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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本报讯 记者侯悦林报道 位
于渤海之滨的营口市把海洋经济作为
打造“三地四市”、实现全面振兴新突
破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海洋经济高
质量发展。去年，海洋经济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 22.63%，在经略海洋、
向海图强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以建设港口型国家物流枢纽、
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抓手，建
强港口枢纽，强化平台支撑。仙人
岛疏港高速建成通车，鲅鱼圈疏港
高速加快建设，营口港仙人岛港区
第二个 30 万吨原油码头建设全面开
工。营口港成为全国最大的集装箱
内贸港，集装箱运量、海铁联运量居
东北港口首位，“北粮南运”占东北
港口 50%以上。营口作为东北海陆

大通道、国际海铁联运大通道和“北
粮南运”大通道，服务能力进一步提
升，地位进一步巩固。

依托港口优势，壮大临港工业，
深入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打造 4
个千亿级和 4 个超三百亿级产业集
群。今年以来，临港工业不断加快
提档升级步伐，鞍钢鲅鱼圈分公司
是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现代化绿色
钢铁企业，沈鼓（营口）透平装备获
评“国家能源大型透平压缩机组研
发中心”，围绕益海嘉里等龙头企业
建设数字化粮食产业园，逐步形成
粮食生产、储存、加工、运输、贸易全
产业链。风轮直径和单机功率全球
最大的风电项目建成运营，为我省
海上风电建设奠定坚实基础。海上

风电、华电制氢等项目有序推进，现
代海洋工业体系加速形成。

坚持量质齐升，打造现代海洋服
务业。坚持西部滨海旅游带与辽河
文化产业带“横纵结合”，依托山海广
场、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永远角湿
地等景区塑造精品文旅路线，举办冰
雪温泉节、望儿山母亲节等活动，建
设环渤海高品质文体旅目的地。上
半年，滨海旅游接待游客、旅游收入
分别增长61.43%、94.35%。以鲅鱼圈
物贸园、自贸区网络货运平台为支
点，集聚 5000 余家物流企业，建设区
域性国际物流中心。上半年，水上货
物周转量、多式联运和运输代理业营
收分别增长28.12%、11.14%。

依托特色资源，打造“蓝色粮

仓”。加快建设海洋牧场，谋划布局渔
港经济区，打造集海洋捕捞、养殖、加
工、物流、贸易于一体的产业集群。上
半年，海洋渔业总产值增长7%。精心
培育特色海产品品牌，营口海蜇年加
工量25万吨，年出口量1.2万吨，居全
国首位。作为全国最大的海蜇加工基
地和出口基地，营口被评为“中国海蜇
之乡”。

坚持系统治理，保护海洋生态。
全力打好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实施
营口市海岸带、鲅鱼圈珍珠湾等海洋
生态修复项目。去年，近岸海域优良
水质改善幅度全省第一。今年春季，
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 54.5%，同
比提升24个百分点，达到“十四五”同
期以来最高水平。

壮大临港工业 打造现代海洋服务业 建设海洋牧场

营口加速开辟经略海洋“新航道”

渤海之滨，烟波
浩渺，白浪滔天。

拥有165公里海
岸线、海域面积1507

平方公里的营口，从开埠通商到
自力更生，从对外开放到融入
“一带一路”，走上陆海统筹、向海
图强、科技创新、开放发展之路。

因海而生、依海而兴的营口，
紧紧把握“海洋”这一鲜明的城市
特色，依托临海优势，以三年行动
为总牵引，加快培育发展海洋领
域新质生产力，释放“蓝色潜力”，
推动海洋经济“加速跑”，2023
年，营口海洋经济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22.63%。

面向未来，营口市将深入贯
彻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会
议精神，锚定建设海洋经济强市
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强化科技创
新引领，加快重大项目建设，推动
港产城融合发展，让“蓝色粮仓”
更丰饶，“蓝色引擎”更强劲。

营口依海而生，因
海而兴。今年以来，来自
蔚蓝大海的好消息接连
不断：创造风轮直径、单
机功率两个“全球第一”

纪录的海上风电机组投入商业化应用，
中交营口LNG接收站等3个超百亿元项
目加快建设……捷报频传令人振奋，也
为挺进广阔“新蓝海”打下了坚实基础。

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对
我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提出明确要
求，作出系列部署，发出了强化海洋意
识、沿海意识的号召，提出了建设海洋
强省的目标。对此，我们要学海知海
懂海，经略海洋、向海图强，奋力实现
从陆地到海洋，由海面到海底，从“浅
蓝”向“深蓝”的跨越。

经略海洋，首先要学海。必须加
强海洋教育，增强全民海洋意识，克服
根深蒂固的陆地思维，转身向海，逐梦
深蓝。其次要知海。海洋是一座潜力
巨大的资源宝库，这就需要我们下足

“绣花功夫”，摸清海洋家底，努力克服
靠海不见海，身在海边不识海的桎
梏。第三要懂海。要有经略海洋的胸
襟与胆识，放眼全局谋一域，顺应全球
海洋经济发展新趋势，补短板、锻长
板、抓重点、谋长远。

作为沿海城市，营口市对照省委、
省政府要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
基础，把海洋经济作为打造“三地四市”
重要内容，做大做强做优海洋产业，向
海图强、向海而兴，建设海洋经济强市。

向海图强，离不开顶层设计，解决
“向何处去”的问题。建设海洋强市是
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快完善和提高

海洋综合治理能力。其中，顶层设计
是关键一环，需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
动力，打出政策“组合拳”，通过产业塑
造、人才积淀、市场培育和政策扶持，
激活“蓝色潜力”，打造“蓝色引擎”。

向海图强，离不开科技创新，解决
“动力源”的问题。以科技创新引领产
业创新，引导企业从资源驱动转向科技
驱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胜势。整
合创新力量，促进创新要素向海洋企业
集聚，助推海洋经济提质升级。

向海图强，离不开项目为王，解决
“压舱石”的问题。今年以来，一批投
资体量大、科技含量高的重大项目相
继投产或开工，筑牢了现代海洋工业
体系的底座，为营口建设港口型国家
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打
造国内大循环战略节点城市、国内国
际双循环枢纽城市夯实了基础。

向海图强，离不开融合发展，解决
“一股劲”的问题。营口不断推动港产城
融合发展，陆海统筹、海陆一体，推动陆
域经济和海洋经济互促共进。促进文
体旅深度融合，打造环渤海高品质文体
旅目的地。推进数实融合，以创新链、产
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助推产业跃升。

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
之一瞥。放眼浩瀚渤海之滨，智慧码
头助力港产城联动、海洋牧场宛若“蓝
色良田”、海上风机“追风逐浪”，映照
着营口海洋经济发展的蒸蒸日上。面
向未来，营口将保持奋勇争先的拼劲、
直面问题的闯劲、难中求成的韧劲，从
广阔的海洋中找资源、找空间、找潜
力、找增长点，为建设海洋强省增添亮
丽的“一抹蓝”。

学海知海懂海 挺进广阔新“蓝海”
侯悦林

一线攻坚观察 YIXIAN

风从海上来 潮涌渤海岸
——营口市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侯悦林 徐 鑫

辽河
新语

XINYU

仙人岛的七十二变

在渤海之滨的众多岛屿中，仙人
岛无疑是有故事、有内涵、有活力的
一个。仙人岛的“七十二变”，折射出
营口转身向海的坚强决心，向海图强
的丰硕成果。

仙 人 岛 是 一 个 繁 忙 高 效 的 港
区。这里水深浪静，终年不淤不冻，
是东北地区难得的深水良港。在营
口港的业务版图上，鲅鱼圈港区作为
主体港区，主要承载集装箱、煤炭、钢
材、粮食等业务。仙人岛港区则是营
口临港工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主要建
设与临港匹配的专业化码头及配套
设施，主要承载原油和散杂货业务。
两大港区业务上各有侧重，地理上互
为掎角，功能上相互协同。

今年 5 月，仙人岛港区 201、202、
203 号 3 个 5 万吨级多用途泊位通过
对外开放验收，标志着仙人岛港区实
现全面对外开放。仙人岛最大的泊
位是 2009 年投入使用的 1 号 30 万吨
级原油码头，如今，2 号 30 万吨级原
油码头建设如火如荼，建成后，两大
码头双剑合璧，将翻开仙人岛港区高
质量发展的崭新一页。

仙人岛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开发
区。提速提质临港经济，实现港产城
协调发展，是仙人岛肩负的使命。随
着中国海油、中国华能等世界 500 强
企业先后入驻，一批科技含量高、投
资规模大的优质项目相继落户仙人
岛经济开发区。

盛夏时节，投资上百亿元的中交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塔吊
高耸、焊花四溅，一派繁忙而有序的
场景。中交营口液化天然气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杨超说：“我们抢工期抓
进度，目前工程总体进度近半。”

仙人岛还是一个海洋牧场。仙
人岛富晨海洋牧场项目总面积1.2万
余亩，致力于打造海洋牧场、人工鱼
礁、网箱养殖、底播增养殖、休闲渔业
等新业态。目前，海参等海产品已投
入网箱养殖，预计今秋上市。

仙人岛更是一个风光旖旎的风
景名胜区。这里有国家 4A级旅游景
区、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白沙湾黄金海
岸和万亩槐树林，细白如银的沙滩、
余晖洒金的海岸、随风舞动的风车、
历经沧桑的明代烽火台……仙人岛
集海洋、森林、海岛、古迹于一身，成
为环渤海高品质文体旅热门目的地
之一。

如今的仙人岛，港口物流、能源
化工、综合贸易、滨海旅游四大主导
产业各具特色，相得益彰，成为发展
海洋经济的“桥头堡”和“试验田”。

分身有术的营口海蜇

凉拌海蜇皮、老醋蜇头、海蜇里
子炖白菜、海蜇爪子炖拉瓜……走进
辽河老街的大小饭店，可以品尝到多
达数十种的海蜇菜肴。

营口是我国纬度最高的海产品
生产基地。在众多的海产品中，海蜇
是当仁不让的“明星”。

从高山平原之间逶迤而来的大
辽河，在营口奔流入海，带来大量
的浮游生物，加之渤海低温、高盐
的生长环境，让营口成为海蜇生长
的“乐园”。

营口海蜇形美味鲜、口感爽脆、
营养丰富，含有多种维生素、丰富的
胶原蛋白和大量活性物质，是我国八
大海珍之一。相传，清朝乾隆皇帝第
二次东巡时，吃到御厨精制的营口海
蜇后赞不绝口，海蜇也从此进入了宫
廷食谱。

从百年赶潮、千帆竞发的海蜇渔
场，到年繁育海蜇苗4亿头、养殖面积
超 5 万亩的海蜇牧场；从掌握独门秘
籍的海蜇工厂，到占据全球海蜇市场
C位，营口人一直是我国海蜇产业的
弄潮儿。

营口海蜇年加工量和年出口量
均排在全国首位，是全国最大的海蜇
加工基地和出口基地，被中国渔业协
会授予“中国海蜇之乡”称号。

营口不仅盛产海蜇，更拥有完整
的海蜇全产业链：有近 5 万营口人从
事海蜇养殖、捕捞、收购、加工、贸易

行业，业务遍及海内外。国内海蜇加
工企业 80%以上由营口人开办，营口
海蜇贸易量约占全国 80%以上，上海
各大水产市场销售海蜇人员90%来自
营口。

买全球、卖全球。“中国海蜇之
乡”的眼光与胸襟已拓展到海外。从
东南亚到非洲、从欧洲到南美，营口
人把世界各地的海蜇运回家乡加工，
又远销到世界各地，使营口成为全球
海蜇生产、加工、贸易、流通集散整条
产业链的核心。据统计，营口产海蜇
成品中，采用进口原料加工的占总量
的9%。

全国海蜇出营口，营口海蜇出盖
州。盖州市海蜇加工及出口量居全
国之首，占全省 80%、全国 60%份额，
是全国最大的海蜇捕捞场和国家海
蜇出口基地。2020年，位于盖州市的
辽宁中顺海蜇交易市场投入运营，实

现了海蜇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并逐
步走向精细化、标准化。

营口辰光水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陶思晴说：“过去是卖水蜇、卖蜇皮
儿，靠量取胜。现在对裙边、爪子、脑
子、里子精细分解、精深加工，靠品质
和品牌取胜 。”

无论是饭店里花样翻新的海蜇
菜品，还是层出不穷的海蜇成品，营
口人通过延链补链强链，让海蜇“分
身有术”。他们发掘海蜇全身每一个
部位的价值，打通产业链上的每一
个环节，激活创新的每一个要素，把

“营口海蜇”打造成为“国家地理标
志商标”和“中国驰名商标”，开启创
新驱动、品牌崛起的新航程。

营口海货的鲜味密码

营口是我国纬度最高的海域，冬
天近海甚至会结冰。较低的水温使
水产品的生长周期变长，对于贝类和
冷水型鱼类而言，更长的生长周期意
味着蛋白质、氨基酸等营养成分的更
多累积，保证了鲜嫩多汁的口感。

华灯初上，辽河老街热闹非凡。
夏夜是属于烧烤、海鲜与啤酒的，营
口出产的贝类鲜度足、口感好，烧烤
过后带着极鲜的汁水，连汁带肉一口
吃下，鲜味与香味轮番滚动。再佐以
产自本地的可口可乐与百威啤酒，令
无数游客大呼过瘾。

营口人珍惜海洋的馈赠，用尽
巧思，将河海之鲜留在食客的唇齿
之间。

泥溜儿、玻璃牛、海锥儿……先
民们赋予这些营口海鲜十分接地气

的名字，这些看上去朴实无华的地域
美食十分扛打，既出现在市井小巷的
烟火升腾里，也出现在星级酒店的必
点菜单上。

蛸夹子豆腐是营口一道著名的
特色菜，以本地特产野生蛸夹子（芦
蟹）为主要食材制作而成，其制作技
艺已入选营口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口感脆爽的海蜇、壳薄体肥的对
虾、肉质肥硕的鲅鱼、鲜味十足的文
蛤……营口海鲜出现在全国各地，为
食客奉上一场又一场视觉与味蕾的

双重盛宴，成为营口美食、营口文化
走出去的绝佳载体。

百年港城的精彩蝶变

沿着辽河遇见海，在美丽的西海
岸，赏夕阳坠海，观鸥鸟起舞，在辽河
老街体验氤氲的烟火气，在西炮台感
悟凛凛英雄气……入夏以来，无论是
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居民，不约而同地
一路西行，在海边漫步，看看百年老建
筑，感知百年港城的历史回响。

1861 年，营口开埠，成为东北地
区历史上第一个对外开放的通商口
岸。作为那时东北地区最大的物资
集散中心，营口有着“东方贸易良港”

“关外上海”等美誉。
1984年，随着第一声开山炮的响

声，营口港鲅鱼圈港区开工建设。从
此，营口港从河港转身向海，在渤海湾
畔开启了走向深蓝、再展雄风的全新
征程。

从河到海、从辐射东北腹地到融
入“一带一路”，营口港成长为亿吨级
港口，并贯通起一个港产城融合发展
的壮阔故事。当年盛产鲅鱼的鲅鱼
圈，也在港产城联动中完成了从小渔
村向开放海港城的华丽转身。

历经40年峥嵘岁月洗礼，营口港
已成为全国最大集装箱内贸港，航线
覆盖我国沿海 30 个主要港口。航运
业务遍及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40多个港口，日益显现出海纳百川、
兼收并蓄的独特神韵。

渔 市 街 道、滨 海 街 道、望 海 街
道……河海印记在营口随处可见，因
海而立、向海而兴的基因深深镌刻在
百年港城的每一个角落。今天，营口
人再一次把目光转向蔚蓝之海，重新
认识海洋、亲近海洋、拥抱海洋，争当
海洋强省的桥头堡和弄潮儿。

中交营口LNG接收站项目施工现场。 傅义增 摄

营口港成功接卸全球单机功率最大、风轮直径最大的海上风电机组设备。宁 勇 摄

繁忙的营口港。 营口市委宣传部供图

渔民正在处理刚刚打捞上岸的海蜇。 营口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