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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蓝色税源提升海洋经济

孙荣章

近年来，江苏省赣榆县始终坚持科学发展
观，抓住江苏省建设“海上苏东”和建设沿海
经济带的战略机遇，以建设“海洋经济强县”

为目标，以培育海洋蓝色税源、促进渔(农)
民增收为宗旨，强力推进“产业兴海、机制兴

海、科技兴海、品牌兴海”，实施项目带动、行

政推动、科技助动、品牌拉动战略，全县海洋

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一、求实务实，构筑海洋经济发展新平台

1．壮大总量，海洋经济主体地位进一步突
出

坚持把海洋经济作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

重要支撑点和增长极，不断加大蓝色国土开发

力度，加快“海上赣榆”建设步伐，已初步形

成集育苗、养殖、捕捞、Jj日T_、贸易于一体的

多元化、立体式开发格局，海洋经济主体地位
进一步突出。全县水产品总量达25．6万t。海洋

渔业产值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53％；沿海农民
人均来自水产业的纯收入达3 235元，占人均收

入的82．1％；育苗业产值3．2亿元，占全县海洋
渔业产值的1 4．5％。

2．项目拉动，海洋特色产业快速推进
充分发挥项目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推动海

洋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和效益型转变。截

至目前，总投入在100万元以上的海洋与渔业

开发项目已达30余个，累计投入资金近2亿

元；全县已发展工厂化育苗企业达216家，河

蟹苗种产量约占全省总产量的50％，占全国总
产量的1／3；引进开发菱鲆、牙鲆、鲍鱼、黄鱼
等品种，2004年底全县工厂化养殖面积将突破

30万m2，销售收入将突破10亿元。
3．注重效益，海产品加工业快速兴起
按照“谁投入、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

坚持外引内联并举，鼓励内资外资齐上，着力

打造临海工业群。目前已形成以鱼虾蟹贝藻冷
藏加工、藻类深JJnT-、渔需品加工为主体的海

产品加工工业群。全县现有水产品加工企业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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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年加工各类水产品10 73"t，占全县水产品总

量的50％，部分产品出口日、韩、美、欧盟等

20余个国家和地区。

4．开拓创新，海洋经济开发区建设率先推
进

以培育和引进海洋食品、海f-'4-医药、海洋

化工等高新产业为主，强力推进全省首家海洋
经济开发区的扩张建设，已发展紫菜加工、冷

冻等水产品加工企业12家，年加工紫菜8 000

万张，冷藏水产品2000t余I区内拥有69家水
产育苗场、6家微藻培育中心，是全国最大的中
华绒螯蟹人工繁育基地和苏北地区最大的微藻
培育基地。总投资5 400万元的6万m2海珍品

工厂化养殖项目已完成一期工程，二期工程正

在建设中；总投资1 60075"元的人工渔礁项目也
在开发海域范围之内。

二、创新创优，提升海洋经济发展新境界

在海洋经济发展方面，主要是重点建设

“二带六区二中心”：

二带：①百里沿海工业经济带。积极融入

省沿海经济带，主动对接市临港产业区，提前

介入242省道建设，将沿海线的青口、柘汪、

石桥、海头、宋庄、罗阳、海洋经济开发区“六

镇一区”列为全县百里沿海工业经济带，政策
倾斜，资源集聚，以沿海经济的迅速崛起拉动

腹地开发，推动全县经济整体统筹协调推进。

确保到2006年，沿海百里工业经济带每千米海

岸线产出1亿元以上，全县海洋经济增加值年
均递增25％以上。②百里滨海旅游观光带。充
分利用海岸线、海岛等旅游资源，以海州湾旅
游度假区为龙头，积极开发秦山岛，整合罗阳

休闲垂钓中心、抗日山烈士陵园、大吴山、海
陵湖等旅游资源，加快发展特色旅游、特色饮
食、特色购物步伐，推动全县旅游融入市旅游
经济圈，加大对外推介力度，扬名赣榆县、扬

名赣榆人。

六区：①省Ft-技兴海示范园区。以榆城集

   



团为龙头，加快推进全省首家海洋经济开发区

二期工程，大力发展临海工业，将海洋经济开

发区建成全省科技兴海示范园区和工厂化养殖

示范基地。②潮上带池塘高效混养区。以海头、
青口、石桥为中心，形成对虾、梭子蟹、大菱

鲆、牙鲆等工厂化水产品养殖集中区域。确保
全年工厂化养殖面积达到30万m2。③潮间带贝
类围拦底播增殖区。以海头、柘汪为中心，发

展以养殖四角蛤、杂色蛤、蜢蛏为主体的高效

养殖区域。④浅海域护养增殖区。以青口为中

心，主要形成以藻类、贝类、鲍鱼等养殖区域，
确保年内浅海域开发利用面积1．3万hm2余以

上。⑤海洋生物科技园区。以榆嘉、瑞邦、中

大海藻为龙头，大力发展海洋生物制药、海洋

化工业，确保2年内新培育高科技企业集团5

家。⑥港口经济区。抓好青口港全国中心渔港
建设，筹建10万吨级深水码头的海头综合港
区，将两港建成带动沿海、辐射内地的运输港、
贸易港和富民港。

二中心：①海洋渔业监测检疫中心。对养

殖xk质、氯霉素等农残、重金属实行跟踪检测，
规避经贸风险，促进对外贸易。②水产品交易
中心。建设青口、柘汪、海头三大海产品交易
市场，形成辐射淮海经济区的海产品集散中心

和贸易口岸。

三、奋勇奋为，推进海洋经济发展新突破

1．大力发展临海工业

探索海洋物种药物与保健品的研究和开发
利用，争取海洋医药和化工业的新突破；按照
“营养、卫生、安全、方便”的要求，逐步形成

现代化的水产品加工生产体系。大力发展水产
品精加工、深加工，向多样化、系列化、标准
化方向发展；开发小包装方便冷冻产品、旅游
休闲食品、营养保健食品等系列产品；建成一
批产加销、渔工贸一体化的企业集团，大力推

广海产品鲜活储运技术，充分发挥海洋收鲜船

作用，搞好海上鲜活产品的收购、贸易，参与

国际渔业市场流通。

2．提升水产育苗业

坚持产业化、集团化的发展思路，推进育

苗业标准化生产，提高水产育苗质量；进一步
树立品牌意识，打造育苗品牌，提高产品知名
度和市场占有率；在巩固现有品种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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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卜带、稳定潮

间带、重点发展潮下带养殖。潮上带以虾、鱼、

蟹类养殖为主，重点发展工厂化高效养殖，潮
间带以贝类和藻类养殖为主，重点发展贝类围

养增养，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调整贝类品种结

构，大力发展经济价值较高的贝类品种，提高
经济效益；潮下带重点发展网箱养殖、贝类吊

养、藻类浮筏养殖，推广藻类与贝类的立体养

殖和套养、间养模式，在试验的基础上，积极

发展外海网箱、深7．k网箱。2007年，浅海域开

发利用面积争取达到3．3万hmz，网箱养殖发展

到100个以上，培植科技先导型企业集团20

个，促进“海洋经济强县”建设目标的早日实
现。

4．稳定海洋捕捞业

积极开展海洋捕捞“两转”工作，鼓励发

展外海和远洋捕捞，开拓外海资源，扩大生产

水域，实现渔业生产由“猎捕型”向“农牧型”

转变；改进作业方式，扬长避短，发展低能耗、
多品种作业，改革渔具渔法，采用先进渔机具
如导航、探鱼、无线电通信等，提高捕捞产量t

加强渔港码头建设，增强渔港的吞吐能力和服
务功能，促进远洋捕捞业的发展，加强渔政执
法力度，保护近海渔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5．拓展滨海旅游业
适应国内、国际旅游市场需求，充分利用

滨海旅游资源，大力开发海滨度假休闲、沿海
3c1"七观光和海上旅游活动项目，完善沿海旅游
基础设施，提高旅游接待、服务水平，加快旅
游业发展，逐步发展成为沿海经济的支柱产业

和全省旅游业新的增长点。重点建设‘‘一带”
船海百里观光带)、“五区”(秦山岛旅游度假
区、海州湾旅游度假区、人工渔礁观光娱乐区、
宋口现代渔业观光区、罗阳休闲垂钓中心)，以
秦山岛为点，以百里观光带为线，形成“岛、

礁、港、区、带”点线面结合的滨海旅游风光
带。确保到2010年，实现滨海旅游业总收入达
到1亿元。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赣榆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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