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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活资源
精耕海洋牧场“新粮仓”
连云区滨海汇集山脉、基岩、海岛、沙滩等优质自然资源，拥

有江苏唯一的基岩港湾海岸，滩涂4200公顷，近海可养殖水域4
万公顷，是沿海养殖户赖以生存的海洋牧场。

近日，西连岛海域风和日丽，海风悠悠，景致甚好。从连岛渔
港码头乘坐船只航行半小时左右，便到达了连岛街道“海上万亩
牡蛎园”，只见养殖大户陈如雷正在抓紧投放新的牡蛎苗。“今年
牡蛎的价格不错，约为5元／斤，平均亩产1吨左右，亩均收益4000
元应该没有问题。”陈如雷脸上洋溢着笑容。

“我们通过实地调研，优化近海养殖空间布局，在调减紫菜
养殖规模的基础上，适度扩大牡蛎养殖规模，引进三倍体牡蛎及
长牡蛎‘海大1号’‘海大2号’等养殖新品种，推广牡蛎高效笼养
技术、贝藻生态健康养殖技术，实施藻（条斑紫菜）、贝（牡蛎、毛
蚶、脉红螺等）立体混养、间养，其中牡蛎高效笼养技术、贝藻生
态健康养殖技术得到有效推广。” 连云区林业和海洋局党组成
员、渔业科科长朱红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区2.5万亩三倍体太平
洋牡蛎喜获丰收， 平均亩产1000公斤左右， 亩均纯利超过4000
元；黄窝村紫菜养殖区200亩脉红螺试养成功，开辟了紫菜养殖
户转产解困新途径，带动更多养殖渔民增收致富。

为促进渔旅融合发展，连云区全面打造集滨海观光、旅游综
合服务、渔业生产、商贸于一体的渔港经济区。其中，已累计投资
4亿元建设连岛中心渔港工程，预计今年底完成全部施工，建成
后可满足800艘大中小渔船避风停泊，同时也将改善渔港作业环
境，带动渔业加工、渔船补给、渔业休闲等产业发展。投资7663万
元建成高公岛一级渔港，形成避风水域32万平方米，可停放各类
船只900艘，已试点发展休闲海钓、渔事体验观光等业态，今年以
来，已接待游客2万多人次。

耕海牧渔、 踏浪而歌， 滋养了绚丽灿烂的连云港海洋渔文
化，也为海洋牧场的持续精耕打下了扎实基础。今年以来，连云
区在全区规划4处海域用于海洋牧场建设， 大力推进深水网箱、
人工鱼礁、养殖平台的建设，保障休闲渔业可持续发展。目前，规
划在连岛海域的18000亩海洋牧场，已完成海域本底调查、海域
论证及环评等工作，预计年底完成4万空方的鱼礁投放。

■ 科技创新
激发海洋经济“新动能”

在连云区，丰富的海洋资源、广阔的市场
正吸引各类海洋新兴产业落地扎根， 为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中核田湾200万千瓦滩涂光伏示范项目，
利用滩涂28300亩， 并配套建设一座220千伏
升压站和一座200兆瓦/400兆瓦时电化学储
能电站， 用于配合电网调峰调频。“连云区近
海亲海， 沿海滩涂建设光伏电站的条件得天
独厚，” 中核田湾200万千瓦滩涂光伏项目负
责人说，“项目建成后年平均发电量约22.68
亿度， 具有较高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据
悉，围绕海上光伏项目，海上光伏专用电缆供
应、设备维护保养、风电装备制造等相关产业
招引随之而来， 带动高公岛街道周边闲置民
房租赁、民宿、餐饮等行业发展，为转产转业
渔民带来就业市场。

向海图强关键在于科技支撑。 连云区从
创新端发力， 不断加强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建
设， 推进全省首家获批的省海洋领域技术创
新中心———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
心建设，布局研发中心、中试平台和实验室建
设，打造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中心。高规格举办
2022年“科技引领 向海图强”海洋高峰论坛、
2023中国（连云港）海洋经济创新发展大会等
系列活动，为提升海洋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打
造现代海洋强市提供有力支撑。 围绕海洋新
兴产业关键技术需求，前瞻布局一批战略性、
储备性技术研发项目， 积极争取上级海洋科
技创新项目资金。

作为全省首个获批的海洋领域技术创新

平台，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不断
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寻找新道路。据连云区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我们围绕海洋装
备和电子信息产业，引进院士团队及归国人才
开展芯片级水质传感器、海洋高端装备和物联
网系统研究，并带动相关产业项目落地。”

此外， 连云区还组织江苏核电有限公
司、江苏筑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参加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成果转化对接会，中复神鹰碳纤
维连云港有限公司等7家企业加入连云港市
新材料产学研合作联盟，组织企业参加第二
届江苏产学研合作对接大会、苏北五市产学
研合作对接活动，提交苏合会备案项目7项；
以省海洋资源技术创新中心为依托，连云区
还构建全方位海洋科技创新生态，支持江苏
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创新中心、中国海洋大
学、江苏海洋大学、东海水产研究所与涉海
相关龙头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现代贝
藻育种、牡蛎高质化养殖利用等项目落地见
效。鼓励自主研发和引进蓝碳、深远海装备
等技术。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人才是关键。
连云区加快引进中科院海洋所系、 自然资源
部海洋所系、 中国海洋大学等科教力量和高
层次、领军型海洋人才，比如依托省海创中心
引进金翔龙院士团队及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
归国博士孙铭锐等高层次人才入驻。 对接临
港产业集群， 鼓励企业和高校科研院所加强
合作，“定制化” 培育海洋人才。 推动职业院
校、技工院校涉海类专业建设。

■ 和谐共生
绘就蓝湾百里“新画卷”

傍晚时分，连云区临洪河口湿地里反嘴鹬、黑腹滨
鹬、灰斑鸻、红嘴鸥、黑尾鸥等数万只鸻鹬鸟类，或
驻足觅食，或凌空飞翔，场面蔚为壮观。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美画卷也得益于
连云区持续提升海滨大道景观风貌， 加快打
造临洪河口湿地生态功能区， 深入串联环后
云台山、环北固山周边区域，生动展现山海
交融亮丽风景线。

海水是海洋之根本，防止海洋污染则是
维护海水水质的必要手段。

“‘善待海洋就是善待人类自己’，为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 我们高度
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做到保护和开发并重、防
治和修复并举。”据连云区林海局党组成员李俐介绍，
连云区通过建立“陆域+流域+海域”环境治理体系，推广科
学、绿色养殖方式，持续压减紫菜养殖面积，确保近岸海域水质稳定达
标。坚决打击非法养殖、非法捕捞、非法码头等违法行为，如期完成第
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整改任务。大力宣传、定期开展公益净滩等志
愿活动，常态化清除漂浮垃圾和有害藻类，进一步营造爱海护海浓厚
氛围。

“江河湖海，年年有鱼”是我们共同的愿景，今年来，连云区林海局
组织连云港新东方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连云港市高公岛企业总公
司等3家放流单位在连云区相应海域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有效维护连
云港海域水生生物多样性。今年以来，共放流中国对虾、半滑舌鳎、三
疣梭子蟹等水产苗种1.34亿单位， 其中中国对虾12255万尾、 黑鲷
173.23万尾、半滑舌鳎36.49万尾、梭子蟹940万只。

“近年来，我们明显感觉捕到的石斑鱼、对虾、黑鲷等名贵鱼种多
了，收入也较之前提高了不少。”渔民刘光武高兴地说。

华灯初上，内港海水倒映着灯火流光溢彩，岸边建筑影影绰绰，从
全国各地前往连云区连岛景区、 在海一方公园等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里环境很好，我们在岛上随意走走，感觉特别惬意。”游客王先生跟
新婚妻子在连岛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为了打造滨海特色突出、充满质感魅力的“开放门户、城市客厅”，
绘就蓝湾百里“新画卷”，近年来，连云区加快推进西连岛综合开发、小
龟山微更新等项目开工建设，以传世匠心打造“滨海明珠”。

与此同时，深度开发游轮观光、海岛休闲、山地探险业态，积极扩
大黄窝“九道湾”越野车、无动力乐园、星光露营基地影响力，不断擦亮
前三岛海钓、网红打卡线路、海鲜美食品鉴等深度游、休闲游品牌，让
国内外游客“留连”忘返。

拥抱海洋，以无比宽阔的视野，走高水平开放之路；保护海洋，以
无比坚定的决心，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乘着海洋强国建设的东风，连云
区矢志向海图强，聚力经略海洋大文章，集聚壮大新能源、新材料、港
航贸易物流、滨海旅游等特色鲜明的海洋优势产业，全力深化开放合
作，着力提升科创能级，倾力守护“蓝湾百里”，加速崛起汇聚山海精
华、展现“支点”高度的现代化海滨城区。

海洋是连云区最独特的资源禀赋，徜徉在连云区118公里长的海岸线
上，货轮进出港口，凌空飞翔的成群鸥鹭，充满诗情画意；航运繁忙，自然
和谐，汇聚“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的华彩乐章令人流连忘返；中复神鹰碳纤
维和中核田湾200万千瓦滩涂光伏示范项目加快推进；连岛街道“海上万
亩牡蛎园”，一行行红蓝相间的彩色浮漂规则有序地排列，浮漂下吊养的
一笼笼牡蛎饱满肥美……

当下，港城正在举全市之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做强
实现新时代“后发先至”的“蓝色引擎”。近年来，连云区坚持产业强海、科
技兴海、生态护海、开放活海和科学用海导向，加快建设以海洋新能源、海
洋新材料、海洋装备、海洋渔业、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港航服务业、海洋文
化旅游为支撑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印发了《连云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不断加快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发展壮大海洋工业，全
面提升海洋服务业，打造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地，在奋力谱写“强富美
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中展现连云担当、作出连云贡献。

向海图强 连云点燃高质量发展“蓝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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