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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蓝色经济大家谈”潍坊开幕，专家、市长为蓝区发展把脉

蓝蓝区区建建设设可可为为南南海海开开发发做做典典范范

环境化学专家王文兴：

发展海洋经济

首先考虑创新

“我在山东工作也有十几年了，
我们这个地区有深厚的经济基础和
科技基础，我们有许多研究所和大
学，蓝色经济区发展前景很广阔。”
中国工程院院士、环境化学专家王
文兴跟记者举例说，“比方说青岛地
区就有好多海洋方面的研究所和大
学，同时山东大学也在即墨建3000

亩地的包括海洋经济在内的高科技
研究所，所以，我想在今后发展海洋
经济首先要考虑的是创新引领，这
句话非常确切，用技术创新作为后
盾来发展蓝色经济区。”

但是，王文兴也特别强调，“为
了更好地发展海洋产业，应该更好
地协调经济和环境。环境破坏了就
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比方说旅游
业，特别是蓝色半岛经济区这7个
市，旅游业占GDP相当的分量，环境
不好会让旅游业受到一些影响。”

本报记者 王赟

海洋物理专家黄锷：

蓝色经济

不能仅涉海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洋物理专
家黄锷谈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时表示，“经济和环境的平衡是什
么，就是隔代的公平，如果我们这一
代把环境资源都利用完了，我们下
一代就没有了，这就是隔代的不平
等。所以，我们要做到隔代平等，如
果用这个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国家
的蓝色经济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

是不是蓝色经济发展就着重与
海有关的发展呢？黄锷认为不是，他
说国内沿海的经济发展，涉海的
GDP翻两番也还是经济的一小部
分。他认为，经济的一大部分是其他
的，跟海洋也许有关也许无关，他还
以美国的西雅图举例，“美国一个非
常大的港口，西雅图是靠海的，它不
仅靠海，一边是海，一边是湖，但它
的经济里边完全依靠海洋的并不
多。西雅图经济的发展是多样性的，
微软在那里，一些著名购物网站在
那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那里靠蓝
色海洋的几乎为零。“全世界十大港
口排名中，中国的港口就占了八个，
但它们经济就比西雅图好吗？这不
一定。但是西雅图的经济是不是蓝
色的？”

本报记者 王赟

东营港开发区3年拒批200亿元企业投资

光光有有钱钱不不行行 环环保保得得达达标标
见习记者 徐瀚云

在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记
者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环
保”，重污染、能耗高项目不上，
产业技术落后、市场前景差的
项目不上，不能融入园区产业
链条、发展能力弱的项目不上，
为了环保，3年来东营港经济开
发区拒批了30多家企业近200
亿投资入园的要求。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仓储物
流区里，一条长达三十公里的
管廊带从园区延伸到海上，用
于输送油品和气体，实现从码
头到库区到企业之间全封闭、
全管道运输。同样格外显眼的，
还有万通海欣仓储有限公司的
60个白色油罐。

谈到当初入园的情景，万
通海欣的分管副总国斌用“严
苛”来形容。“当初打算到东营

港开发区投资时，本以为我们
带来资金和项目，就会受到欢
迎。没想到项目开始洽谈时却
被告知，光有钱不行，还必须得
通过投资促进局、环保局和经
济发展局三个部门的联审。”

“想要进园区，必须过三
关。”东营投资促进局局长何保
民告诉记者，“投资促进局首先
对企业项目进行考察，符合产
业政策才能继续谈；然后还要

通过开发区规划院的审核，看
看是否符合园区布局；最后经
过环保部门审核，如果企业在
环保方面不达标那也不能上。”

目前，在开发区的严格把
关下，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成功
落地了一大批体量大、效益好、
带动强的大项目，全区投产和
在建项目达到70多个，总投资
近1000亿元，初步建成了环渤
海地区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

滨州积极开发15万亩未利用土地招商引资

不不打打粮粮的的盐盐碱碱地地变变身身产产业业园园

见习记者 徐瀚云

“离着大海最近的村子，
到海边也有几十里路，怎么能
说是靠着大海呢。”在老滨州
人眼里，滨州虽然背靠大海，
却并不是一个地道的沿海城
市。曾经北部随处可见大片盐
碱地很难长出传统经济作物，
也没有其他开发利用形式，阻
碍着滨州向海洋发展。

但随着滨州对这些土壤
进行改良，增加耕地和绿地面
积，同时创新开发机制，修建
产业园区，积极进行招商引
资，曾经的障碍物摇身一变，
成为滨州赖以发展的宝贵土

地资源。
滨州市黄蓝办副主任高

玉华介绍，滨州成立了公司专
门进行土地开发整理。2012年
以来，滨州重点实施包括沾化
县多个乡镇在内的9个开发整
理项目，开发未利用地总面积
达13 . 8万亩。无棣和沾化两个
农用地开发项目已经竣工验
收，新增加耕地面积2 . 0 7万
亩，现在已经录入国土部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检测监管系统。

“这些地干别的不大行，
但是作为工业用地是完全没
有问题的。”高玉华说。在北海
经济开发区，依托优势土地资
源大力发展临港工业，为建设

产业园区规划的21 . 9万亩建
设用地中，有15 . 3万亩未利用
地适合被开发为建设用地。目

前已签约落户的各类园区和
单体项目达65个，合同总金额
达1444 . 3亿元。

本报潍坊9月7日讯 (记者
王赟) 7日，第四届“蓝色经

济大家谈暨半岛市长论坛”在
潍坊开幕。此次论坛主题为“创
新引领·融合发展”，来自中国
工程院的专家与蓝色经济区七
市的领导、企业家，就如何深入
推进半岛蓝色经济建设畅所欲
言，共同为蓝色经济的健康快
速发展把脉。省政协副主席栗
甲出席开幕式并致词；省发改
委主任、省“两区”办主任张务
锋作主题演讲，大众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傅绍

万主持开幕式。
栗甲表示，山东半岛蓝色

经济区是国内第一个以海洋经
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在
蓝区加快发展带动下，2013年
山东省现代水产养殖业、海洋
生物医药产业、海洋装备制造
业产业、现代海洋化工产业、水
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等的规模和
效益均位居全国前列。

张务锋表示，蓝色经济区
建设，承担着完善国家和全省
区域发展布局、培育新的增长
极、探索现代海洋经济发展新

模式的重要使命，要切实做好
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发挥好
蓝色经济区在全省区域协调发
展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
环境化学专家王文兴，中国工
程院院士、海洋物理专家黄锷
和蓝色经济区7市的领导、企业
家进行交流。

王文兴认为，“山东把蓝色
经济区协调好了，将来能够创
造更好的经验，为南海开发作
出典范。以后南海还会有长期
的海洋开发问题，如果山东能

给国家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将
来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黄锷则
表示，发展蓝色经济应该利用
海，但不一定就是完全依靠海
洋。要做到多样化，把各个行业
平衡发展起来，真正“以海为
家”，才是最好的蓝色经济。

据悉，本次活动由山东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山东半岛
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
生态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和大众
报业集团等联合主办，由潍坊滨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半岛都市报
社、潍坊报业集团等共同承办。

专家解读

位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最北部的滨州，把发展蓝色经济作为实现城市繁荣发展
的重要举措。从过去的背朝大海到如今的面向大海，滨州将荒芜的盐碱地转化为宝贵
的土地资源，通过开发滨州港和临港工业园区等一系列项目，带动滨州蓝色经济区的
全面发展，努力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要的增长极。

蓝区行走

王文兴 本报记者 王赟 摄

黄锷 本报记者 王赟 摄

7日，专家和蓝色经济区的领导就如何深入推进半岛蓝色经济建设畅所欲言。 本报记者 王赟 摄

盐碱地开发为滨州港建设提供便利。见习记者 徐瀚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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