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另一种“耕海牧渔”——

海洋新兴产业千树开花A

打通搏击深蓝堵点——

平台、企业双向奔赴B

“走出去”“请进来”——

靶向出击求“新”若渴C

■专家现场评

在丹麦和德国之间的海域，世界上最长
的水下隧道——费马恩海底隧道建设正酣。
而远在万里之外，宁波宇润重工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里同样“火力全开”——

海底隧道配套的钢结构件及海洋疏浚配
套的管线、挖泥船备件等源源不断“下线”，
相继远渡重洋，助隧道穿越波罗的海 18 公里
海域。

事实上，宇润重工已频频在世界重量级
项目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近年来，我们已
参与迪拜朱美拉棕榈岛建设、苏伊士运河疏
浚 、 台 湾 Formosa2 海 上 风 电 场 建 设 等 项
目。”宇润重工总经理俞卓舫介绍，自 2019
年落户象山贤庠以来，他们乘着海工建造产
业发展的东风快速成长。

宇润重工的拔节生长，是象山下好海洋新
兴产业“先手棋”的一个缩影。从千百年耕海牧
渔，到如今高水平谋划海洋特色产业集群，象
山已换了一种“靠海吃海”的思路——

2022 年，该县创新提出了“才”（功能材
料）、“能”（清洁能源）、“兼”（海工建造）、

“备”（临港装备），“余”（现代渔业）、“生”
（海洋生物）、“有”（滨海旅游）、“幸”（空海
信息） 海洋经济八大产业链，布局海洋经济
发展领域。

今年，象山又进一步提出发展海洋经济
八大产业链“链长+链主”机制，打造具有
辨识度的海洋经济产业链集群。宁波希诺亚
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便是海洋生物赛道的

“链主”企业之一。
在公司研发中心，董事长诸辉手持一瓶

浅黄色微小颗粒，脸上满是兴奋之情。这是
采用微晶球 CrystoGenTM 技术生产的靶向递
送、肠道缓控释海洋活菌制剂。

“ 微 晶 球 CrystoGenTM 技 术 历 经 十 年 攻
关，基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原料，采
用药物复杂制剂技术，能让益生菌精准、靶
向地到达肠道。”诸辉说，海洋孕育了结构多
样、活性纷呈的功能性分子，是希诺亚逐梦
万亿级全球大健康市场的“蓝色药库”。

近年来，希诺亚以海洋生物为基础，发
力海洋多糖、海洋酶制剂和肠道微生态等领
域，今年新增 3 条生产线，产值预计突破亿
元。

“近年来，象山因地制宜发展海洋新质生
产力，海洋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该县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全县已拥有
希诺亚等海洋经济八大产业链规上企业 300
多家，成为象山新旧动能转换、激发海洋新
质生产力的“基本盘”。

一台千米级深海牺牲阳极监测设备，最
近完成了南海北部陆坡 1090 米深海腐蚀监
测试验。这次试验，不仅验证了牺牲阳极监
测装备在深海环境中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还
评估了新型铝基、镁基等 4 种牺牲阳极在深
海环境中的防护性能。

这是浙江钰烯腐蚀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牵手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海洋关键材料
重点实验室，共同开展关键技术攻关的成
果。

“钰烯深耕海洋防腐材料，在技术研发
上曾屡次遇到瓶颈。自 2020 年与中国科学
院宁波材料所开展合作后，我们打通了‘任
督二脉’，海洋防腐关键技术研发应用节节
开花。”钰烯董事长欧曙辉说。

目前，钰烯已与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
达成海洋新材料研发制造与评价关键技术平
台建设、海洋新材料长期原位立体测试与评
价系统及产业化应用等项目合作。

正是意识到高能级院所的创新策源力，

象山布局相关平台，一头牵着市内外高校和科
研院所，一头连着县内企业，当好“海洋经纪
人”。宁波市临港装备与功能材料概念验证中
心就是其中之一。

鉴于海上风电柜易遭海风腐蚀，宁波耐森
电气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了相关研发需求。经概
念验证中心牵线，宁波工程学院“揭榜”进行
技术攻关。“高校凭借多年的技术沉淀，不但
帮我们研发了耐腐蚀的紧凑型海上风电柜，还
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技术空白。”耐森电
气总工程师朱佩龙说。

这个概念验证中心既是“海洋经纪人”，
又是“天使投资人”，对院企双方合作项目进
行资金扶持，并从需求提出到项目完成进行全
程管理，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

截至目前，该平台为临港装备、功能材
料、绿色新能源、海洋生物等产业，累计扶持
研发项目 197 个，形成科技成果 40 余项，申请
各类专利 21 项，孵化科技型公司 8 家，帮助企
业提升产值 1 亿余元。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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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象 山 ， 围 绕 海 洋 经 济 产 业 延 链 、 补
链、强链开展的招商引资活动，被视为一场

“靶向出击”的战役。
招商干部周末近 6 小时高铁、2 小时出租

车的奔波，换来的是北京绿动创芯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的一句由衷感慨：“你们的真诚深
深打动了我。”

绿动创芯立足新能源产业，业务遍及新
能源汽车、船舶动力电池等领域，与象山在
海洋清洁能源领域的布局可谓“门当户对”。
今年，企业急需为“动力电池 PACK 组装”
项目，寻找合适的落户地。

为抢抓与企业负责人沟通的时间窗口，
象山招商干部利用休息日，前往绿动创芯位
于外省的生产基地进行招商洽谈，双方见面
时已是晚上 10 点⋯⋯此后一个月内，双方又
洽谈了六七次。

最终，绿动创芯这个项目仅花 3 个月时
间便成功落地象山，为补强该县发展“源网
荷储”一体化的海洋清洁能源产业链，再添

“生力军”。
产业招引“走出去”，项目人才“请进

来”。今年 10 月，宁波海洋研究院副研究员
何丛颖在象山“青年与海”人才科技周上，

被授予“海洋强国青年科学家”称号。
“从‘面子’到‘票子’，从‘位子’到

‘圈子’，从‘孩子’到‘房子’，象山都替我
们考虑到了。”象山对海洋经济人才求贤若
渴，令何丛颖印象深刻。她的主要研究领域
是海洋大数据，“我将结合自己的专业，为象
山海洋经济发展竭尽所能”。

青年是城市的未来，是城市发展的活力
所在。为吸引更多海洋经济领域的青年人才
和项目，象山已连续举办两届“中国·宁波

（象山） 海洋经济高层次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大
赛”，并启动“半岛菁英”高层次人才引进项
目，为海洋经济领域的创业创新团队提供扶
持经费和贷款贴息等，吸引了一批兼具“含
新量”和“含金量”优质人才项目扎根落地。

招大引强、招新引优。今年前 10 个月，
全县签约海洋经济八条产业链项目 33 个，总
投资 321.28 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21
个，总投资 318.3 亿元。

寸海寸金，“蓝色增长”是新的发展引
擎。抓好海洋这个最大的变量与增量，就能
占据未来发展的制高点。谋定“蓝途”，全力
打造国家海洋新质生产力发展先行区，象山
正破浪前行。

象山深耕蔚蓝谋“新途”
——宁波12地追“新”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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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山县委报道组金晓巍、通讯员郑颖对本文亦有贡献

连日来，地处宁波南翼
的半岛县城——象山，迎来
了新一轮向海图强的产业
变革机遇。

空海信息领域，全省首
批蓝碳数据赋能产业应用
试点“落子”；现代渔业领
域，诺帝克水产循环水养殖
大西洋鲑鱼三期项目正式
签约；滨海文旅领域，象山
亚帆中心被亚洲帆船联合
会授予全国唯一的“亚帆联
高水平训练基地”称号……

经济全球化时代，海洋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党的二
十大作出了“发展海洋经
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部
署。

象山发展海洋新质生
产力，可谓“天赋异禀”：海
岸线、海域面积、海岛数量
分别位居全省第一、第二、
第四，堪称全省海洋资源第
一县。

这两年，浙江省为象山
量身定制了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一县一策”，宁波
市按照“区政合一”模式为
象山量身打造了“蓝色平
台”——宁波海洋经济发展
示范区。象山由此迎来了海
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风
口”。

2023年，全县海洋生
产总值264.5亿元，占该县
GDP比重33.9%。

站在海上看象山、站
在未来看象山，方向已然
明晰——

在今年10月召开的全
县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象山提出到2027年，
全县海洋生产总值较2022
年翻一番，力争突破500亿
元，海洋生产总值占该县
GDP比重超过45%，成为
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示范样板。

象山“经略海洋”的这
份笃定，来源于何处？海洋
新兴产业的“风”，如何吹动
海洋新质生产力的“帆”？对
此，本报调研组对象山的
“蓝色引擎”进行了调研。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
地。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向蓝
色海洋要资源，做好产业转型
升级，象山在这方面近几年做
得颇有成效，不仅拓宽了海洋
经济在县域层面的广度，更挖
掘了其求“新”求“质”的深
度，其主要经验可圈可点。

首先，象山大力推动传统
海洋产业向海洋生物、海工装
备、海上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
转型升级，海洋经济八大产业
链 共 同 发 力 ， 强 化 了 产 业 门
类、企业、区域、上下游间的
协同。

其次，象山充分利用科创
研发飞地对接先进科技资源，
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集聚了
高端创新要素资源、汇聚了更
多高水平人才。

再者，政府在人才计划补
贴、国家项目申报、银行贷款
等多方面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

期服务，在政策上给予了大力
扶持。这些举措不仅优化了企
业的营商环境，更激发了企业
的创新活力。

面向未来，象山应加快构
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推动海
洋 经 济 不 断 向 更 广 更 深 处 拓
展。同时，象山也需注重海洋
生态环境的保护，实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和
谐统一，让海洋经济的“蓝色
引 擎 ” 持 续 迸 发 出 澎 湃 的 活
力，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更多
的力量。

让“蓝色引擎”迸发澎湃活力

特邀专家，
中 国·宁 波（象
山）海洋经济高
层次青年人才创
新创业大赛评审
专家 傅泉勇

象山海域的海上风电场项目。（宁波象山海事处供图）

宁波希诺亚海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的宁波实验室内，科研人
员在工作。 （徐能 摄）

海岸线绵长、海域广阔、海岛星罗
棋 布 ， 象 山 是 名 副其实的海洋资源大
县。近日，本报调研组走进了宁波南翼的
半岛——象山，亲身感受到了这里海洋新
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

向海洋要发展，需要“仰望星空”的
壮志与远见。象山布局了海洋经济八大产
业链赛道，从功能材料到清洁能源，从海
工建造到临港装备，从现代渔业到海洋生
物，再到滨海旅游与空海信息，每一条赛道都蕴含着无限的创
新潜力与创业机遇，每一条赛道都是孕育新思想、新技术、新
产业的沃土。

向海洋要发展，也需要“脚踏实地”的实干与笃行。海洋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对海洋新兴产业的精准
布局与持续投入。为此，象山发布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倍增
行动计划，列出了一张张重点改革和重大项目清单。“科技创
新”“营商环境”“人才项目”这些词汇，高频出现在推动海洋
经济产业链与创新链的深度融合的实际行动中。

象山发展海洋经济的故事，是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一个缩影，也是我国奋力实现海洋强国伟大梦想的一
个生动注脚。在象山，海洋新质生产力的风帆已经扬起，向着
更加广阔的深蓝进发。

（记者 何晴）

逐梦深蓝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