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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黄海深处的大连市长海县，万
顷碧波之上，渔民在马达声中驾着
小船驶向深海，望不到边际密布的
网箱是当地海洋牧场中的智能化深
海鱼类生态养殖网。

地处北纬39°的大连，是世界
公认最适宜海洋生物生长的地带。
大连是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多
种海产品的原产地和主产区，享有

“海鲜名城”“辽参之都”诸多美誉。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连市加快
推进海洋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积极推动渔业从“猎捕型”向“农牧
型”转变，科学发展现代海洋牧场，
全力打造海上“蓝色粮仓”。目前，
大连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增至
28处，居全国同类城市首位。

长海县作为全国唯一的海岛边
境县，是全国最大的海珍品增养殖
基地，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13家。
2022 年，大连海水养殖面积

695万亩，实现海水养殖产量208万
吨，渔业经济总产值766亿元，海水
养殖规模、产量在全国同类城市中
均处于领先地位。

大连瑞驰集团的产品研发实验
室里，空气中飘荡着制作食物的香
味，食品研发工程师正在有条不紊
地进行各种海鲜预制菜的研制。从
烟熏三文鱼到馋嘴烤鱼，从盐烤白
虾到鲅鱼水饺，百余种海鲜预制菜
从这里走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并远
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大连海鲜中外驰名，冷链加工
及储运能力较强，预制菜相关技术
完备，大连工业大学拥有全国唯一
的国家海洋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大连海洋大学拥有国家海藻加
工技术研发分中心，发展预制菜产
业优势突出。

大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预
制菜产业发展，去年9月，提出以海
产品为突破口，推动大连海洋食材
产业向海洋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创
建万亿级海（农）产品预制菜产业集
群，打造“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

目前，大连生产预制菜的企业
约有900家，年产值1000亿元，初步
规划形成 8 个预制菜集聚区，产品
涵盖水产类、蔬果类、禽畜类等多个
种类。预计到2024年末，大连预制
菜产业产值有望达到3000亿元。

浩瀚的海洋是个“聚宝盆”，海
洋开发永无止境。今年发布的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要建设现代海洋牧
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远
海养殖，这是“养殖工船”首次写入
中央一号文件。

据大连市海洋发展局负责人介
绍，“养殖工船”采用的是可移动的

“船载舱养”养殖模式，根据不同季
节采取适合鱼类生长的水温和环境
在我国深远海开展游弋式养殖作
业，对拓展深远海养殖空间、带动渔
业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大
连市目前正全力谋划推动 20 万吨
通海型养殖工船项目，并全面启动
申报国家级深远海绿色养殖试点工
作，实现海水养殖由近岸向深远海
挺进，由传统农业化向现代工业化
生产方式转变，不断壮大“蓝色粮
仓”规模。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创新活力

不断释放，大连海洋经济已形成
“3+5+N”产业格局，即以海洋旅游
业、海洋渔业和海洋化工业三大海
洋产业为主导，海洋交通运输业、海
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
物制品业、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和海
洋船舶工业五大海洋产业为支撑，
海洋工程建筑业、海洋可再生能源
利用业和海水利用业等多个海洋产
业为补充。

《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4年，大连全市海洋生产总值确
保达到2000亿元，年均增速10%以
上，力争达到2300亿元，实现倍增。
打造3000亿级海洋化工、2000亿级
旅游、1000亿级海洋生物资源利用和
500亿级海洋船舶装备4个优势海洋
产业集群，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
的大连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向海图强的意志坚定！向海图
强的步履矫健！

大连市充分挖掘释放“海”的潜
力，做活做好“海”的文章，认真落实

《三年行动方案》，实干笃行，攻坚克
难，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
加快迈进“万亿GDP城市”行列注入
强劲动力。

“蓝色粮仓”生机无限

新时代承载新使命，新使命呼唤
新作为。

“抢占海洋战略制高点，在建设海
洋强市上实现新突破”，在2021年11

月召开的大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大连市发出
了向海图强的时代最强音，按下了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快进键”。

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市，这是大连市委、市
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重
要论述的实际行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建设海洋
强省目标，更好发挥辽宁沿海经济带“一核引领”
作用的使命担当，更是大连推进“两先区”“三个中
心”建设，加速“三年GDP过万亿”进程，奋力当好
新时代东北振兴“跳高队”，在辽宁全面振兴新突
破三年行动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的务实举措。

一年多来，大连市强化顶层设计，相继实施设
立市委海洋发展委员会，组建市海洋发展局，完善
海洋发展工作体制机制，启动海洋强市建设三年行
动，筹建海洋专家智库、海洋重点项目库等与海洋
高质量发展相关的举措，海洋强市建设迈上新台
阶，海洋经济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2022年，大连市主要海洋产业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1317.4亿元，同比增长9.4%。

高位推动

早春三月，碧海蓝天之下，大
连港汽车码头作为国内商品车南
北海运的北方枢纽，格外忙碌，崭
新的汽车一辆接一辆驶入一艘大
型货轮，等待发往外地。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从今年
年初起，他们先后为华晨宝马、沃尔
沃、一汽等客户提供港口物流服务，2
月份共完成商品车外贸吞吐量6200
余辆，同比增长83%，其中，外贸出口
近4500辆，同比增长150%。

海洋经济是高度外向型经济，
港口作为陆海联动的大通道、大枢
纽，推动大连高水平对外开放，助
力大连高质量发展。2022年，大连
港汽车码头新建铁路专用线投入
使用，旅顺港“班轮+班列”跨海运
输稳定运营，全年新开集装箱班轮
航线7条，集装箱吞吐量增长22%，
增速居全国港口前列。

目前，大连港拥有生产性泊位
231 个，集装箱专业化泊位 14 个，
实现“世界有多大船，大连港就有
多大的码头”，并向智慧、绿色、高
效国际性枢纽港迈进。东北地区
96%以上外贸集装箱、100%商品
车、60%以上外进原油转运均由大
连港口承担，确立了大连在国家综

合立体交通网中的重要枢纽地位。
海洋产业发展，关系到大连新

旧动能转换的成效，关系到如期实
现“万亿GDP城市”目标。对此大连
未敢懈怠，加快转型升级海洋一产，
培育壮大海洋二产，做强做优海洋三
产，促进海洋一二三产业加快融合，
不断做大海洋新兴产业集群。

黄海之上，距离庄河市海岸线
20 多公里远，200 多座高约百米的

“大风车”傲然耸立，巨大的风电机组
叶片不停转动，蔚为壮观。这是我国
北方重要的海上风电项目基地。截
至目前，由华能（庄河）风力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建设的海上风电场址Ⅳ1项
目等一批海上风电项目已在庄河实
现并网，建成投产装机容量105万千
瓦，累计发电近30亿千瓦时。

渤海湾畔，大连长兴岛，由恒
力集团投资 180 亿元全新打造、今
年1月正式运营的恒力重工产业园
里设备轰鸣、人员奔忙，首艘外籍集
装箱船“MSC OLIVER”号正接受
维修，向着世界一流绿色船舶建造
及高端装备制造基地目标迈进。

眼下，大连市海洋交通运输
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可再生能源
利用业等“海”字号产业全面起势。

其中，海洋船舶工业领域基本形成了
集船舶建造、修理及技术研发等为一
体的船舶工业体系，规模位居全国前
列，一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船舶和
海洋工程产品先后研发成功。

大连天蓝海碧，自然资源得天
独厚，城市风貌特色鲜明，美丽的海
岸沙滩风光已成为大连的一张旅
游名片，海洋旅游业是大连海洋经
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今年2月23日，大连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确立以精品项目重构形象，出台有
吸引力的政策举措，提升旅游景区
接待服务能级，以崭新风貌迎接八
方来客，推动文旅市场热起来、活
起来、火起来。

2 月 24 日 18 时 40 分，20 名中
国香港游客顺利抵达大连周水子
国际机场。这是国家恢复内地居
民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团队旅游
经营活动后的大连首个入境旅游
团，标志着大连入境游正式重启，
也意味着近几年受到疫情影响的
大连旅游业开始复苏回暖。

大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大有
可为，海洋旅游业必将成为今年大
连海洋经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蓝色引擎”动力十足

重点打造8个
现代海洋产业高地

推进长兴岛世界一流海洋石
化基地建设，打造绿色新型石化
产业新标杆

重点发展绿色石化、高技术船舶制
造、海洋工程和港口物流产业。加快推进
港区基础设施及集疏运体系和外联路网建
设，拓展港口功能。加强海水淡化与综合
利用。力争完成涉海投资200亿元以上。

推进太平湾合作创新区“东
北新蛇口”建设，打造港产城融创
一体化新样板

重点发展以海洋高端船舶装备智能
制造、深海科技装备研发与制造、深海进
口冷链食品高端加工为引领的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以综合物流供应链为支撑
的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重点推动海洋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新能源产业园等
项目建设，着力推进太平湾港区航道、码
头、泊位、疏港公路、疏港铁路等重大基
础设施及综合集疏运体系建设，力争完
成涉海投资300亿元以上。

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
打造东北海洋科技策源新基地

发挥驻大连高校、科研机构力量
及产学研互动平台优势，建设和升级
一批重点实验室、研发中心及公共服
务平台等创新载体，进一步集聚创新
创意及孵化转化资源要素，塑造更具
活力的创新生态和更加浓厚的创新氛
围，提高科技成果产出质量、数量和转
化的效率、效益，为全市海洋经济发展
提供技术支撑。力争完成涉海投资 50
亿元以上。

推进旅顺高技术船舶制造基
地、大连湾海洋装备制造基地和国家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打造海洋高
端装备制造创新发展新集群

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发展远洋
高性能船舶制造，船舶改装、维修及配套，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等产业。打造环渤海
航运中心客货滚装基地，构建面向环渤海
的交通物流枢纽。推动旅顺新港扩建、铁
路轮渡二期工程等项目建设，力争完成涉
海投资20亿元以上。

大连湾临海装备制造业聚集区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
建设凸显渔港文化的海洋经济体系。推
动园区高端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和渔港文
化产业提档发展。

推进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和国家骨干冷
链物流基地等项目建设，力争完成涉海投
资50亿元以上。

推进大连北黄海海上风电、
光伏和核电项目建设，打造海洋
清洁能源新园区

大连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皮杨中心产
业区）、大连北黄海经济开发区重点以提升
新能源消纳和存储能力为着力点，探索建
立风光（渔光互补）储综合智慧能源体系。
推进海洋牧场、风力发电、休闲观光融合发
展。挖掘海洋生物资源，强化绿色养殖与
中高端海洋食品精深加工。力争分别完成
涉海投资50亿元、100亿元以上。

推进长山群岛国际生态岛建
设，发展海洋牧场和生态渔业，打
造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新典范

以海洋生态领域创新为引领，提升生
态功能修复能力、现代生态渔业科技自主
创新能力、生态旅游持续发展能力和生态
康养科技创新应用能力。加快建设大长
山岛等旅游重镇和哈仙岛等旅游专业
村。论证并开工建设陆岛大桥。近岸海
域优良水质比例达到100%，自然岸线保有
率不低于76.5%，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160
亿元以上，力争完成涉海投资50亿元以上。

推进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
验区大连片区软环境建设，打造
改革开放新前沿

加快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紧密对接
的开放型制度体系，加强政策、制度集成
创新，全力打造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依托，
港航物流、金融服务为支撑的临港产业
集群。力争完成涉海投资50亿元以上。

推进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
和金州湾临空经济区建设，打造文
化旅游、对外交流服务新名片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以“旅游+
度假”、康养、研学、会展等为主导，打造
世界级滨海旅游度假胜地。重点推进航
海时代海洋文旅城、金石滩快乐海岸等
项目，力争完成涉海投资50亿元。

金州湾临空经济区围绕航空服务、
现代商贸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建设东北
亚空港商务区。建设国家级会展中心。
重点推进新机场工程、新机场中线主通
道跨海段工程、金州湾临空经济区基础
设施工程等项目，力争完成涉海投资
250亿元以上。

摘自《大连海洋强市建设三年行动
方案（2022-2024年）》

本报记者 吕 丽 整理

向海图强谱新篇
——大连市深入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侯国政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是大连最鲜明的特色优势，也是大
连发展的最大动能、最大优势和潜
力所在。

大连海洋资源丰富，海洋产业
基础良好。全市三面临海，拥有
3.01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211公
里海岸线。大连是“一带一路”建
设海上战略节点、东北亚国际航运
中心、东北地区对外开放门户，是
东北地区最重要的综合性外贸口
岸。大连海洋创新资源丰富，涉海
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海洋学科众
多，拥有大量的海洋人才。

国内外的经济发展历程一再告
诉我们，依靠海洋由大到富、由富到
强，是沿海城市崛起的基本脉络和
重要途径。纵观大连发展史，是
一部因海而兴、不断提升城市能
级的历史。向海发展，大连从未
止步。

进入新时代，为了加快壮大经
济规模，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突
破，大连市领导审时度势，在第十
三次党代会上把“在建设海洋强市
上实现新突破”作为全力抓好的

“十个新突破”工作之一进行安排
部署，将海洋发展摆在前所未有的
重要位置，进一步放大海洋优势、
做足“蓝色文章”，耕海牧渔、走向
深蓝，要在现代海洋城市竞争中挺
进全国第一方阵。

谋定而后动。2022 年 6 月 9
日，新组建的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揭
牌，担负起统筹推进海洋高质量发
展的职责使命。这是大连市委、市
政府向海发展、向海图强，建设海洋
强市的重大举措，标志着大连海洋
发展事业进入一个全新阶段。

大连市海洋发展局不等不靠，
牵头会同相关单位和地区，筹建大
连海洋发展专家智库、海洋领域
项目库；推动组建蔚蓝海洋发展
研究院，开展支持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政策和产业发展指导目录
等相关研究，为全市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和智力

支撑。
同时，大连市积极推动海洋发

展管理体制改革，设立市委海洋发
展委员会并制定“工作规则”和“工
作细则”，加强对海洋发展的统一
谋划。推动建立市县两级党委海
洋发展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体系，各
地区积极推动本级海洋发展委员
会及其办公室组建，加快形成上下
联动、协同作战的海洋统筹工作新
格局，全面保障海洋发展各项工作
规范、高效、有序实施。

为推动海洋强市建设取得新
突破，大连市加快绘就海洋发展新
蓝图。2022 年 10 月，制定出台《大
连海洋强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
（2022-2024 年）》（以下简称《三年
行动方案》），其发展目标、重点任
务清晰明了，具有可操作性强的鲜
明特点。

比如，《三年行动方案》重点突
出 3 项具体目标：到 2024 年，东北
亚国际航运中心港口航运能级持
续提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初步构
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充分显
现，每项目标都有量化标准。

再比如，《三年行动方案》提出
重点培育推进长兴岛世界一流海
洋石化产业基地建设，打造绿色新
型石化产业新标杆等 8 个现代海
洋产业高地，实施一流港口建设等
八大海洋行动，并相应推进港口升
级工程等 25 项具体工程，每项工
程都明确责任单位。

《三年行动方案》已出台，关键
在落实。各县（市）区抢抓机遇，第
一时间行动起来，把自身的振兴发
展与大连海洋强市建设紧紧结合
起来，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加快推
进海洋产业发展。其中，长海县
高标准推进海洋牧场建设，庄河
市加快实施海上风电、北黄海冷
链物流基地等重点项目，中山区积
极发展文旅产业新业态等，各具特
色，亮点纷呈。

经略海洋，大连全新出发；向
海图强，大连全速启航。

变“新蓝图”为“实景图”

大连塔河湾海域海带作业船在拖船的带动下逐浪前行。 李雪劲 摄

大连天正实业有限公司作业船在捕收河豚鱼。 天 河 摄

恒力重工产业园船坞里停靠的外籍船舶正在接受维修。 孙鹏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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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海牧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