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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最常见的海洋
牧场类型，一般建在近海沿岸。渔业增养殖
型海洋牧场产出多以海参、鲍鱼、海胆、梭子
蟹等海珍品为主。
● 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这一类海洋牧场
以鱼类产出为主。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属于
海洋牧场受鼓励的发展方向。我国北方地区
往往以近海中小型生态修复海洋牧场为主，
南方地区以外海大中型生态修复海洋牧场较
多。
● 休闲观光型海洋牧场。随着休闲渔业的
兴起而出现，多嵌在其他类型海洋牧场之中，
是海洋牧场管理开发的一项新兴产业。
● 种质保护型海洋牧场。多由科研机构或
大型渔业公司投资，以近海沿岸海珍品、鱼类
的资源养护为主要功能。
● 综合型海洋牧场。我国在建的牧场多以
综合性海洋牧场为主，一般兼顾一项或多项
功能，最常见的是在渔业增养殖型海洋牧场
开发休闲垂钓功能，在生态修复型海洋牧场
中开发休闲观光功能和鱼类增养殖功能等。

延延伸伸阅读阅读

关 注8 2022年 5月 25日 星期三

责编 美编 陆民敏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海洋渔业
大省山东，近年来以创新之智、转型之
心、科技之手，建设海洋牧场，囤实蓝
色粮仓，提升海洋科技驱动力，用来自
海洋的优质蛋白不断满足国人的“饭
碗”。山东半岛人与海的故事，见证着新时代

“藏粮于海”的生动实践。
2011 年开始，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董双林

和他的团队走上科研攻关之路，研发出不少
“黑科技”。“通过注水注气，养殖设备采用
‘沉浮机制’：夏季表层海水过热时，可下沉
至深处的冷水团；秋季表层海水适宜时，可上
升至水面。水温难题破解了。”董双林介绍，
加上鲨鱼防护、鱼鳔补气、死鱼回收、鱼群监
控等自主技术的保障，我国在温暖海域养殖
冷水鱼类实现了重要突破。

看到黄海海域“深蓝 1 号”智能网箱一条
条近 10 斤重的三文鱼长成收获的情景，董双
林不禁眼角湿润。

如今，我国用海洋科技“养出”的三文鱼，
与国外主产区相比，成鱼快、品质优、病害
少、人工与物流成本低。水温适宜的前提下，
每年可收获 30 万条成品三文鱼，产量超过
1500吨。

深海之中，矗立着一座座巨大的“海中城堡”，只需数
人操控，便可实现智能运行。这种被称为海洋牧场的“蓝
色粮仓”，在山东近远海，省级以上的达到 129 座，国家级
的已达 59座。

凝聚着海工装备行业工人智慧的智能网箱“经海 004
号”，在山东烟台长岛综合试验区南隍城岛海域投运，用于
养殖许氏平鲉等商品鱼类。这一设备出自烟台中集来福
士公司。近年来，这家海上钻井平台生产企业开始用海工
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制造海洋牧场专用设施。

中集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刘富祥介绍，
“经海系列”深远海智能化网箱有效养殖容积达 7 万立方
米，单体网箱年产渔获 600 吨到 700 吨，而如此大的海洋牧
场设施，也只需 4名工人进行管理。

在深远海“养鱼”，不再遥不可及。专家介绍，依托海
洋牧场装备，传统的近海网箱养殖产业已经走进深远海，
实现了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海产品养殖的产量和质量
双双提升，不断满足消费者对海洋美食的需求。

““耕耕海海””新牧歌新牧歌
5 月 20 日，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在青岛交付运营，“国

信 1 号”堪称“渔业养殖航母”，可有效利用深远海适宜海域进行长期游弋式养殖，躲避台
风、赤潮等自然灾害，也被称为“移动的海洋牧场”，它的交付也标准着我国深远海大型养殖
工船产业实现了由 0 到 1 的进阶发展。

近年来，一座座现代化海洋牧场平台“拔”海而起，2018 年 5 月，中国首座自主研制的
大型全潜式深海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深蓝 1 号”在青岛建成交付；在烟台莱州湾、庙岛群
岛、四十里湾、丁字湾海域，“耕海 1 号”“国鲍 1 号”“经海 001 号”“长鲸 1 号”“长渔 1 号”等
海洋牧场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海平面上。

（上接第 1 版）
——推进“一股劲”，发挥守望

相助的团结之力。
“测准”航道水深，科学开展演

变分析，保证深水航道通航尺度；
“养好”航道航标，提升航标助航效
能，擦亮行轮眼睛；“配优”航标布
局，深挖航道通过能力，释放深水
航道效益……“一切为了畅通”既
是责任，亦是使命。长江上海航道
处八项硬措施以涓滴之力凝聚磅
礴伟力，切实保障上海市物资供
给，打通守护生命的水上运输大通
道。

以服务“大船、大港、大物流”为
目标，不断释放深水航道新潜力。
长江镇江航道处对嘶马弯道航标配
布进行优化调整，并加大动态观测
及疏浚养护力度，保障大型船舶对
航行尺度的要求，充分释放 12.5 米
黄金水道的“钻石”效能。

强链稳链
保重点企业生产经营

产业链供应链事关经济循环。
循环畅通则经济畅通，产业链

强健则经济稳健。

近期，长江干线港口陆续推出
“陆改水”进出口新通道，缓解疫情
造成公路运输能力不足的状况。随
着水上货运量的增多，各地的港口、
海事、航道部门多方联动，保障物流
供应链稳健畅通。

“情系企业 排忧解难 热情高
效 保通保畅”，5 月 18 日，重庆民生
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巴南海事
处送来一面锦旗，感谢海事部门帮
助该公司滚装船“民振”轮在佛耳岩
港口进行装载作业。

原来，佛耳岩港口停止滚装船
相关业务已达 6 年之久，此次重新
启用，缘于直线距离不到 1 公里的
长安铃耀汽车生产基地决定将生产
的新能源汽车从水路运输至武汉，
以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减少陆路运
输人员接触，降低疫情风险。

“因长期未开展相关业务，工作
人员对滚装船装载作业的具体规范
和技术要求不甚了解，多亏海事部
门协调船检机构，为船方和港口方
梳理相关法规规定和技术规范。”佛
耳岩港口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解燃眉之急，谋长远之策。
“我们公司油船主要为长江沿

线 运 输 供 应 成 品 油 ，运 力 都 在
2000—3000 吨，安全航行的标准更
高、责任更重。长江电子航道图
APP 对油轮的航行安全起到了很好
的保证，为船员的航行减轻了很大
的负担。”武汉长燃气运输有限公司
船长杨劲权对长江航道局电子航道
图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有着 42年“船龄”的重庆市水上
应急管理专家、重庆川江船务有限
公司安全副总邹仁君，对长江航道
图 APP 也是情有独钟：“我们每一名
船员的手机上都装有这个软件。特
别是船长，要求驾驶员每次航行接
班前都必须通过手机上的电子航道
图对本班拟经航段进行预习，充分
熟悉航道概况、航标设置情况、航路
选择、海事监管的规定以及碍航物
等，每一次航行前都必须做到心里
有底。”

聚焦“陆改水”，聚焦惠企纾困，
聚焦通道顺畅，勇当保链稳链强链

“稳定锚”，长江航运持续为相关企

业提供细致入微的服务。
数据显示，4 月，长江主要港口

企业货物吞吐量完成 7796.11 万吨，
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 1400.63 万吨，
同比下降 13.44%，环比上升 2.41%；
内贸货物吞吐量 6395.48 万吨，同比
增长 0.31%，环比增长 4.95%。集装
箱吞吐量同比增速放缓，环比增速
下降。

优化服务
保重点枢纽正常运转

万里长江，贯通东西，辐射南
北，支撑着长江经济带永续发展。
三峡枢纽河段，控巴蜀引荆襄，成为
联通黄金水道中上游的“咽喉”，是
长江航运的关键节点，对长江流域
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
十分显著。

长航局紧盯重点枢纽，全力确
保枢纽内部正常运转、外部高效集
疏运、关联方协同运作，坚决有力保
障区域经济平稳运行。长江三峡通
航管理局加强通航建筑物运行维护

和监测，及时解决航道、船闸拥堵等
问题，确保运输通道畅通。

——聚力保通保畅，提升运行
组织水平。

自今年 3月上海疫情发生后，三
峡通航指挥中心协调联动三峡海
事、船闸和锚地管理部门，先后护航

“镔港××”“长荣××”“冠荣××”等数
艘抗疫船舶优先过坝。工作人员通
过 VHF、CCTV 及 VTS 等信息化手段
随时密切关注抗疫船舶航行动态，
确保船舶随到随检、一路绿灯。

为了保障汛期船舶安全，5月 10
日 12 时，三峡航道局葛洲坝航道处
按照 2022年洪水期转换调标计划要
求，完成了葛洲坝大江下引航道航标
调整工作，有效扩大了葛洲坝大江下
游航道宽度，方便洪水期到来后船舶
安全航行、经济航行、便利航行。

——缓解船舶待闸压力，提高
通航服务水平。

5 月 10 日，三峡通航船舶秭归
旧州河锚地建设工程（简称“工程”）
正式开工，拟在宜昌市秭归县郭家
坝镇三峡库区长江上游归州水道右

岸实施锚地建设工程，新建锚位 8
个，配备电缆接岸栈桥和岸电设施。

工程建成后，可满足 28 艘 5000
吨级危化品船舶待闸靠泊，为三峡
枢纽河段战略安全稳定、黄金水道
畅通、沿江经济增长和长江经济带
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筑牢支撑。

——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助
推旅游经济复苏。

4 月 30 日 ，三 峡 升 船 机 迎 来
2022 年度第一艘商业运营客船“长
江三峡 5 号”，从侧面意味着地方旅
游经济逐步回暖。

为助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旅
游经济复苏工作，长江三峡通航管
理局升船机管理处严阵以待，严格
遵照客船过厢相关要求和常态化疫
情防控相关规定，提前开展船厢消
防设备检查，落实客船进出厢全程
监护。船厢人员做好个人防护，与
船方人员保持安全距离，确保客船
安全、平稳通过三峡升船机。

水路运输，“运”的是生产生活
的物资，“输”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活力。

大江东去，千帆竞驶，卷起万顷
波涛。保通保畅，长江航运全力以
赴；输血通脉，长江航运人矢志不移。

“畅”血脉“通”链条

“国信1号”

基本情况

“国信 1 号”养殖
工 船 投 资 约 4.5 亿 元
人 民 币 ，船 长 249.9
米 ，排 水 量 13 万 吨 ，
载重量 10 万吨，设 15
个 养 殖 舱 ，养 殖 水 体
近 9 万立方米。

以“船载舱养”模
式 开 展 大 黄 鱼 、石 斑
鱼、大西洋鲑、黄条鰤
等 名 优 养 殖 鱼 种 养
殖 ，设 计 年 产 高 品 质
鱼类 3700 吨。

第一批高品质工
船大黄鱼将于今年秋
季起捕上市。

重大意义

“国信 1 号”首创
的“船载舱养”模式，
将养殖区域从近岸推
向 了 深 远 海 ，掀 起 我
国第六次海水养殖浪
潮。

“国信 1 号”创新
了 海 洋 渔 业 生 产 方
式。这次变革是融合
苗 种 繁 育 、工 业 化 养
殖、船舶装备、人工智
能 、信 息 化 技 术 等 全
产 业 链 的 集 成 创 新 ，
代表了海洋渔业最新
的生产方式。

技术水平

“国信 1 号”是全
球 设 计 规 模 最 大 、功
能 最 全 、实 用 性 和 可
靠性最强的渔船。单
舱水体量比 2 个标准
游 泳 池 还 多 ，每 年 的
养殖产量与查干湖一
年 的 捕 获 量 相 当 ，养
殖舱内水体声学指标
已达到甚至超过静音
级科考船水平。全船
2108 个测点信息对 15
个 养 殖 舱 内 水 、氧 、
光、饲、鱼进行集中控
制 与 实 时 监 测 ，养 殖
密度是传统网箱的 4
至 6 倍 ，养 殖 周 期 可
缩短四分之一以上。

主要类型

发展目标

什么是“海洋牧场”？

“海洋牧场”的概念近些年逐渐被大家
所熟知。海洋牧场是在特定海域，通过人
工鱼礁、增殖放流、生态养殖等措施，构建
或者修复海洋生物繁殖、生长、索饵或者避
敌所需场所，增殖养护渔业资源，改善海域
生态环境，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模
式。智能网箱和多功能海上平台都属于海
洋牧场的实现形式。

致力于海洋牧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已成
为主要海洋国家的战略选择，也是世界发达
国家渔业发展的主攻方向之一。我国资深院
士曾呈奎先生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了“海
洋农牧化”的设想。

开展海洋牧场建设，其一是为了提高某
些经济品种的产量或整个海域的鱼类产量，
以确保水产资源稳定和持续的增长。其二是
在利用海洋资源的同时重点保护海洋生态系
统，实现可持续生态渔业。

建造过程

2020 年 12 月 在 青
岛 北 海 造 船 启 动 建
造；

2022 年 1 月 出 坞
下水；

2022 年 4 月 30 日
至 5 月 5 日在黄海海域

顺 利 完 成 海 试 ，48 项
（套）船舶和养殖装备
试验结果均达到或优
于预定指标；

5 月 20 日，在青岛
交付运营。

姊 妹 船“ 国 信 2

号”“国信 3 号”预计于
2024 年 3 月 份 交 付 使
用。

30 万吨超大型“国
信 4 号”已启动功能论
证 和 总 体 设 计 ，预 计
2023 年底前启动建造。

﹃
藏
粮
于
海
﹄
的
故
事

本文综合自新华社，新华网、大众日报、中国水运网等媒体报道

海洋不仅意味着生命，意味
着资源，更意味着未来。“耕海”
亦 须“ 养 海 ”，“ 养 海 ”才 能“ 耕
海”。把海洋生态保护好，才能
实现蓝色国土的永续利用；也唯
有扛起生态发展的大旗，经略海
洋的征帆才能浩渺无极。

当前，我国大力建设“资源
修复+生态养殖+高质高效”的
海洋生态牧场综合体，推进海洋
牧场建设，将产业发展和生态环
境保护有机结合。现代化海洋

牧场在使深远海成为“良田”的
同时，其生态效益更加可观。区
别于传统捕捞、养增殖或浮筏等
海上养殖场，现代化海洋牧场能
够实现海洋生态环境修复与优
化、生物资源养护与增殖，相当
于给海洋建了一座“生态银行”。

“耕海”千顷，“养海”万年。

生态“养海”，要坚持质量兴渔、
绿色兴渔，充分发挥海洋牧场对
海洋渔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快
推进海洋渔业转型升级，走绿色
发 展 之 路 ；要 坚 持 产 业 融 合 发
展，把海洋牧场打造为涉渔产业
融合发展的新平台，不断提高海
洋渔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要坚持体
制 机 制 创 新 ，
发挥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
的先行先试和示范带动作用，提
升渔港经济区发展整体水平。

海洋牧场是“牧场”融入“海
洋 ”之 中 ，形 成 健 康 有 机 的 整
体，唯有始终将资源环境保护放
在首要位置，大力养护海洋生物
资源，才能实现永续利用、可持
续发展。

“耕海”千顷“养海”万年
□ 张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