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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也是人类获取优
质蛋白的“蓝色粮仓”。拥有2000平方公里海域
面积的莱州市，一直在思考如何深挖海洋经济，
做大做强蓝色经济“蛋糕”。对此，莱州市土山镇
给出的答案是产研融合打造海洋产业综合体，
全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生态牧场升级，实现绿色
可持续发展。

产产研研融融合合打打造造海海洋洋产产业业综综合合体体
莱州市土山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全力推动现代化海洋生态牧场升级

投入重金修复海洋生态，为莱州湾“增肥”

金秋时节，走进莱州土山镇，
烟波浩渺的莱州湾，海上渔船穿
梭，一个充满生机的现代渔业综
合示范园区出现在眼前。编织如
此美丽画卷的正是成立于2011年
的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项目经理付建革在现场
向记者介绍公司的发展历程和故
事。

莱州湾素以盛产海鲜闻名，
可前几年渔民出海渔获越来越
少，渔民苦恼“海瘦了”。山东蓝色
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于
波从小在莱州湾海边长大，亲眼
看到了传统渔业模式对海洋生态
的破坏，渔民出海返回时因渔获
日益减少沮丧的表情，于波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

在莱州湾生物资源逐年下
降之时，公司成立之初，于波带
领蓝色海洋在中科院海洋所的
科研技术支持下，与海洋所共同
对莱州湾进行了本底调查，基于
莱州湾的条件和实际状况，规划
了莱州湾生态修复的蓝图。“先
场后牧”——— 先搭建生态海洋牧
场，构建人工藻场，进行水生生
物资源的增殖放流，慢慢恢复莱
州湾的生物资源，维持并修复莱
州湾生态环境，其次才是进行捕
获生产。

生态修复绝非一日之功，从
维持现有生态环境到恢复原有生
态环境需要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的时间。从2011年到2015年，山东
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4年
多时间投入5 . 1亿修复海洋生态，

在莱州湾芙蓉岛西北部海域建成
16万亩生态海洋牧场。完成造礁
面积4 . 6万亩，投放船体礁112艘；
海区累计增殖放流海参苗、牡蛎
苗、扇贝苗、文蛤苗、魁蚶苗等91
吨。海区造礁区域的石头礁和船
体礁上已经长起了藻类，且大量
鱼群和虾蟹贝类返回到它们世代
繁衍的家园，脉红螺、梭子蟹等生
物资源修复效果显著。

在增殖放流方面，蓝色海洋
大力增殖本地化品种，采取立体
生态混养的模式，将养殖区域分
为上中下三层，依据生物链的关
系，合理混养，分区间间养，使“一
亩海变成三亩海”，提高了单位水
体产出。

“海洋牧场通过多层次多结
构养殖，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下
层我们通过投石、投放鱼礁来营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为海参
提供了养殖场所，而且吸引了原
有的海螺、鱼虾蟹等原有生物，中
层和广大渔民展开合作，大规模
养殖海湾扇贝，为海参提供了饵
料，表层我们养殖龙须菜，龙须菜
属于生态牧场中初级生产结构，
为我们海洋牧场的整体结构提供
了良好的基础。”付建革说，在这
上中下三层的立体结构中进行生
态养殖，为公司整体海洋牧场的
发展提供了基础，创造了良好的
经济收益。

海洋牧场的搭建让莱州湾的
海由“瘦”到“肥”。可持续发展的

“靠海吃海”，莱州湾海洋牧场自
我“造血”正在发力。

“以互利换空间”组建合作社，渔民变股东

2010年之前 ,莱州市土山镇
渔民全部是个体户。海上养殖处
于“单打独斗”的状态，用海分
散、粗放，海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市场价格紊乱。渔民分散粗放式
的海上养殖往往存在养殖品种
无序跟风、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等
问题，从而导致养殖户常常“一
年挣两年赔”的情况，山东蓝色
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了

“以互利换空间”的构想 ,得到了
渔民的认同。

2011年，由山东蓝色海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了莱
州市土山镇泽潭渔业专业合作
社 ,把个体渔民组织起来 ,海域使
用金统一由合作社代交 ,海面使
用权仍归入社渔民 ,海域中层和
底部使用权归合作社共有 ,实现
统一规划养殖。入社后,渔民有了
三重身份 :海面使用权归自己 ,搞
水产养殖当自己的“老板”；合作
社利用海域中、底层进行立体养
殖 ,渔民年底享受分红是合作社
的“股东”；渔民负责海面生产的
看护工作 ,成了龙头企业的“职
工”。

“我们打造一个平台，把周边
老百姓的资源整合在一起，然后
我们统一提供技术、资金、装备支
持，让老百姓发挥他们的生产经
营特长，一起开发海洋生产。”付
建革说，后来这种模式被人称为

“泽潭模式”。
2014年年底,莱州“泽潭模式”

成为全省渔业学习的榜样。泽潭
渔业合作社在短短3年时间内,实
现了全省最大规模的海域使用权
流转 ,构建了全省最大规模的

“贝、藻、参”立体生态养殖和物联
网覆盖。

业界认为，“泽潭模式”的一
大创新之处，在于整合了零星海
域资源，科学利用全海域，实现了
大规模的海域使用权流转和渔业
专业合作社沿海渔村的“有效覆
盖”。与此同时，“泽潭模式”也创
新了“经营”方式，搭建起完整的
渔业产业链，将投入品供应、产品
销售、渔船安全管理、品牌打造和
技术信息服务统一了起来。这样
一来，不仅提高了渔民与企业收
入，海域生态与产出效益也得到
了同步改善。

产研融合
用科技培育“蓝色新引擎”

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质量发
展的背后离不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的大力支
持。“我们董事长有眼光有气魄，公司刚成立伊
始，他就认识到人才和科学技术的重要，为此他
多次到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求教，并希
望谋求合作，最终用诚意打动了中科院海洋所
的专家。”付建革说。

2012年8月18日，山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合作项目“莱州湾
海洋牧场建设关键设施与技术集成及示范”签
约仪式在青岛举行，该项目由海洋所养殖水域
生态学与环境调控研究团队承担，项目负责人
为海洋所副所长杨红生研究员。该项目将针对
企业在刺参浅海高效增养殖与海洋牧场建设方
面的关键设施与技术需求，以建设科技含量高、
管理水平强、经济效益好的综合性创新创业平
台，实现企业现代海洋渔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为
目标，开展企业确权海域的海区综合调查与区
域规划、种质保护与健康苗种培育、刺参底播技
术参数与模式、海区生境改造和修复技术、监测
采捕新技术与新装备等研究和产业化工作，建
立莱州湾海洋牧场建设关键设施与技术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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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牧
场建设，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

“发展现代化海洋牧场”，2018年中央一
号文件再次强调“建设现代化海洋牧
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
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为加快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步伐，
打造海洋生态牧场的升级版，山东蓝色
海洋与中科院专家一起到国外考察学习
先进经验。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推动下，山
东蓝色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型海洋
牧场升级版，紧锣密鼓又有条不紊地向
前推进——— 以现有海洋牧场为基础，以
海洋牧场与海上风电融合为突破，以海
洋生态经济综合体为目标，进一步丰富
海洋牧场新内涵，实现海洋资源综合、融
通、持续、高效、集约、关联化利用。根据
相关规划，山东蓝色海洋打造现代海洋
牧场升级版主要有三大要素：一是促进
海洋牧场与海上风电融合发展；二是打
造“海洋牧场+海岸带生态农牧场+田园
综合体+陆海种业硅谷”的海岸带田园
综合体；三是发展深远海高端海洋养殖
装备。

通过以上举措，山东蓝色海洋将构
建“生态高效牧场+新能源+蓝色粮仓”
创新模式，创建首个集生态渔业、海上清
洁能源(海上风电、光伏发电)、海洋特色
文化产业(休闲渔业、滨海旅游、海洋科
普等)为一体的现代海洋牧场体系，建成
首个陆海统筹、生态安全，清洁能源高效
输出、海洋牧场全产业链发展的现代海
洋产业综合体，为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
的创新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未来，公司将继续以“深耕海洋，发
展现代海洋渔业”为主旨推进海洋牧场
转型升级，确立“一产转型，二产做强，三
产突破”的总体工作思路。实行渔业“新
六产”。充分发挥海洋牧场优势，着力培
育各链条相融合的综合体。继续夯实三
产的服务业，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基础
上，带来更大的社会效益。

打造产业综合体
助力海洋生态牧场升级

地，同时为企业培养一批优秀的技术骨
干，为海洋牧场建设提供技术和装备支
撑，实现企业现代海洋渔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从此，莱州湾生态恢复以及海洋牧
场建设得到了中科院专家鼎力支持。“这
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付建革说，“合作
伊始，在准备向大海投放人工鱼礁时，海
洋所的专家们花费大量时间在海上勘测
水温、盐度以及洋流情况，通过数据计算
准确定位投礁的位置，定点投放。这期间
我们董事长心里着急，在专家测量阶段，
就偷偷了安排人在大海里随机投了几个
鱼礁，10个月后，董事长派人去看此前偷
偷投放的鱼礁全部沉降，失败了，而专家
给出位置的鱼礁全部成功。这一件小事，
董事长彻底佩服了，人工鱼礁真的不是
投放几块石头那么简单。”

从此，蓝色海洋公司更加重视科研
对产业的指导和支撑作用，通过推进产
学联合，与中科院、中国海洋大学等多所
科研机构、院校合作，搭建了多个科技研
发平台，成立了山东海洋牧场工程与技
术研究院，并已开展14个国际国内科研
合作项目，在多项科研项目上取得进展，
为海洋牧场科学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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