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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海洋渔业、倡导滨海旅游———

“海洋经济”助东营生态发展
本报记者 嵇磊

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管委会：

海参生长环境很生态

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内，一
个个“湖泊”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示
范区内。工作人员介绍，这里面养
的全是养殖户的宝贝——— 海参，市
场价格能够达到每斤90多元，“有
的大个海参，一个就快一斤沉了。”

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区规划
总面积30万亩，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单片滩涂养殖区。“生态高效是渔
业示范区的开发灵魂。”东营市现
代渔业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红光
办事处主任赵志峰告诉记者，海水
通过自然潮汐进入大型蓄水水库，
沉淀净化后进入海参养殖池塘进
行海参养殖；随着海水卤度的进一
步提升，养殖尾水进入原盐生产区
制取原盐，提取溴素，“这样实现海
水的循环利用和零污染。”

赵志峰说，另外，渔业示范区
内还有丰富的风力资源，年发电近
1亿度。区内的地热资源也非常丰
富，“目前区内第一口温泉井已开
采完毕。”

东东营营市市地地处处黄黄河河入入海海口口，，濒濒临临渤渤海海，，地地处处山山东东半半岛岛
和和辽辽东东半半岛岛环环抱抱的的环环渤渤海海湾湾中中心心，，是是环环渤渤海海经经济济区区与与
黄黄河河经经济济带带的的交交汇汇点点。。

如如今今，，东东营营在在黄黄、、蓝蓝经经济济发发展展的的契契机机下下，，以以发发展展海海
洋洋经经济济为为突突破破口口，，海海洋洋渔渔业业、、海海洋洋油油气气业业、、海海洋洋化化工工业业、、
海海洋洋盐盐业业、、海海洋洋装装备备制制造造、、海海洋洋工工程程建建筑筑业业、、滨滨海海旅旅游游
等等产产业业初初具具规规模模，，海海洋洋生生物物制制药药、、海海洋洋新新能能源源等等新新兴兴海海
洋洋产产业业发发展展迅迅速速，，形形成成了了较较为为完完备备的的海海洋洋产产业业体体系系。。

一提起东营的变化，68岁的郑
国华格外精神，他告诉记者，印象最
深的是这几年海边的旅游产业发展

迅速，海边的荒地都变成了绿地。
42年前，郑国华来到东营，回忆

起刚来东营的场景，他深有感触。郑
国华告诉记者，当年东营没有防潮
大堤，海边一片荒地、到处是泥，还
有一堆堆杂草，“一上潮的时候，什
么都看不见。”

绿树成荫是郑国华对现在东营
海边的评价，“原来的入海口都是盐
碱地，现在就不同了，种上了稻子，
一片金黄色非常漂亮。”郑国华说，
东营是个欣欣向荣的沿海城市，海
洋旅游的投入，对市民来说是受益
的好事。

★退休老干部：

海边荒地摇身变绿地

★鱼馆总经理杨红艳：

市民餐桌更有保障
河

丰 园 鱼
馆 总 经
理 杨 红
艳 正 忙
着 给 顾
客 预 订
就 餐 桌
位 ，他
告 诉 记
者 ，酒
店 生 意

的火爆跟东营本地海鲜质量是密不
可分的，“海鲜的生态环境优越，自

然海鲜本身的质量就有保障，顾客
会放心来吃。”

“我们店里的部分海参是从渔
业示范区进购的。”杨红艳告诉记
者，“关键是我们能够直接观看海参
的生长环境。今年来吃黄河口大闸
蟹的市民非常多。黄金周期间吃黄
河口大闸蟹的市民达到一个小高
峰。”杨红艳告诉记者，黄河口大闸
蟹的口碑很好，

杨红艳说，东营的海鲜生长环
境的生态化，土质、水质非常适宜大
闸蟹、海参等海鲜的生长，酒店用得
放心，市民吃得也放心。

现代渔业示范区海参丰收。 本报记者 任小杰 摄

遭部门声音

10月14日，海马汽车联合“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MusicRadio音乐之声”、“中国儿童少年基
会”共同发起的“爱@你身边”五地爱心路演
在深圳海岸城购物中心启程。这次路演活动
也是“2012MusicRadio我要上学海马汽车爱@
1200助学行动”系列活动之一。品冠、刘惜君
等当红艺人到场献唱。随后，五地路演还将走
进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四大城市。

“2012MusicRadio我要上学海马汽车爱@
1200助学行动”是一项助学公益活动，旨在
为贵州的贫困儿童筹集善款，资助他们能够
顺利完成学业。此前，“海马汽车我要上学”
通过夏日体验探访活动、全国启动记者会以
及慈善高尔夫联谊赛等一系列活动，得到各
界爱心人士的广泛关注，并为贫困学生募得
大量爱心捐助。

海马汽车相信，这场爱心公益行动必将
给现场群众带来一份别样的心灵震撼与感
动。同时，海马也期待包括百万海马车主在
内的所有爱心人士共同为孩子们完成上学
的梦想贡献力量，让更多贫困的小朋友重新
享受属于他们的快乐童年。

五地路演群星荟萃

海马汽车我要上学播撒爱的音符

★渔业养殖户姜士忠：

“大家一同致富”

初次见到姜士忠的时
候，他刚刚从河口海参养殖
区赶回东营市现代渔业示范
区。他指着园区内的一个“湖
泊”骄傲地介绍，养殖海参每
亩一年纯收入达一万元。

“原来海参大多是粗放
性养殖，以散户为主，每亩一
年的效益也就在一千元左
右。”作为垦利县小岛河海珍

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的
姜士忠介绍，2009年成立了
合作社，大家一起共同合伙
养殖海参，后来又进入了渔
业示范区。

“渔业示范区内配套设
施齐全，还有科研人员做技
术辅导。”姜士忠说，大家一
起购苗，成本降了下来。集
中 销 售 ，价 格 上 就 有 了 保
障，“今天海参已经卖到了
一百元一斤。”目前，合作社
成员已经覆盖 3个乡镇，成
员达到76户，在渔业示范区
内已经形成占地3000亩的养
殖区域。由于发展的需求，合
作社又在河口、仙河镇开设
了养殖区。

姜士忠望着渔业区内的
池塘，畅想着合作社的未来，
他说，等时机成熟，合作社开
办一个海参加工产业，提高
海参的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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