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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主打

威海出台未来5年海参产业发展规划

开垦百万亩海底牧场种海参
本报记者 高洪超 林丹丹

小且有点丑陋的海参成为威海蓝
色海洋经济中强大驱动力。据威海政
府部门统计，到2009年底，威海海参养
殖面积24 . 3万亩，占全市全部海产品养
殖面积的31 . 8% 。产量2 . 94万吨，鲜参
收入40多亿元，占全市海洋经济收入
的29 . 6%，“威参”成为威海所有海产养
殖品种中的“老大”。

威海一海参专卖店工作人员在发泡干海参。

规划>> 出台海参未来发展规划
10日，威海市召开全市海参产

业发展现场观摩会，当天，来自威海
三市三区的64家海参育苗、养殖、加
工、经营企业代表，在威海市委、市
政府相关领导带领下，踏访北至威
海初村北海，南至石岛好当家集团
的数家典型养殖企业。荣成、文登、
乳山、高区、经区、环翠区政府分管

负责人以及财政局、海洋与渔业局、
检验检疫局等12个局的主要领导也
一路陪同参观。之后在会议中第一
次公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海参产
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由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
牵头制订、以威海政府名义发布的
文件。

威海海参产业协会秘书长林乐
福也参加了会议。他颇为自豪地总
结说，在威海这样一个海产大市，
上百种海产品中，为一个产品召开
一个规格如此之大、级别如此之
高、人数如此之多的现场观摩会，
在威海海洋经济发展史上还是第一
次。

10年来，随着全市海参养殖业
的持续发展，威海成为全国养殖海
参主产区。但威海海参产业也存在
一些问题，那就是“重养殖、轻加
工、弱营销”，全市海参产量规模
很大，但产业链条短，海参深加工
品种少，在全国叫得响的海参品牌
也少。

对此，威海市海洋与渔业局渔
业科科长董崇强总结，《关于进一步

促进海参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以
未来5年为发展期，主要着眼标准化
生产、科技创新、品牌培育和规范管
理，要提升“威参”产业的标准化、规
范化、品牌化水平。因此，这个文件
也可以被称为“威海海参未来5年发
展规划”。对此，威海市政府将设立
支持海参产业发展的专项财政资
金，从良种繁育、科研攻关到产品认
证、品牌推介、标准制定，龙头企业

都可以获得财政扶持。
从种子到成品，30家海参企业

进入政府视野。今后5年，威海市
将集中培植威海恒祥、乳山海渊、
荣成霞升、文登泰裕等10家海参育
苗龙头企业，好当家、西霞口、俚
岛海科、威海西港、文登五垒岛、
乳山杜家岛等10家海参养殖龙头企
业，宇王、正洋、海姑等10家海参
加工龙头企业。

决策>> 小海参成了政府“大事”

到2015年，全市海参养殖面积
从目前的 2 4万亩突破 1 0 0万亩水
平，鲜参产量达到6万吨，两个指
标分别比2009年增加4倍和3倍。育
苗、养殖、加工、流通的海参产业
链产值达到200亿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威海市
准备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海

参养殖园区。在多种养殖方式
中，底播增殖、海底牧场被选定
为今后的主攻方向，计划在威海
市区北部海域、刘公岛东南、阴
山湾-港西虎头角、荣成朝阳港-
龙眼港、荣成湾-桑沟湾、荣成宁
津-楮岛规划建设 6处近海人工鱼
礁带，在苏山岛、南黄岛规划建

设2处海岛人工鱼礁群，在礁区和
周边海域开展海参野放养殖，到
2 0 1 5年海参底播增殖面积要达到
80万亩。

此外，对于现有养殖区，要
进行立体开发、对围堰养殖进行
精养改造，扩大工厂化、浅海设
施养殖规模，提高单产。

目标>> 5年后养殖面积突破100万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