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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涂滩涂光伏项目 纪申浦 摄

（本版图片由象山县委宣传部提供）

激活海洋新质生产力 绘好万象山海共富图

以改革谱写海洋经济新篇章以改革谱写海洋经济新篇章
应 磊 金晓巍

象象山山

海洋经济“八大产业链”项目签约

象山城区 何将常 摄

夏日的滨海县宁波象山夏日的滨海县宁波象山，，人潮涌动人潮涌动，，同样涌动着的同样涌动着的，，是改革创新的热潮是改革创新的热潮。。

长期以来长期以来，，改革一直是象山的一块改革一直是象山的一块““金字招牌金字招牌”。”。通过改革通过改革，，象山的产业象山的产业、、城市城市、、乡村乡村、、生态生态、、海洋五大空间的生产力布局全面优化海洋五大空间的生产力布局全面优化。。

象山连续象山连续44年获评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优秀县年获评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优秀县，，先后获批国家级重大改革试点项目先后获批国家级重大改革试点项目1717个个、、省级重大改革试点项目省级重大改革试点项目3131个个。。一项项改革一项项改革，，

加速重构象山的发展空间加速重构象山的发展空间，，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

如今如今，，改革的效益正在持续释放改革的效益正在持续释放。。资源要素加速重组资源要素加速重组，，海洋运动带火了松兰山的碧海银滩海洋运动带火了松兰山的碧海银滩，，蓝色碳汇盘活了西沪港的近海泥滩蓝色碳汇盘活了西沪港的近海泥滩，，风光竞风光竞

配开启了海上绿能的无限风光配开启了海上绿能的无限风光，，海上海上““两山两山””转化之路越走越宽广转化之路越走越宽广。。

未来是什么？有人说未来就是在
创新中逐渐呈现。看不见摸不着的“蓝
碳”，其价值正在成为共识。因为“蓝
碳”，象山走到了产业前沿。

去年，象山举行了一场特殊拍卖
会，拍卖品看不见摸不着。他们卖“蓝
碳”。“每吨106元，成交！”随着拍卖师最
终落槌，经过七十多轮竞价，浙江易锻
精密机械有限公司成功拍得象山西沪
港一年碳汇量。象山全国首拍“蓝碳”，
约2340.1吨碳汇卖出24.8万元高价。

今年 3 月 11 日，全国首个跨省共建
的“蓝碳”生态碳账户发布，并完成了全
省首例“蓝碳+产权+司法”交易。因非
法捕捞导致海洋生态破坏和资源损失，

检察机关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案件，当事人自愿认购宁波象山县黄
避岙乡 422.5 吨“蓝碳”，存入象山县“蓝
碳”生态碳账户。

象山“蓝碳”资源丰富。据初步估
算 ，象 山 的 盐 沼 生 态 系 统 碳 汇 量 达
10.28万吨/年，以坛紫菜、海带为主的大
型藻类养殖碳汇量约 2.17 万吨/年，以
牡蛎为主的贝类养殖碳汇量约 3.22 万
吨/年。

如今，“蓝碳”价值正在成为共识。
“蓝碳”生态碳账户通过政府主导、企业
和社会各界参与、国资产权交易机构服
务，高效整合两地“蓝碳”市场供需资
源，让软资源成为硬资产。

全国首个跨省联合共建的“蓝碳”
生态碳账户，让生态产品开发、登记、交
易、核销、应用形成闭环管理。账户由
象山县联合宁波产权交易中心、厦门产
权交易中心（厦门碳和排污权交易中
心）共建，实现“蓝碳”交易互认互通。

除司法生态补偿类交易之外，象山
县“蓝碳”生态碳账户将拓展更多应用
场景。象山县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针对外向型企业、上市公司、工厂园
区、金融机构、大型活动等嵌入多元化

“双碳”应用场景，开发“蓝碳”海洋产品
碳足迹、“蓝碳”数据产品等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模式。

最近，在象山举办的“蓝碳”交易创
新交流活动上，宁波、厦门、深圳、青岛、
大连五地产权交易机构联合在象山发布

“蓝碳”交易创新倡议，通过跨区域合作，
探索全国统一大市场趋势下的“蓝碳”交
易机制，加速“蓝碳”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抓住碳机遇，需要体制机制创新，
象山正在探路。坐拥“蓝碳”资源，发力

“蓝碳”经济，象山发布象山县蓝碳数字
地图和工业互联网数智双碳管理平
台。蓝碳数字地图，通过摸排乡镇街道
的碳汇资源，实现海洋碳汇资源的资产
化、产品化和市场化。工业互联网数智
双碳管理平台，通过开放共享的数据资
源和服务功能，促进各方之间的信息共
通和协作共赢。

“蓝碳”变现 让软资源成为硬资产

当今时代，“蓝色增长”是新的发展
引擎，谁能赢得海洋发展先机，就能占据
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海洋是象山最大的资源，也是发展
的底气所在。对于象山而言，在因地制
宜培育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上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

这些年来，象山把发展海洋经济作
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坚持以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发挥优势、寻找差
距，大力实施“海洋强县”战略，全力推进
海洋经济快速发展，全面推动象山由海
洋资源大县向海洋经济强县高质量发
展。

今年 7 月，我省首个深远海半潜式
养殖平台“东海 1 号”交付，设备投资
6000万元，并将安装至象山县外海域进
行大黄鱼养殖。

如今，象山渔业养殖已经从内湾向
深海迈进，后续还将陆续打造 2 到 3 艘
深远海养殖平台，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
的引领作用，持续建设海洋牧场，培强拉
长种苗培育、深海养殖、精深加工全产业

链条，提升海洋科技驱动力。
这些年，象山持续推进改革，创新推

广海域立体分层确权，探索开展“岸线效
益论英雄”改革，推进象山亚帆中心港开
放。如今，象山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
GDP比重超30%。

今年初，省里为象山送来“大礼包”，
省发改委印发《关于支持宁波海洋经济
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象山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举措》。

象山县有了“量身定制”政策工具
箱，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做强
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主体区。政策
明确“高水平打造海洋特色产业集群，高
起点推动海洋科技创新，高效率开发利
用海洋资源，高品质建设海上‘两山’实
践地，高标准推进海陆基础设施建设”五
大重点举措。

如今，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进
入实体化运行阶段。对照新形势新要
求，象山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平台的功能
定位和目标任务迭代。

“壮大海洋经济，我们研究提出打造
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先行区发展目标。”
宁波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介绍，力争通过 5 年努力，“才能兼
备、余生有幸”八大产业赛道全面发力，
海洋经济生产总值占 GDP 比重超过
40%，海洋领域 R&D 投入占海洋产业
增加值比重达到 3.6%，成为全省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示范样板。

经略海洋，向海图强。象山将持续
深化“海上两山合作社”改革，探索岸线

“米均论英雄”“海上风电+”等多场景
融合发展模式，健全海洋碳汇和碳排放
权的交易机制和制度体系，打通“生态
资源—有价资产—绿色资本”转化路
径，守护好绿水青山、碧海银滩的万象
山海，让蓝绿交织成为象山高质量发展
最鲜亮的底色。

向海图强
让蓝绿成为高质量发展底色

青年是城市的未来，是城市发展的
活力所在。

让青年成为海洋经济新赛道的创
新主角，象山县持续推动人才强县建
设，围绕引才聚才搭建平台、集聚力量，
推进“青年与海”教科人一体化改革，塑
造更适宜青年人才成长的“人才生态”。

这几年，象山聚焦海洋经济发展，
加快构建人才发展全周期服务体系，建
立科创重大平台、创新联合体和人才团
队等基础支撑体系，近三年新引进大学
生数量保持30%以上增长。

象山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青年
与海”人才计划是象山高质量发展的首
位战略与长期策略，期待和更多有志于
在海洋领域有所作为的青年人才，千帆
竞发向大海，万物开源创未来，共同画
好一幅新时代的万象山海图。

“海洋是象山最大的增量，青年是
象山最大的变量。”象山连续举办“青年
与海”主题活动，以海洋经济为主题、青
年人才为主角、创新创业为主线，围绕

“海洋味、年轻态、未来感”特征，召唤更

多青年共赴山海，让更多新发明、新产
品、新创意、新观点、新梦想竞相奔涌、
尽情绽放。

年轻人的梦想从这片蓝海起航。
去年10月，清华大学博士黑生强团队获
得 2023 中国宁波（象山）全球海洋经济
高层次青年人才创业大赛一等奖，得到
象山县提供的600万元资金扶持。

“高端膜技术长期被国外头部企业
垄断，我们团队自主研发了人工智能研
发平台，实现万亿次大数据处理和并行
试验筛选，加速膜产品研发与迭代，实
现对国外的弯道超车。”他期待项目尽
快落地象山，赋能企业快速成长，迸发
更强劲的“蓝色力量”。

如今，象山越来越意识到，人文环
境在内的软环境，更容易打动创业者的
心。对新生代年轻人而言，这甚至是更
具决定性的因素。

在一份《象山人才创新创业地图》
中，从该县的八大产业链到双创平台，
从人才政策到交通状况，从年轻人关心
的住房、子女教育再到医疗、社交圈等，

内容一目了然。
从生活和事业两方面入手，象山的

政策实实在在。当前，象山正在坚持
“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持续
深化“青年与海”教科人一体化改革，不
断完善“位子、票子、房子、孩子、圈子、
面子”等“六子”生态体系，精心办好“青
年与海”人才科技周等活动，吸引更多
青年人才奔赴山海、共创未来。

青年与海 构建人才全周期服务体系

正在加快建设的市域铁路象山线
贺元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