳河村以深化文明创建为抓手，以
提升群众生活品质为核心，着力在基础
设施建设、乡风文明、村容村貌、产业发
展等方面提优补差，成功建成省级特色

田园乡村、省级美丽乡村样板示范村。
柳河村按“一带、二心、三提升”布局结
构精心打造，通过“有事好商量”协商议
事平台，文笔峰广场亮化、塘坝建设、公
交路线直达等民生实事一件一件落地
落实。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塑形”的
同时，柳河村开展乡风文明“铸魂”工
程，盘活村落传统文化，推进乡村文化
建设，丰富村民文化生活，并深入挖掘
村庄自然景观文化内涵，打造石龙头、
万卷书、花卉园、“三棵树”等景观群，将
美丽环境与特色产业、乡村旅游相融
合，打造集渔村休闲、文化体验、产业观
光于一体的特色渔村游，实现产业发展
与环境改善双提升，不断增强村民获得
感和幸福感。

依海而兴 转型发展

高公岛街道全力建设渔业风情小镇

（（连云区委宣传部供图连云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