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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转换换新新动动能能 经经略略海海洋洋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本报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王嘉 王晓

首届中国（乳山）牡蛎国际高峰论坛

4月23日，聚焦经略海洋
和乡村振兴战略，国家贝类产
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
范、美国罗格斯大学海洋和海
岸科学系终身教授郭希明以
及国内外知名学者、牡蛎产业
企业家代表齐聚乳山牡蛎产
业发展专题论坛，围绕以牡蛎
特色产业发展带动海洋牧场
和牡蛎小镇建设、实现海洋经
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推动
乡村振兴战略着棋落子的“乳
山模式”，讨论未来牡蛎产业
和海洋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案。

在乳山牡蛎产业发展专
题论坛开始之前，牡蛎专家和
企业代表在乳山市相关方面
的陪同下，先后参观考察了乳
山牡蛎小镇规划、海洋牧场、
华信食品、科创大厦、葡萄酒
小镇等，对乳山进行了全面了
解。

在“乳山牡蛎产业发展专
题论坛”上，结合乳山牡蛎小
镇规划和海洋牡蛎、产业基金
情况，中金国泰、中科院、中国
海洋大学等近10名专家和企
业家围绕乳山牡蛎小镇规划、
牡蛎产业发展、产业基金运作
等进行了专题研讨。

与会专家发起成立乳山
市牡蛎产业专家咨询委员会，
聘请8位专家担任特邀专家，
为乳山牡蛎产业发展再添新
动力。会上，乳山市政府与威
海市海洋与渔业局签订海洋
发展领域战略合作协议，共谋
经略海洋发展，推动海洋经济
新旧动能转换。

养好“金牡蛎”

让中国牡蛎走向世界

农业农村部渔业部渔业
渔政管理局副局长李书民说，
乳山牡蛎产业发展迅速，以乳
山牡蛎为典型的单体生食销
售产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引
领国内贝类产业调结构、转方
式的重要推动力量。

“在肯定乳山牡蛎取得成
绩的同时，也希望乳山市能以
此次高峰论坛为契机，广泛吸
收国内外同行先进经验，加大
科技创新力度，重点在牡蛎种
业、养殖环境、养殖模式等技
术方面加强研究，发展壮大中
国牡蛎产业，也为世界牡蛎产
业发展作出贡献。”李书民说。

“乳山优越的自然条件、
创新的养殖方式和规范的行
业管理，造就了乳山牡蛎养殖
面积和产量居全国县级第一，
成为全国牡蛎版图中的重要
板块，把‘中国牡蛎之乡’授予
乳山市，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名副其实。”山东省海洋与渔
业厅副厅长姜清春对乳山牡
蛎取得的成绩充分认可，他表
示，省海渔厅将不遗余力支持
乳山牡蛎产业发展，助力牡蛎
特色小镇建设，持续推动乳山

海洋经济成为新时代引领全
省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新
力量。“乳山也要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融入文化内涵，以全
球化视野经略牡蛎产业。”姜
清春建议说。

乳山市委副书记、市长宫
本杲说，乳山临海而生，拥海
而建，以生态见长，因活力而
美。乳山牡蛎产业发展历史悠
久、基础坚实，产量和面积位
列全国县级第一位。当今的产
业发展，科技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渠道的价值越来越凸显。
作为中国牡蛎第一市，乳山的
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我
们希望与权威专家和行业领
军企业建立常态化沟通合作
机制，吸引更多技术资源、产
业项目投向这里，我们将当好
东道主，养好‘金牡蛎’，让中
国的牡蛎从这里走向世界。”
宫本杲表示。

科研创新

推动海洋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美国罗格斯大学终身教
授郭希明高度赞扬了乳山牡
蛎。他说，乳山是少有的适合
贝类生长的地方，乳山政府部
门通过多年努力，深入挖掘出
牡蛎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为渔
民创造了更高的收入，推动了
地方经济的发展，使牡蛎成为
一项富民产业，这一点尤为珍
贵。通过这次高峰论坛，可以
预见的是，乳山牡蛎将来定会
走向国际化，想要走好这条道
路，就需要进一步提升乳山牡
蛎的品质。

郭希明建议，乳山市与中
科院等科研单位展开更加密切
的交流合作，结合多倍体技术

成果，研发培育出适宜乳山环
境的专属品种，引领乳山牡蛎
从高产走向高质，为中国、乃至
世界的牡蛎产业再作贡献。

“一只小牡蛎，十亿大产
业，乳山在牡蛎产业发展上作
出的贡献十分卓著，成为中国
牡蛎产业的醒目符号。”国家
贝类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
家张国范说，推动牡蛎产业的
可持续健康发展，乳山市还应
该一如既往地把重点放在产
业发展上，从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拓展市场占有率两个方面
用力。

作为中国(乳山)牡蛎产业
研究院院长，张国范表示，将与
牡蛎产业专家实现高位对接，
进一步提升乳山牡蛎产业可持
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升乳山
牡蛎品牌知名度，着力打造中
国牡蛎产品集散地和交易中
心，形成世界牡蛎产品研发高
地，并在市场拓展上下功夫，扩
展市场占有率，掌握牡蛎产业
话语权。

乳山牡蛎个大体肥、肉鲜
味美，是它区别于其他牡蛎品
种的一大特点。但在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科学家秦
小明看来，仅仅拥有这一特点
是远远不够的。“乳山牡蛎想
要向更深层的市场领域探索，
就必须要培育独一无二的乳
山‘专属’品种。”秦小明说，乳
山境内有两条河流，可以源源
不断提供牡蛎生长所需的营
养源，乳山政府一直加强对水
源成分的分析，配合当地水
质，培育适合生长的牡蛎品
种，将水中营养资源最大化利
用，给乳山牡蛎烙上全世界独
一无二的标签，是非常值得肯
定的。

大连海洋大学海洋科技
与环境学院院长刘鹰肯定了
乳山牡蛎产业取得的成就。他
认为，乳山牡蛎养殖历史悠
久，养殖面积大，在全国牡蛎
产业中地位举足轻重，随着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
牡蛎养殖产业转型升级也要
加快步伐。“产业发展快，竞争
力强，核心还是要靠科技创新
作支撑。”刘鹰说，乳山市要继
续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扶持，引
导企业加大先进设备、先进技
术的引进力度，提高生产效
率，提高产品品质，同时要充
分借鉴世界各地的先进经验，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塑造乳山
牡蛎品牌。

品牌提升

高端定位引领乡村振兴

“乳山牡蛎产业规模很
大，相关研究也比较深入，从
牡蛎的精深加工到牡蛎新品
种开发，再到牡蛎保健品的研
发，乳山牡蛎已经形成全产业
链条。”在国家贝类产业技术
体系首席科学家张国范眼里，
乳山市在育种、养殖、加工、销
售、文化旅游、废物利用方面
全面发展，已经形成了品牌效
应。这对于乳山牡蛎在世界范
围内打响名号奠定了基础。张
国范认为，乳山牡蛎的最终目
标是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这
就需要乳山市加强与外国企
业、科研机构的交流合作，让
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乳山牡蛎。

乳山海域盐度适中，水质
肥沃，饵料丰富，地理环境优
越，这些因素造就了高品质、
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乳山牡蛎。
乳山作为一个县级城市，近几

年牡蛎产业发展迅速，规模不
断扩大的同时，产品质量也在
不断提升。好牡蛎如何发挥出
高价值，海洋专家从牡蛎的流
通和深加工方面提出建议，牡
蛎以鲜活销售为主，在与餐饮
业的对接上，大力拓展电商途
径，以电商扩大市场。同时，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在牡蛎精深
加工上下功夫，延长牡蛎产业
链条，在加工领域展现出更大
作为，进一步扩大乳山牡蛎的
知名度。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首
席科学家翟毓秀：“乳山牡蛎
品质好，得益于乳山优良的海
洋生态环境。”翟毓秀说，牡蛎
品质受海洋环境影响大，保持
优良的牡蛎品质就要把海洋
生态环保放在重要位置，加强
海洋资源科学开发和生态环
境保护。他建议，乳山要全面
摸清海域环境状况，加大海域
生态环境监测，加大海洋环境
污染防治与执法监管力度，优
化牡蛎产业布局，以越来越好
的生态环境为群众提供安全
有营养的高品质牡蛎。

阳澄湖大闸蟹协会原会长
杨维龙则认为，“品牌建设”是
乳山牡蛎扩大知名度的重点所
在，要通过打造高端产业品牌，
拉近与消费者间的距离，让更
多消费者从情感上认同乳山牡
蛎。杨维龙建议说，乳山在牡蛎
产业发展中，要结合产业实际，
做好牡蛎产业推介，讲好牡蛎
故事，让更多人了解牡蛎。同
时，要搭建好产业发展基地，用
好大数据做好市场分析，建设
好储运基础设施，以良好的信
誉品牌、产品质量品牌，把乳山
牡蛎推向国际，带动中国牡蛎
产业整体发展。

乳山牡蛎产业发展专题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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