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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珠江口盆

地，我国首个海上二氧

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CCUS）项目恩平 15-1
平台投用。

图②：福建莆田南

日岛海域海上田园综合

体一景。

图③：在山东荣成

爱伦湾海洋牧场，渔民

在运送海带。

本版图片均由新华

社发

海上的风吹亮陆地的灯

从“绿色宝库”到“蓝
色引擎”

北部湾畔，天高云阔，80 多台巨型

白色“风车”矗立在万顷碧波之上。叶

片随风起舞，将阵阵海风源源不断地转

化为清洁电能，点亮八桂大地的万家灯

火。

2024 年 12 月，广西首个海上风电

项目——防城港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A

场址工程正式全容量并网发电。这一

项目建成后，每年生产绿电约 20.6 亿千

瓦时，可满足超 70 万个家庭全年用电

需求，节约标煤消耗约 62 万吨，减排二

氧化碳约 164 万吨，经济效益、生态效

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得鱼盐之利，享舟楫之便。古往今

来，美丽富饶的海洋滋养着人类。我国

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拥有约 300 万

平方公里的主张管辖海域，1.8 万多公

里大陆海岸线。

海洋蕴藏着储量巨大的绿色清洁

能源，在科技的推动下，从海上风能、太

阳能、潮汐能发电，到海上石油、天然

气、可燃冰开采，海洋能源“绿色宝库”

正加快打开。“海上风电+制氢”“海上

光 伏 + 海 水 淡 化 ”等 一 系 列“ 海 上 能

源+”融合发展新业态不断涌现。

全球首台 18 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在

广东汕头成功吊装，天津南港工业区海

水淡化及综合利用一体化项目一期工

程建成投产，浙江舟山潮流能示范工程

建设项目验收……近年来，我国坚持向

海洋要生产力，全面提高海洋资源利用

效率，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和新优

势。

广东阳江阳东区东平镇，228 国道

从山海间穿过。一边是碧波万顷的大

海，距海岸线 40 多公里，便是三山岛风

电项目的大片风场。另一边的缓坡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工地，这里正在建设的

是我国首个海上风电海陆一体柔性直

流输电工程。工程建成后，将为粤港澳

大湾区提供清洁动力。

几十公里外的阳江绿能示范产业

园，以海上风电为基础、多种绿色能源

产业及相关制造业构建的零碳工业生

产体系正在酝酿升级。

阳江绿能示范产业园的定位是零

碳园区，要实现零碳生产，离不开绿电

以及生产过程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

“茫茫南海，就是一座巨大的风电‘聚宝

盆’。”阳江市发展和改革局相关负责人

说，阳江丰富的海上风能资源为园区建

设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能”，吸引一批海

上风电装备、动力电池、储能设备等企

业入驻。

海依然是那片海，“海”的文章却更

加精彩。海上风能生生不息，波浪能势

不可挡，潮流能用之不竭，随着我国经

略海洋能力不断增强，海洋产业成为振

兴发展的“蓝色引擎”，开辟出一片蔚蓝

色的经济新空间。

大海深处垒“鱼窝”

从“耕海牧渔”到“智
驭深蓝”

清晨，渤海海域，浪花飞溅。伴随

着“哒哒”的马达声，一艘活鱼运输船靠

岸。几小时后，这批活鱼将抵达山东烟

台九田国际水产品批发市场，为市民的

餐桌增“鲜”。

离岸 6 海里的茫茫海域，坐落着南

隍城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风

浪大，8 座智能网箱平台岿然稳立。30

米深的巨网潜入水下，鱼虾游弋，藻贝

安家。

网箱虽大，每座的运维人员却只有

两名。深远海智能网箱平台长刘玉磊

介绍，喂鱼有自动化投饵机，巡塘用水

下摄像头、传感器，用电靠海上风电、光

伏，网箱还实现“鱼脸识别”——通过雷

达和双目视觉系统，能够采集到每条鱼

的品种、体长、体重等信息。“一座网箱

年渔获约 1000 吨，相当于数十户传统

渔家的收成。”刘玉磊说。

从“耕海牧渔”到“智驭深蓝”，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正在重塑

海洋牧场。近年来，随着深远海养殖技

术的更新，以及离岸海洋牧场大型平台

等装备的使用，海水养殖从近海走向远

海，从浅滩走向深蓝，“海上粮仓”再谱

新篇——

位于长江入海口北翼的江苏南通

通州湾，智慧化全海域养殖平台“湛江

湾 1 号”正在进行最后调试，高空俯瞰，

宛如一座移动城堡。上海设计、南通建

造，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的技术、资金

和市场协同，这座养殖水体达 8 万立方

米的养殖平台从开工到下水仅用时 11

个月。

福建连江，“福鲍 1 号”深远海养殖

平台上，工作人员轻摁按钮，养殖箱乘

坐“海底电梯”缓缓浮出水面，箱内的绿

盘鲍正等待投喂。该平台配备水质监

测、视频监控等智能化设备，渔民在岸

上就能实时了解海上养殖情况。

……

壮大海洋经济，关键在科技。创新

赋能下，一批深海“新科技”加快挺进产

业“新蓝海”，科技创新正在重新定义海

洋经济的边界。

6 月 8 日，距海南三亚东南约 200 公

里、1500 米深的海水中，国家海洋综合

试验场（深海）启动运行。这个相当于

5.6 万个标准足球场大小的“水下实验

室 ”，正 测 试 着 最 前 沿 的 深 海 装 备 。

2025 年世界海洋日及联合国海洋大会

期间，我国正式发布全球首个深海海山

数字化智能系统。这套由之江实验室

研发的系统，将人工智能技术首次引入

深海勘探领域，推动深海发展进入数智

化时代。

今年，“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将展开

首次科学考察任务，“奋斗者”号载人潜

水器迭代升级。此外，我国还构建了深

海微生物基因数据集，检测出 7564 个

新物种，这些“深海原住民”的基因图谱

可 能 蕴 藏 着 治 疗 人 类 疾 病 的 新“ 钥

匙”。正如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所言：“我们正在把实验室建到海

底两万里。”

当“蛟龙”潜海、“北斗”观海、“AI”

耕海形成合力，这片蓝色海域，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退港还海”生机重现

从“传统煤港”到“碧
海银滩”

山东日照海龙湾，一条深入大海的

弧形拦沙堤与沙滩连成一线，浪花拍打

金色沙滩，碧海蓝天相映成趣。正值暑

期，海龙湾人潮熙攘，夕阳余晖下，一派

人海和谐的生态美景。

眼前如诗如画的海龙湾，曾是山东

港 口 日 照 港 的 煤 堆 场 。 20 世 纪 80 年

代，日照港因煤而生，逐渐成为我国西

煤东输、北煤南运的重要能源港。然

而，随着港口规模迅速扩大，港城矛盾

也日益凸显。

“小时候出来玩，鞋子刚出门就变

黑了。开窗后不一会儿，地上就有一层

煤灰。”自幼生活在日照港附近的居民

刘鲁回忆，曾经脏乱差的环境，让不少

附近居民怨声载道。

2017 年，全国首个“退港还海”项目

在海龙湾正式启动。煤运码头停用、煤

炭作业区南迁……一系列生态修复举

措，让昔日的煤堆场生长出 1882 米的

砂质岸线，沙滩面积修复 46 万平方米。

与此同时，当地还见缝插“绿”，一

条约 28 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成为不

少市民、游客散步骑行的首选。江豚、

黄嘴白鹭等珍稀物种时常在海湾“露

面”，海龙湾重现碧波万顷、鸥鹭齐飞的

生机。

碧海银滩也是金山银山。改变，不只

发生在绵长的海岸线上，在深邃无垠的海

洋，世代打鱼为生的渔民有了新工作。

“嘟——”

悠 扬 的 汽 笛 声 打 破 清 晨 的 宁 静 。

一早，薛维强从青岛西海岸新区驾船出

发 。 约 20 分 钟 后 ，渔 船 抵 达 海 洋 牧

场。他熟练地将船停靠在网箱边，走进

监测室，水下摄像头传来实时画面——

浮游生物摇曳生姿，鱼群游来游去，一

派生机勃勃。

“从前这里是一片海底荒漠，连水

草都没有。”薛维强指着监控屏幕说。

他工作的地方是首批国家级海洋牧场

示范区，2007 年，捕了半辈子鱼的薛维

强卖掉渔船，成了第一批来牧场上班的

渔民。

薛维强说，自己的工作从起初的播

撒海草种子，到投放人工鱼礁、运送鱼

苗。几年后，海域生态逐步修复，多年

难觅踪迹的近海鱼群越来越多。

“一次，我从监控屏幕上看到一条

黄鱼在水草里钻来钻去，真是太惊喜

了！”薛维强说。

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修订海洋

环 境 保 护 法 、推 行“ 湾 长 制 ”“ 滩 长

制”……在经略海洋中，各地坚持生态

优先，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

发总布局，一曲陆海统筹、区域协同的

“生态和弦”正在奏响。

辽宁大连实施一湾一“药方”，开展

精细化治理，斑海豹保护区幼崽数量逐

年递增；浙江台州创新“蓝色循环”海洋

塑料废弃物治理模式，获得联合国“地

球卫士奖”；广西北海红树林“退塘还

湿”引得招潮蟹回归；广东湛江沿海滩

涂修复后白鹭翩跹……

从浅蓝到深蓝，从靠海吃海到爱海

护海，海洋强国建设风帆正劲，海洋福

祉绵延不绝。

向海图强，潮涌蓝色新动能
—我国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新闻观察

■本报记者 单慧粉

渤海湾畔，海波荡漾，一艘艘万吨

货轮正在天津港有序装卸。热火朝天

的忙碌场景中，有海风带来的丝丝凉

意，也有起重机作业的厚重轰鸣声和货

轮发出的悠长鸣笛声。

这座昼夜不停的超级港口，在今年

1 至 5 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完成货物

吞吐量 2.07 亿吨，同比增长 1.1%；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993.1 万标箱，同比增长

3.7%。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双

双保持增长态势，天津港为区域经济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天津港自古就是我国北方重要海

上门户，底蕴深厚。如今，这座正在升

级转型的千年大港，也在探索着时代命

题：未来的现代化港口会是怎样的？

未来的现代化港口，要有通达四方

的交通运输方式。

看海运——自海上远眺，天津港

“一港六区”的众多码头星罗棋布，来自

或前往海外的货轮在这里往来穿梭。

截至目前，天津港拥有 147 条集装箱航

线和通达欧洲、中东、拉美等市场的 30
余条滚装航线，对外开放的“朋友圈”越

来越大。

看班列——以天津港为中心，38条

铁水联运班列覆盖北京、陕西、新疆等

14 个省市区。“天津港积极发挥区位优

势、陆上运距优势和口岸服务优势，积

极推动陆桥国际班列快速发展。”天津

港集团相关负责人李巍说。

看路运——港区京津物流园内，一

辆辆满载着进口水产、肉类等货物的卡

车陆续驶出，源源不断运往外地。“我们

主要服务京津冀地区，区位优势让我们

的货物当天就能抵达周边市场，以最快

速度满足消费者需要。”天津一家供应

链企业负责人宋然说。

未来的现代化港口，要有提高效率

的创新科技。

展示港区运转的大屏幕上，92个光

点沿着一条条路线持续前行，偶尔有两

个光点“碰面”，稍作停息后便自动分

开，继续着自身的运转。

屏幕之外，这些光点代表的是一辆

辆 15.6 米长、1.55 米高的蓝色智能拖

车。当屏幕中车辆自动运转、自主决策

行驶的场景呈现在现实中，更具视觉冲

击。

“这些天津港自主研制的人工智能

运输机器人配备无人驾驶技术，可以按

照智能水平运输系统的指令，驶入自动

化岸桥边上的指定位置。”天津港集团

大数据中心负责人曲明向记者介绍，机

器人的预定位置误差不超过 3 厘米，大

大提升了港口整体的运输效率。

将专业化集装箱码头打造成为全

流程自动化改造样板工程，平均作业效

率提升 15%；联合研发港口大模型，加

快安全、生产、办公、客服等场景应用，

打造数字孪生天津港……天津港创新

实践的案例，还在不断涌现。

未来的现代化港口，要有走在前列

的绿色实践。

海岸边，24台风力发电机在海风吹

动下缓缓转动，为港口输送着绿色电

力。目前，集团主导的开发区域已建成

新能源发电系统 146.5 兆瓦。其中，风

电 133.5兆瓦，光伏 13兆瓦，年发绿电能

力超 3 亿千瓦时，整体规模在全国沿海

港口中位居前列。

港口通达，靠的是运输车辆。天津

港各集装箱码头场内新能源倒运车辆

占比达 100%，干散货和件杂货码头生

产业务承包方协议车队的新能源倒运

车辆占比超 93.5%，焦炭货类现场作业

实现 100%清洁运输。

完成空客大部件“零缺陷”接卸超

700 架次，助力空客 A320 第二条生产线

落地天津，以“硬核”优势帮助城市招商

“育产”；成功接待“海洋赞礼号”“芮吉

塔号”等邮轮，今年前 5个月接待国际邮

轮 33 艘次、旅客 11.2 万人次，持续做强

邮轮旅游城市名片……

从千年古港到现代强港，时代洪流

中，天津港走得铿锵有力。不断延伸

“港”的价值，拓宽“通”的路径，叠加

“联”的效能，天津港还在探索更多发展

可能。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杨文）

眺望现代化港口的未来
——天津港转型升级打造智慧港口见闻

一线见闻

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
公元 1405年 7月 11日，明代航海家郑和率领船队从江苏太仓启航，扬帆

出海，拉开七下西洋的序幕，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7月 11日，是第 21个中国航海日。2025年，是中国航海日设立 20周年，

也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7月1日，习主席主持
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推动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海上清洁能源输入千家万户，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海上牧渔，“海洋
蓝”与“生态绿”编织美丽新图景……蓝色大海，美丽富饶，机遇无限。2024年，
我国海洋经济总值首次突破 10万亿元，10年间增长 75.9%，体量不断增大，
发展势头强劲。

乘风起，共潮生。涌动的蓝色新动能正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
力，新时代的海洋牧歌悠扬回荡在碧海蓝天之间。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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