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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精炼油车间只要 2~3 人，就可以保
障全套精炼油设备 24 小时运行⋯⋯”近日，走
进位于舟山国际粮油产业园区的舟山良海粮
油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通过电脑
远程操控精炼过程各环节的生产设备。目
前，该设备每天可产出约 700 吨的食用油，这
也是该企业初步试水粮油产业链延长的一大
体现。

“今年以来，客户需求量大，企业生产形势
很好，一季度已加工10万余吨大豆。”该企业副
总经理金仲介绍，过去企业主要将大豆加工为
豆粕和豆油，相对来说产品附加值较低。

为深化建设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及增加
产品附加值，近年来良海粮油将目光逐渐投向
下游的家庭市场。在该公司新建成的小包装
自动化生产车间，总投资5000余万元的3条小
包装生产线正在加紧调试中，预计下月可正式
投产。

“我们已为生产的食用油注册了‘江海联’
品牌，力争打开舟山本地及省内、上海等地的
家庭用油市场。”金仲说，今年以来行业良好的
发展形势，也让“良海粮油”对进一步加大投

资，促进高质量发展有了信心，目前企业2万吨
油罐项目已启动建设，5 万吨精深加工项目也
计划于近期开工。

“良海粮油”是今年定海粮油加工业产业
兴旺的见证者。今年一季度，定海区粮油加工
业实现产值 15.27 亿元，同比上升 54.53%。与
此同时，油品产业也成拉动定海区工业经济的
主要引擎，因原油价格上涨，市场行情反馈较
好，产值拉动效应明显，第一季度定海区石油
化工业实现产值35.5亿元，同比上升90.5%。

“受到粮油加工、电力生产等行业的拉
动，前两月定海区工业企业效益总体实现较
大增长。”定海区经信局总经济师张宏辉分
析，因疫情反复对修船业、塑机螺杆业、水产
品加工业产能释放带来阴影，下一步，定海
区将继续深化产能释放，挖掘投资潜力，加
强对工业经济运行监测，强化重点项目跟踪
服 务 ，以 技 术 改 造 为 抓 手 指 导 企 业 转 型 升
级，并开展“企业大走访”活动，加大招商引
资的力度，积极引进科技含量高、税收贡献
大、产业链长的项目，助力定海经济高质量
发展。

定海
油品粮油双引擎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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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岱山县衢山岛的风力发电场山脊上，59
台风机的白色扇叶在海风的吹拂下呼呼转动，
将绿色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千家万户。

近年来，岱山县利用海岛得天独厚的风
能、潮流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资源，探索实施清
洁能源发电项目，构建绿色能源产业链，让清
洁能源成为现代海洋城市“标配”，打造蓝色经
济发展引擎。

在岱山岛西北侧海域，中广核岱山 4 号海
上风电场已正式并入电网，海风“送来”的绿色
能源通过大电网输送到鱼山岛，为其提供清洁
低碳用能保障。据悉，中广核岱山 4 号海上风
电场共设风力发电机组 54台，总装机规模 234
兆瓦，每年可向电网输送 6.18 亿千瓦时电能，
每年可节约标煤17万吨，减少各类气体排放约
47 万吨。“海上风电所发电力直接送至绿色石
化基地，推进可再生能源协调供应高耗能产业
发展。”舟山市生态环境局岱山分局相关负责
人说。

岱山依托系列海上风电场，精准开展风电
装备制造产业和下游的风电建设运营产业招
引，紧密联系风电装备制造企业、风电科研机
构、海上风电运营维护企业、风电人才培训机

构，促进风电产业科技人才集聚，逐步形成集
设计、制造、运维服务于一体的风电全产业链。

潮汐是大海的旋律，也是绿色能源的来源
之一。2016年，模块化大型潮流能发电机组在
岱山海域投入运行，实现兆瓦级大功率发电、
稳定发电、发电并网三大跨越。从此，中国成
为继英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亚洲第一个掌
握海流能发电并网技术的国家。今年 2 月，世
界最大单机容量潮流能发电机组“奋进号”在
秀山岛下海，该机组已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
量可达2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94
吨。

光伏发电，也是岱山实现“双碳”目标的重
要手段。结合丰富的太阳能资源和船舶工业
基础，依托船企较大的屋顶资源，岱山大力发
展企业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并同步推进家庭
屋顶、公共建筑屋顶、太阳能路灯、大型地面光
伏电站等各类光伏建设项目。去年 8 月，浙江
启明集团有限公司与舟山惠生海洋工程有限
公司就总装机容量约7兆瓦的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在岱山成功签约。从 2015 年至今，岱山
已开工建设近 74 个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达
80.5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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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在普陀六横岛上，总投资 360 亿元、
总接收规模达 2700 万吨/年的中石化 LNG 项
目和浙能LNG项目加快推进。与此同时，日加
氢能力达 500 公斤的六横加氢站已进入设备
调试阶段，即将正式营业⋯⋯一座“清洁能源
岛”加速成型。

向海图强。近年来，普陀锚定“现代海洋
产业新高地”发展定位，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加快新旧发展动能转
化，奋力打造海洋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当好
海洋强省建设主力军。

清洁能源产业不断培育壮大。六横依托
优良的港口、腹地等优势及传统产业基础，大
力推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已形成能源产业为
核心，现代临港装备制造和大宗商品储运中转
贸易为重要支撑的海洋产业发展新格局。普
陀还建成全省首个海上风电项目，海上光伏、
渔光互补、氢燃料电池等低碳产业蓄势待发，
入围全省首批低碳试点县。

船舶修造业向绿色化、高端化突围。普陀
建成全国最大的绿色修船基地，绿色修船标准
体系在全国推广，三家船厂跻身全球十大修船
厂，外轮维修量占全国 25%；全球首艘 DP3 动

力定位海工生活驳船、顶级穿梭油轮等高附加
值船型相继交付。

水产加工向精深发力。普陀水产加工向
海洋肽产业延伸。海洋肽是一种通过科技手
段从水产品中提取的营养物质，被加工成一款
款全新的海洋食品、海洋保健品、海洋生物药
品等产品后投放市场。目前，普陀水产品精深
加工率已达 55%以上，金枪鱼、鱿鱼精深加工
量分别占全国60%、50%。

产业向海而强，离不开大项目支撑。今
年，普陀还以“项目攻坚突破”和“全域争先进
位”两大行动为抓手，引进大项目、培育大产
业，不断做强海洋经济。普陀经济开发区刚刚
签下“海洋产品‘中央厨房’及供应链项目”。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 1.3 亿元，将统一采购、统一
加工和统一配送的“中央厨房”模式应用到水
产品中，推动普陀水产精深加工提档升级。而
在虾峙金钵盂岛上，世界 500 强青山集团年产
70万吨精密不锈钢项目落地开工，投产后年释
放产能将超100亿元。

作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前哨，普陀正以
更大格局、更新思路、更高志向推动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绘就海洋强区的蓝色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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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现代海洋产业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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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嵊泗县枸杞乡干斜村的观景平台上，
放眼眺望，蓝色大海上的贻贝浮球星星点点。
这片面积约 1.68 万亩的贻贝养殖桁地，每年可
孕育贻贝超13万吨，是嵊泗最大的贻贝养殖海
域。

渔业是嵊泗当地的支柱产业。近年来，嵊
泗县发挥“一分岛礁九九海”的海洋资源优势，
推进国家绿色渔业试验区建设，高质量发展绿
色渔业、品质渔业，积极培育以贻贝养殖为主、
多元化养殖为辅的养殖经济，实现了“带动地
方一片、富裕经济一方”。

这阵子，贻贝养殖户郑中明正忙着贻贝下
苗作业。看着一个个蓝色浮球划分出的海上

“农田”又孕育着新一年的丰收，郑中明感慨不
已。“自从浮球换成了新型塑胶材料，海面上再
也看不到泡沫浮球碎片，现在海水清澈，我们
养出来的贻贝品质也更好了。”郑中明欣喜地
说。

靠海吃海，不忘护海。近年来，嵊泗加快
养殖浮球替换进度，加大资金、政策扶持力度，
生产出适合在当地海域使用的新型环保型养
殖浮球，并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一户一
策”，有效推进养殖浮球替换工作。同时推进
海域“三权分置”改革，探索养殖用海的所有

权、经营权、承包权分离，整治部分养殖户无序
化养殖，控制养殖区域进一步扩大。

一条条金灿灿的大黄鱼落满甲板，去年
12 月的场景令嵊泗县绿岛深海养殖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郑国存格外难忘。让大黄鱼在海上

“安家”，嵊泗县自 2016 年实施深水抗风浪养
殖网箱项目，已新建规格周长 40 米、深 8 米的
网箱 164 只。目前，嵊泗正依托科研院校的
力量，开展大黄鱼越冬技术研究，并通过国信

（舟山）渔业有限公司实施“千口计划”项目，
打造大型养殖工船、养殖车间，改造与提升养
殖设施，提高大规格鱼种自然越冬成活率，同
时谋划与福建当地企业进行长期战略合作，
签订合作协议，进行岱衢族大黄鱼的“南北接
力”越冬养殖。

位于大洋山岛西侧的养殖塘格外壮观，一
排排太阳能面板整齐分布，这是嵊泗“渔光互
补”光伏发电项目现场。“项目上方架设了光伏
阵列用于发电，下方则利用良好的遮挡作用进
行南美白对虾养殖，实现‘上可发电、下可养
虾’，在光伏发电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土
地的价值。”该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
项目投入南美白对虾虾苗 1807 万尾，累计完
成投资2.4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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