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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管理创新突破。
海洋牧场立法、海洋科技
创新 2 项工作获省领导批
示肯定。华能 85 万千瓦光
伏用海获批，成为全国首
例海域立体确权项目。做
大涉海经济体量。完成五
经普海洋及相关产业统计

调查试点，截止目前，初筛
涉海规上企业 1053 家，企
业数量同比去年上涨 70%。
牵头开展海洋经济产业链
招商，洽谈推进合作项目
10 个 ，目 前 认 定 13.25 亿
元。加快 85 个重点涉海项
目建设，上半年完成投资

246.48 亿元，占年度投资计
划的 61.18%。海洋产业创
新发展。生物医药实现突
破，悦翔 DHA 藻油软胶囊
获 国 家 市 场 监 管 总 局 许
可，成为全市首个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生物保
健 品 。 海 水 淡 化 渐 成 规

模，鲁北 5 万吨投产运营、
10 万吨年底竣工，北海 20
万吨开工建设，无棣新海 5
万吨签约落地，全部达效
后年产淡水 1.5 亿吨，全国
领先。

在以市政府分管海洋、
自然资源的副市长任双组
长的全市互花米草防治攻
坚工作专班下，组建 2024 年
督导专班，严格执行《滨州

市互花米草防治攻坚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各项要求，强化防治责任，
实施清单化管理，落实治理
任务。争取中央林业改革

发展资金 416 万元，及时协
调下达。组织制定年度实
施方案，开展招投标，抢抓
时间节点，高效推进互花米
草防治工作。

□晚报记者 丁春贵

    晚报讯 9月20日，市政府
新闻办召开“大开放、大改革、
大发展，全面提升八大品质
——亮进度”主题系列新闻发
布会市海洋发展渔业局专场，
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我市现
在正积极申报“滨州盐田虾”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商标，
加大对“盐田虾”的流通管理，
让群众做到“好虾不用挑 只
看地理标”。

据介绍，盐田虾的生长环
境盐度高于渤海湾海水盐度 2
倍左右，高盐度海水中病菌、
敌害生物难以存活，形成天然
的安全生长环境，也为盐田虾
提供了充足的天然鲜活饵料
和大水域活动空间，因此盐田

虾的虾青素含量更高，虾肉纤
维更为粗大，经过专业结构检
测，盐田虾相较于淡水虾，其
虾青素含量高1.65㎎/㎏，蛋白
质含量高约 14.43%，脂肪含量
则低 66.67%，因此受到大众的
喜欢。

滨州市年产对虾达 14.5
万吨，其中盐田虾年产量约 10
万吨，对虾产量连续多年稳居
山东第一，在产量上看我市产
的虾是以盐田虾为主。盐田
虾主要生长在大水面宽阔盐
田，活虾上市的时间一般为 8~
10 月，因为盐田虾是分批放
苗，分批捕捞所以盐田虾的个
头不会非常大，还会大小不
一，盐田虾捕捞方式为定制网
笼捕捞，虾在网笼中时间较
长，所以几乎没有虾线。

互花米草已完成多批次全域治理

我市申报“滨州盐田虾”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商标

今年我市已实现海洋生产总值215亿元
□晚报记者 丁春贵

    9 月 20 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全面提升八大品质——亮进度”主
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市海洋发展渔业局专场，记者在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我市已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215亿元、渔业经济总产值84亿元，分别增长10%和11.9%。

规范海域使用管理。完成沾
化一级渔港评审，获批 2000 万补助
资金。配合省海洋局做好海洋督
查工作。加强渔业执法监管。深
化执法机构改革，召开全省黄河禁
渔启动仪式，为我市首次举办执法
类全省现场会。上半年，检查渔船
160 余艘次，没收涉渔“三无”船舶 3
艘，无渔船涉外事件和安全生产事
故发生。切实做好民生实事。创
新开展 6 期“海韵渔丰 品质滨州”
科创沙龙，收集企业梦想 29 个，办
结 14 个。连续 4 年争取毛虾、海蜇
专项捕捞，今年全市 210 艘船持证
出海捕捞，捕获毛虾974.23吨、海蜇
4673.39 吨，共计产值 4082.3 万元，
为渔民免费配发灭火球和救生雨
裤共计 4000 套。实施渔业科技“四
进”行动，开展下乡技术服务指导
95 场次，线上+线下科技培训 8 次，
培训从事渔业人员 722 人，完成水
产疫病监测270批次。

构建碧海安澜新格局
人海和谐惠泽民生

实施水产种业振兴行
动。成功获批山东省黄河
三角洲对虾全产业链提质
增效试点，争取一期补助
资金 4000 万。自主培育的
第 4 个对虾新品种“广泰 2
号”顺利通过专家组验收。
探索生态健康养殖模式。
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
术推广“五大行动”，指导 6

个国家级、1 个省级骨干基
地开展生态健康养殖，召
开了全省虾蟹、刺参技术
体系工作会议，组织 2 期国
家贝类产业交流研讨，筛
选 7 处“三新”基地，试验面
积 24 万亩。发展水产加工
和冷链物流业。新增设施
化养殖面积 13 万平，完成
5000 亩池塘标准化改造。

冯家镇冷链物流项目建成
2 座水产品加工车间，自动
投饵无人船智能系统进入
测试阶段。扩大滨州渔业
品牌影响力。举办第三届
水产博览会，全国 200 多家
企业来滨参展，展品种类、
嘉宾级别创历史新高。博
兴乔庄镇成功争创省级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阳信对虾成功入选 2024 年
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博兴对虾、沾化对虾入
选第一批中国农产品品牌
索引名录，是我省入选农
产品中仅有的两个水产品
牌。香港、重庆、河南等地
客商来滨考察，滨州渔业
知名度不断攀升。

激发渔业发展新动能 海上粮仓稳步推进

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 蓝色引擎提档加速

□晚报记者 丁春贵

    晚报讯 9月20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大开放、大改革、大发展，全面提升八大
品质——亮进度”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市海洋发展渔业局专场，记者在发布会上获
悉，互花米草被列为全球滨海湿地生态系统中最危险的100 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严重威胁到滨海湿地生态安全，今年是治理互花米草 3 年攻坚行动的关键之年，全
市互花米草面积已从最高峰的840余公顷，复发面积降至205 公顷以内，治理区种
群密度明显降低，数量大幅减少，部分区域碱蓬等本土植被得到较快恢复。

持续开展跟踪监测，采
用无人机、卫星影像解析和
现场踏勘等手段，不定期对
全域互花米草复发区进行
跟踪监视监测，实时掌握复
生 情 况 ，精 准 摸 清 分 布 数
据。精准施策，强化综合治
理，与自然资源部北海生态
中心等科研机构合作，因地

制宜，采用“刈割后冬季翻
耕+次年综合治理，定点管
护（物理+化学+生物）+定
期评估”等治理模式，确保
治理效果，建立防治长效机
制。治理模式得到省局的
充分肯定并上报国家推广。
加强生态修复，通过投放沙
蚕、实施移植和播种碱蓬等

生态修复措施，恢复和改善
了受损的海域32公顷。

截至目前，全市互花米
草治理工作已完成多批次
全域治理，已完成 90% 以上
区域植株密度小于 400 株/
公顷的治理目标。

坚持区域统筹、实施科学防治

严格落实责任 强化资金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