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派45名助企专员 累计入企走访24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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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连市长海县小长山岛驾船出海，

面前是海天一色的浩瀚，两边是山、楼、渔

船错落有致的海岸风光。

前行间，海面上有点点渔船和星罗密

布的近海养殖网箱，阳光下，波浪熠熠粼

粼，好一幅海上风光。

再行船半个多小时，成片浮球方阵在

熠熠粼粼中七彩斑斓，远望就如海上一片

片的“彩虹带”。被誉为“蓝色粮仓”的海

洋牧场到了，穿梭其间，如劈海犁田，迎海

风与豪情满怀。

尽管是烈日当头，当作业船到达目标

海域，俗称“海碰子”“海猛子”的捕捞员，

穿上潜水服、背上沉重的氧气瓶，拿上专

业的捕捞工具，背身一跃，隐入茫茫大

海中。不到20分钟，他们便从几十米深的

海洋牧场海底带回一网网的野生鲍鱼、扇

贝……这些美味食材完全是靠他们一个

个捡到人们的餐桌上。只有亲眼所见，才

能知道何谓“中国海参看大连，大连海参

看长海”，才能明白大海馈赠的臻品是如

何取之不易。

而大海的馈赠也非用之不竭，浅海或

是近岸养殖已经到了发展瓶颈。海水养

殖从近岸走向离岸、远海，是渔业发展的

内在需求和大势所趋。海洋牧场建设作

为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矛盾的“金钥匙”，是转变海洋渔

业发展方式的重大突破。

中共长海县委常委、副县长王文伟介

绍，长海县有 18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数量居全国县区之首。长海县以打造

示范引领的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为

目标，强化海洋生态保护，优化海洋资源

配置，增强海洋科技赋能，大力发展绿色

养殖，建设创新驱动、供给多元、安全稳定

的高质量“蓝色粮仓”。

“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

物”，发展海洋牧场，是贯彻落实大食物

观的重要路径和生动实践。为了让海上

牧场高质量发展，长海县狠抓海域管

理。王文伟介绍：“海域立体分层设权既

实现了国家海洋资产的保值增值、单位

海洋产值的提升，还实现了海洋资源的

节约集约利用，减少了粗放式用海带来

的资源浪费，被省自然资源厅作为典型

在全省推介。”

海洋牧场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重要依托。海洋牧场良好的水域生态环

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成为开展休闲垂

钓、海上观光、海底深潜等旅游活动的重

要载体。

长海县的海洋牧场建设逐渐从通过

一般的增殖放流和投放人工鱼礁达到增

产的初级目的中解放，逐渐走向融合高科

技和高附加值的观光形态，从单一产业向

与经济、文化、科技和旅游等其他产业融

合发展转变。

实现新能源与海洋牧场的有效融

合，是海洋牧场建设的另一个努力方

向。“我国海上风电已经从近海走向深

海，发展深海海域的海上风电技术势在

必行。”长海县的未来高质量发展又有了

新的设想。

在大长山岛的鸳鸯港下船，迎面而来

的就是一座宏伟大桥的效果图。这是将

长山群岛与大陆紧密连接的长海大桥，其

各项前期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之

中。陆岛交通短板是长期以来制约长海

县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题。“一桥飞架南

北，从此长山无大小”，回想2014年连接大

小长山岛的长山大桥通车后对长海经济

发展的巨大推进作用，全体长海人都在盼

着“大桥时代”的到来。

一桥跃沧海，长海发展更向深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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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海县海洋牧场。 长海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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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辽宁免签入境人数猛增“中国旅游”热情高

上半年经辽宁机场口岸免签入境外籍人士同比增长6269%

本报讯 记者徐刚报道“我们想了

解一下企业的发展情况以及遇到的问

题，咱们一起努力协调解决。”7月5日一

大早，盘山县商务局负责人孙佳铌就带

领相关工作人员来到辽宁丰瑞天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了解企业运营情况。两个

月前履职新岗位的她，如今又有了一个

新身份——盘山县服务振兴新突破助企

专员。

助企专员下沉到一线，带着政策靠

前服务，让众多老企业焕发新生机。走

进盘锦金田塑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机器轰鸣，工人忙而有序。通过实施高

透抗静电BOPP薄膜生产线数字化技术

改造，企业建立起省级数字化生产车间，

产品品质提升与企业降本增效实现“双

赢”。

为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和企业需求

间匹配度，激发企业发展动能，盘山县再

次调整扩大服务企业规模，新选派45名

素质好、能力强、作风硬的优秀干部作为

助企专员，为企业排忧解难。

据了解，通过设立助企专员，开展结

对帮扶，已累计入企走访244次、宣传解

读惠企政策145次，帮助企业减税降费30

万元。

盘山帮助企业减税降费3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