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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什么样？

——在特定海域，通过人工鱼
礁、增殖放流、生态养殖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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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薛家岛海
域，一排排网箱密布海面，一眼望不到头，
网箱内养殖着鲈鱼、加吉、黑头、大黄花等
优质鱼种。这里是鲁海丰国家级海洋牧场示
范区。

一边给工人布置养殖工作，一边接听客
户预定钓船电话，鲁海丰集团渔业主管范蓬
波忙得不亦乐乎。“海面上有280个网箱，只
有20名工人，承担着2800万斤成品鱼的全年
养殖工作。”范蓬波指着海面上的网箱说。

目光再投向山东省烟台市高新区金山湾
海域的东宇海洋牧场平台，伴随马达阵阵轰
鸣声，船员将捕捞上来的海参装船，海螺、
螃蟹、扇贝等新鲜海货跟着一同上岸，海风
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东宇年产鲜参50多万斤，贝类产量200
多万斤，并且产量呈每年递增状态。海参从
幼苗到成熟，在海底要历经四五年的成长，
每年的春季和秋季正是繁忙的捕捞作业时
节。”烟台东宇海珍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效平
介绍，通过人工造礁，东宇公司建造的“海
底牧场”正释放更大价值。

近年来，“海洋牧场”的概念逐渐为人所
知。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院杨红生介
绍，海洋牧场是在特定海域，通过增殖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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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牧场的建设不等同于单纯的投放人工鱼
礁和增殖放流活动，而是在渔业环境保护和
资源养护的基础上，致力于通过提供优质、
安全、健康的水产品改善国民营养和膳食结
构。”杨红生说。

建设海洋牧场，中国规划了路线图。
2017 年，《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

规划 （2017—2025年）》发布，提出到2025
年创建200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十四
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优化近海绿色养殖布
局，建设海洋牧场，发展可持续远洋渔业”
的目标。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 《关于做好
2022 年农业生产发展等项目实施工作的通
知》，提出要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重点发展

以生态资本保值增值为基础的养护型海洋牧
场，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养护。中国首个海洋
牧场建设的国家标准《海洋牧场建设技术指
南》已于6月1日正式施行。

截至目前，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已达
153 个，覆盖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不
仅数量大幅提升，质量也更趋优。

海洋牧场有啥好处？

——带动渔民增收、促进关联产
业发展、持续推动生态环境优化，海
洋牧场建设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

“耕海牧渔”，海洋牧场带来了真金白银
的收益。

在山东长岛的大钦岛乡，当地渔民对离
岛不远的“长鲸1号”赞不绝口：“原本以为
这个钢铁‘大家伙’会耽误我们搞养殖赚钱，
其实它不但不‘抢生意’，还给我们带来不少
收益。”

“传统模式养殖，养殖户从幼鱼苗到成鱼
养殖周期一般在 3 年左右，中间发病概率
高，且养成后市场销售状况不确定，养殖收
益不能保证。”“长鲸 1 号”负责人陈德刚
说，海洋牧场网箱及平台建成后，公司与周
边中小型养殖户签订中苗鱼供应合同，养殖
户按照公司要求及标准养殖，养殖到一定规
格后，公司负责收购，并投入海洋牧场网箱
中继续养殖。这种“接力养殖”对养殖户及
海洋牧场来说可谓“双赢”。

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局长李
传强告诉记者，海洋牧场致力于与渔民共

赢，做渔业行业的引领和带动者。“海洋牧场
大多专注于养殖难度大、需要技术支持的远
海养殖，与散户渔民形成配合。”李传强说。

通过“大渔带小渔”模式，烟台当地实
力较强的海洋牧场企业引领组建渔民专业合
作社，有效整合16万亩海域，实现了全省规
模最大的海域使用权流转。截至目前，当地
渔民合作社达到300家，辐射带动2万多户渔
民增产增收。

此外，海洋牧场的建设推动传统渔业向
休闲渔业、体验渔业、文化渔业转变，带动
了关联产业发展。

“现在做休闲渔业，工作安全还有规律，一
年能挣10多万元，收入翻了一番。”在河北唐
山，杨兴武作为第一批转为休闲渔业的渔民，
对现在生活非常满意。有关调查显示，海洋牧
场每年直接经济效益约7000元/亩，钓业渔船
每艘每年增加经济效益5万—8万元，并有效
带动其他关联产业如餐饮旅游业、交通运输
业、零售业、工艺品业和商业投资等发展。

海洋牧场在实现高效养殖的同时，对生
物资源养护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产生积极效
应。山东省滨州市无棣县海洋牧场建设发展
以来，无棣全县近岸海域优良水体比例达
88.9%，贝壳堤岛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鸟类由建区时的 45 种增加到 230 种。“海
洋牧场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海洋生态，生态
养殖的海洋牧场也有利于海洋生态的保护，
二者相辅相成。”无棣县委书记郑振亮深有
感触。

让海洋牧场更“聪明”

——生态化养殖，智能化管理，
以数字化和体系化为驱动力的海洋牧
场渐成主体

大力推动海洋牧场建设，是促进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 年中
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海
洋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首次突破 9 万亿
元，达 903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3%。其
中，海洋牧场建设持续取得新进展。

杨红生介绍，以数字化和体系化为驱动
力的海洋牧场正逐渐成为主流。“这一阶段的
海洋牧场特征是推动核心技术体系生态化、
精准化、智能化发展。”杨红生说，“比如开
发生态牧场机械化播苗、自动化监测、精准
化计量与智能化采收装备；搭建生态牧场资
源环境信息化监测平台；研发灾害预警预报
与专家决策系统，提高生态牧场运行管理的
智能化水平等。”

5月20日，中国船舶集团旗下青岛北海
造船有限公司为青岛国信发展 （集团） 有限
责任公司建造的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
大型养殖工船“国信1号”正式交船。中国
船舶集团有关负责人介绍，10万吨级大型养
殖工船是中国深远海养殖的重要装备，可有
效利用深远海适宜海域进行养殖，躲避台
风、赤潮等自然灾害，也被称为“移动的海
洋牧场”。“‘国信1号’的交付标志着中国深
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实现了由‘0’到‘1’的
进阶发展。”该负责人说。

实现新能源与海洋牧场的有效融合，是
海洋牧场建设另一个努力方向。5月27日，中国
船舶集团旗下中国海装牵头研制的国内首台
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扶摇号”正式起航。中
国船舶集团所属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满昌告诉记者，这是中国首台
真正意义上应用于深远海域的浮式风电装
备，搭载了目前国内最大浮式风电机组，是
中国进军深远海能源开发领域的一大“利器”。

“我国海上风电已经从近海走向深海，发
展深海海域的海上风电技术势在必行。”王满
昌说，“海上风电与发展深远海养殖的海洋牧
场建设相结合，是当前充分利用海域、提高
经济价值的常见形式。全域型生态牧场建设
的3.0阶段正在开启，将以数字化和体系化为
特征。”

截至目前，中国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已达153个——

保障“蓝色粮仓”，海洋牧场作用大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亚洲最大深海智能网箱
“经海001号”顺利下水并提网
收鱼、全潜式深海养殖装备箱

“深蓝1号”首次实现“三文鱼”
规模化收鱼……自然资源部海
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发布的
《2021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
报》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海产
品供给能力不断增强，深远海
养殖深入推进，海洋牧场建设
对保障海洋这个“蓝色粮仓”起
到重要作用。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关
于做好2022年农业生产发展等
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提出要
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重点发
展以生态资本保值增值为基础
的养护型海洋牧场，促进海洋
渔业资源养护。海洋牧场有哪
些特点？对中国海洋经济发展
有什么影响？

从洗车保养、家政清洁，到装修、体检，“线上下单+线下体验”受青睐——

今年“6·18”，你买什么服务？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从洗车保养、家政清洁，到装修、体检，“线上下单+线下体验”受青睐——

今年“6·18”，你买什么服务？
本报记者 徐佩玉

5月31日晚8时，2022年“6·18”购
物节正式全面开启。仅用了10分钟，多
个品牌销售额破亿元。消费者热情高
涨，电商平台一片红火。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消费者表示，
今年的购物车里多了很多服务型商品。

“我买了京东京车汇的洗车服务，
‘6·18’期间一次只要20元，比线下洗车
店便宜不少。”成都市民小张下单了她今
年第一笔“6·18”订单，还打算抢购3次
家政保洁服务，比平日优惠约300元。北
京市民小杨给家人也买了服务型商品。

“我给父母买了两份体检套餐，平日一份
就要925元，现在两份套餐只要1180，相
当于打了7折。比起口头督促父母去做体
检，不如直接买两份体检套餐，方便又
实惠，周末就带他们去！”

从洗车保养、家政清洁，到装修、
体检，服务型商品近年来获得年轻消费
者青睐。5 月 31 日晚，10 分钟时间里，
京东京车会机油保养套餐线上销量同比
增长135%，汽车贴膜安装订单量同比增

长150%。京东小时购、京东到家销售额
同比增长175%。

今年上半年，餐饮、旅游、住宿等
服务业受疫情影响较大。作为上半年最
重要的网络购物节，“6·18”对服务业复
苏发挥着重要拉动作用。依托互联网技
术，服务业商家通过打折、满减等促销
活动，吸引消费者。

“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加速，一
些传统的服务型消费也开始尝试‘线上
下单+线下体验’模式。年轻消费者是互
联网的原住民，更加关注服务提供方的
网络口碑，使用‘线上下单+线下体验’
的方式，可以更好地选择信用好、服务
佳的商户，提升自己的购买体验度。”商
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洪
勇对本报记者表示，服务业“线上下单+
线下体验”的新模式不仅提升了消费者
购物体验，也为消费市场及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活力。

每年的“6·18”是上半年网络零售
最重要的促销活动，已成为观察中国消

费趋势的重要窗口。服务型消费火热背
后，是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
入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者在满足基本的
物质型消费之后，逐渐把消费目标转移
到以家政、教育为代表的服务型消费上。
近年来，国内服务型消费的增长速度快
于实物型消费，在占比上不断提高。服
务型消费体现了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
是未来中国消费升级的重要方向。”洪
勇说。

去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
出 10645 元，比上年增长 17.8%，增速快
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4.2 个百分点；
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比
重为44.2%。专家指出，服务消费是培育
内需体系的重要动力，也是中国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要着力
点。从趋势来看，中国消费市场仍有较
大潜力，尤其是服务型消费在消费升级
背景下存在较大增长空间。

本报北京电（记者刘毅、寇江泽）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的《2021年中国海
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1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稳中趋好。海水水
质整体持续改善，典型海洋生态系统均处于健康或亚健康状态，全国入海河流
水质状况总体为轻度污染，主要用海区域环境质量总体良好。

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菊英介绍，中国管辖海域海水水质整体持续向
好，水质优良海域面积比例持续提升、劣四类海域面积持续下降。符合一类海水
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占97.7%，同比上升0.9个百分点；劣四类海域面积同比减少
8720平方千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为81.3%，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

为掌握海洋塑料分布状况，中国2007年将海洋垃圾纳入海洋生态环境例行
监测范围，并于2016年开始开展海洋微塑料监测。2021年组织开展了全国51个
区域的海洋垃圾监测，在近海6个代表性断面开展海洋微塑料监测。监测结果
显示，塑料是中国海洋垃圾的主要类型，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底垃圾
中，塑料垃圾分别占92.9%、75.9%和83.3%；渤海、黄海、东海、南海监测断面海洋微
塑料平均密度，分别为0.74个、0.54个、0.22个、0.29个/立方米，平均为0.44个/立
方米。与近年来国际同类调查结果相比，中国近岸海域海洋垃圾和近海微塑料
的平均密度处于中低水平。

王菊英表示，生态环境部高度重视海洋塑料污染问题，在重点河口海湾开
展海洋微塑料监测，以全面掌握国内海洋塑料垃圾和微塑料分布状况。同时，
将塑料垃圾污染防治责任落实情况纳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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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长海
县以发展建设现代海洋
牧场为契机，全力打造
海上“蓝色粮仓”。目前
长海县获批 10 多个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
洋牧场基础设施为海洋
生 物 营 造 了 良 好 的 生
长、繁殖、栖息场所。

上图：长海县海洋
岛镇海洋牧场远景。

右图： 5 月 31 日 ，
海洋岛镇的渔民在海洋
牧场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为保护海洋
生态，海南省琼
海市博鳌镇组织
人员每天清理沙
滩垃圾，还博鳌
海域天蓝水碧的
良好生态。

蒙钟德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