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振兴4
WEST TIMES

2024年4月9日
责编：张海燕 美编：潘俊红

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蓝色广西 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愈加迷人

图片提供：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合浦县农业农村局

■本报整理报道

3月2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
开放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
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三场）披露，
2023 年，广西海洋生产总值达 2568.4 亿
元，同比增长9.3%，增速比2022年提高了
3.9个百分点。海洋经济对广西经济增长
贡献率为24.2％，成为拉动广西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蓝色引擎。

去年广西海洋经济运行情况良好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党组书记、局
长谢瑾瑜介绍，去年以来，广西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特别
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
将向海图强作为战略指向，海洋经济持续
保持稳中有进、进中向好、好中提质的发展
态势。

第一，海洋经济总量较快增长。根据
自然资源部反馈初步核算数据，2023 年，
广西海洋生产总值达2568.4亿元，同比增
长 9.3%，增速比 2022 年提高了 3.9 个百分
点。海洋经济整体回升向好，呈现基础稳、
活力强、后劲足的良好态势。海洋经济对
广西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24.2%，成为拉动
广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蓝色引擎。海洋
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9.7:27.6:62.7，第三产
业成为海洋经济的新亮点。

第二，海洋优势产业巩固提升。海洋
旅游业强劲复苏，北海银滩、涠洲岛、钦州
三娘湾、防城港白浪滩等重要景区节假日
接待游客量呈现“井喷式”增长，沿海三市
累计接待游客首次突破1.35亿人次，按可
比口径同比增长 135.7%。广西海洋旅游
业增加值达 475.7 亿元，已赶超疫情前水
平，海洋旅游业连续6年成为广西海洋经
济第一大产业。北海作为广西首个广西全
域旅游示范市，上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
布的中国“十大旅游向往之城”。海洋交通
运输业继续加快发展，海洋旅客周转量同
比增长310.8%，海洋货物周转量同比增长
5.3%。北部湾港 2023 年新增年通过能力
超 3700 万吨，累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4.4 亿
吨，同比增长18.5%，其中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 802.2 万标箱，同比增长 14.3%，全港货
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稳居全国主要
港口前十位。海洋渔业保持平稳增长，海
水产品产量 220.79 万吨，同比增长 3.5%，
钦州牡蛎年产量超过30万吨。新建重力
式深水网箱46.39万立方米，4个国家级海
洋牧场示范区累计投放鱼礁45.56万立方
米，北海市银海区入选国家级沿海渔港经
济区建设试点名单，电建、企沙等4个渔港
获评全国文明渔港。海洋工程建筑业重大
项目持续发力。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全线开
工建设，“天鲸号”超大型绞吸船进入运河
入海口近海段施工。钦州港大榄坪港区大
榄坪南作业区9号10号泊位投产运营，北
部湾港具备20万吨级集装箱船舶靠泊能
力。北海铁山东港实现开港，北海港铁山
港东港区榄根作业区 1 号 2 号泊位及南 3
号泊位正式投产，桂东南地区因此新增一
条便捷的出海通道。钦州港金鼓港区金鼓
江作业区11号泊位工程、钦州港大榄坪港
区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工程等一批
项目开工建设，大风江大桥通过交工验收，
龙门大桥主航道桥、沙井钦江大桥保通桥
完成合龙，2023年海洋工程建筑业增加值
达150.2亿元。海洋船舶工业延续快速增
长态势，首艘“钦州造”万吨级船舶出口欧
洲，中船广西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经营承
接 、工 业 总 产 值 增 速 分 别 为 40.65% 、
140.57%、32.49%，2023年海洋船舶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23.5%。

第三，海洋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海洋
药物和生物制品业不断培育壮大，防城港
市加快建设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
北海兴龙生物制品诊断试剂产品国内行业
市场占有率高达八成，2023年海洋药物和
生物制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6%。海洋
电力业发展实现新突破，防城港海上风电
示范项目首批机组成功并网发电，2023年
海洋电力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6%。海洋
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不断加快，中船、远
景、锦峰等重点企业在钦州形成了广西首
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装备基地，钦州生产
的广西首批智能风机叶片出海发运。防城
港明阳新能源装备主机厂投产，长叶片生
产基地启动建设。北海蓝水海工装备制造
项目开工。海水利用规模持续扩大，西部
地区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投产，防城
港核电3号机组正式商运，国投钦州电厂
三期1号机组并网发电，沿海地区企业海
水利用量同比增长23.4%。

第四，海洋科技赋能动力持续增强。
累计认定海洋领域自治区重点实验室、新

型研发机构、科技创新合作基地等33家省
级科技创新平台。成立中国—东盟卫星遥
感应用中心（海洋遥感中心），加快建设中
国—东盟地理信息与卫星遥感应用服务高
地。广西首个海洋领域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智慧渔场养殖装备项目启动实施，中国科
学院“海基一号”项目完成选址，科技创新
对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设的引领作用进一
步增强，2023 年海洋科研教育增加值达
125.0亿元。红树林现代金融产业城获批
广西首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海洋
技术、海洋信息、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等业态
加快培育，2023年海洋公共管理服务增加
值达214.7亿元。

2024年，广西将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
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
任务，大力发展海洋经济，进一步涵养海的
胸襟、强化向海意识、加快开放步伐，主动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
设开辟更为广阔的海洋发展空间。

加快推进海洋经济重大项目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何予平表示，近年来，广西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向海图强”“大力发展
海洋经济、临港产业”等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加快推动一批带动作用强的海洋重大
项目建设。下一步，广西将坚持项目为王、
项目带动，加强协调服务、做好要素保障，
多措并举推进海洋重大项目建设，为海洋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加快建
设海洋强区。

一是扎实做好重大项目谋划储备。立
足海洋资源和产业基础，在传统优势海洋
产业、新兴产业培育等领域，组织开展项目
谋划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强与山东、广东
等省份合作，在深海科技装备等方面超前
谋划更多产业项目，培育发展海洋领域新
质生产力。围绕海洋产业链上下游开展精
准招商引资，主动对接广东、浙江、江苏等
沿海省份，吸引更多“链主”企业投资，促进
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广西。

二是全力推进重大项目落地见效。
2023年，广西发展改革委会同广西海洋局
制定印发了《向海经济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重大项目任务表，谋划
了 109 个重大项目，总投资超 1.01 万亿
元。广西将锚定工作目标任务，制定重大
项目年度推进表，细化方案、压实责任、狠
抓落实。持续开展重大项目“审批直通车”
活动，推动涉海重大项目实现早开快开。
加快建设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和中国—东盟
产业合作区。针对临海临港产业、海洋基
础设施等领域重大项目，开展精准调度，以
项目清单化提速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平陆
运河、环北部湾广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北部
湾国际门户港（码头泊位）、黄桶至百色铁
路、华谊钦州化工新材料一体化基地三期
工程、北海华电蓝水海洋能源装备制造等
一批项目建设。

三是切实强化重大项目要素保障。加
强与各部门的配合协作，紧紧围绕西部陆
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全力做好重大
项目建设用海保障，细化落实广西用地用
海要素保障措施，进一步优化海域使用审
批程序，提升用海保障效能、提高海域空间
利用效率。强化资金要素保障，深入推进
政金企合作对接，进一步拓宽重大项目融

资渠道，推动优质金融资源服务海洋重大
项目建设。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谢瑾瑜介绍，2023 年，是广西海洋事
业创新发展的一年。作为广西海洋主管部
门，广西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统筹推进海洋经济发展，加快推
动海洋强区建设。加强山海统筹、陆海联
动、江海贯通，统筹推进广西海洋经济发展

“十四五”规划，将贵港、崇左、河池等9个
内陆市纳入广西海洋工作领导小组，促进
广西全域向海发展。开展向海经济发展示
范园区创建工作，新认定4个、累计认定13
个示范园区。北海“十三五”海洋经济创新
发展示范城市顺利通过国家总考核，累计
获中央财政专项资金 2.7 亿元，支持打造
12 条协同创新产业链。成功举办广西—
东盟国家海洋经济产业推介会，首次与东
盟国家开展产业双向推介，宁波·东盟国际
海洋产业园项目顺利落户钦州。

二是聚焦用好海域海岛资源，切实服
务保障广西重大项目。为南防铁路钦州至
防城港段增建二线工程、国道G228丹东至
东兴广西滨海公路龙门大桥附属工程、钦
州港大榄坪作业区4号5号泊位工程等一
批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重
大项目提供用海用岛要素保障，白龙核电
项目一期用海预审获得国家批复。2023
年，广西批复（出让）用海用岛项目141个，
涉及面积5201.43公顷。

三是扎实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持
续擦亮广西海洋“金字招牌”。2023 年完
成海洋生态修复总面积1116.26公顷，整治
和修复岸线长度18.41公里，营造和修复红
树林面积654.18公顷，修复珊瑚礁面积30
公顷。防城港市西湾红沙环海堤生态化建
设案例成功入选全球八大海岸带生态减灾
协同增效国际案例，北海涠洲岛入选全国
首批“和美海岛”，钦州市“蓝色海湾”整治
行动项目入选广西第二批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典型案例。广西首宗修复红树林蓝碳交
易挂牌成交，促进了广西海洋生态资源优
势转化为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优质
资产。2024 年，北海、钦州市再获中央财
政资金 6 亿元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
目，广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力度持续加大，
海洋生态环境将持续改善。

四是深化海洋科技创新和对外交流合
作，为海洋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联合
自然资源部第一、第四海洋研究所等国家
队共建海洋领域工程研究中心，与中国海
洋大学深化共建向海经济发展研究中心。
充分发挥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技联合研
发中心作用，与东盟国家开展科技、教育培
训等方面合作，成功举办第一届中国—东
盟国家蓝色经济论坛，创建中国—东盟国
家海洋领域交流合作新平台。广西海洋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项目获批建设，广西
海洋观测、预警预报及防灾减灾能力将获
得全面快速提升。

何予平表示，近年来，广西依托海洋资
源禀赋，发挥“三沿三连”区位优势，大力发
展海洋经济，推动海洋产业发展取得积极
成效，2023年海洋生产总值占广西地区生
产总值的 9.4%，较上年增加 0.5 个百分
点。下一步，广西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扎实推进向
海经济新一轮三年行动计划，加强山海统
筹、陆海联动，做强做优“蓝色产业”。

一是着力推进海洋渔业提档升级。
海洋渔业是广西的传统优势产业。广西
将以北海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为抓
手，加快推进传统渔业转型升级，围绕水
产种业培育、海产品精深加工、装备渔业、
休闲渔业等关键环节，抓好金鲳鱼等产品
精深加工和仓储物流设施建设，升级发展
水产品交易市场，加快推动海洋渔业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会同广西有关部门加快
发展深远海养殖，提速推进海洋牧场、重
力式深水网箱养殖等建设。实施渔港升
级改造工程，积极争创国家级沿海渔港经
济区建设试点。

二是加快培育壮大临港工业集群。广
西将以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为契
机，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石化产业基地和
金属新材料产业集群建设，加快打造“万亿
级”先进装备制造业等临港产业集群。主
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加强产业高水平协
作，推动共建产业合作区、产业园区，助力
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

三是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产业。积极
推进海洋风能利用，加快建设钦州、防城港
海上风电示范项目，有序开发深远海海上
风电，着力构建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打造立
足广西、面向东盟的海上风电产业链集
群。培育“海上风电+”融合发展新业态，
推动海上风电制氢氨醇、海上风电与海洋
油气、海洋牧场以及海洋能源融合开发。

谢瑾瑜表示2024年，广西继续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重大方略要求
特别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指示精
神，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发展海洋经济、加
快建设海洋强区。

第一，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积极
推进海洋渔业、海上风电、玻璃制造、海洋
药物和生物制品等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
把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推动海
洋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
洋船舶工业等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
大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业、海洋电力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
业、现代海洋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
海洋前沿产业，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
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第二，增强科技创新支撑能力。组织
编制广西海洋科技创新中长期总体规划。
持续推动加大对自然资源部第四海洋研究
所、广西科学院、北部湾大学、广西海洋研
究院等涉海科研院校的支持力度，提升海
洋科技自主研发能力。加强与区外涉海科
研院校合作，促进产业链协同集聚创新。
推动组建海洋领域自治区实验室和中国科
学院“海基一号”等项目落地。

第三，提升海洋经济开放合作水平。
依托沿边临港产业园区和中国—东盟产业
合作区建设，加强北部湾经济区与粤港澳
大湾区海洋产业对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
重要战略腹地。组建广西—东盟海洋产业
发展联盟，增强中国—东盟国家海洋科技
联合研发中心活力，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
洋领域合作，推动构建广西与东盟国家的
海洋经济合作圈。

第四，凝聚向海发展浓厚氛围。组织

开展2024年“海洋日”“防灾减灾日”等系
列活动，邀请知名海洋专家学者来桂调研，
开展培训、举办讲座，共商广西海洋发展大
计，讲好广西海洋故事，传播广西海洋声
音。发挥好已认定的28家海洋科普和意
识教育基地的海洋宣传及科普作用，多途
径、多方式宣传海洋意识，让海洋知识和海
洋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校园、进社区，增
强全民海洋意识。

打造全产业链示范带

2023 年 9 月，广西印发《推进现代渔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实 施 方 案（2023—2025
年）》，其中一项重点任务是布局建设一批
渔业示范园区，内陆地区重点支持建设标
准化养殖池塘产业园区、陆基设施渔业产
业园区等。

3月6日，笔者在合浦县西场镇民丰村
小棚对虾养殖基地看到，几百个盖着蓝色
薄膜的温棚整齐划一，连成一片，蔚为壮
观。温棚里水流潺动，制氧机吹荡起阵阵
涟漪。基地管理人员正在投放新一批虾
苗，对今年的市场充满信心。

“近年来，合浦县持续优化渔业结构，
高效推进设施渔业规模化，聚力渔业全产
业链发展，强化联农利益联结机制，海洋渔
业实现稳步发展。”合浦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潘小文介绍，2023年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199.33亿元，其中渔业产值86.85亿元，
同比增长 3.5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2.06万多元，同比增长7.7%。

高效推进设施渔业规模化。合浦县建
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共中心流转土地，
实施渔业高质量发展、农业增产增收攻坚
行动，推动水产养殖（育苗）尾水生态治理
等，通过改善养殖环境、解决越冬问题，实
现反季节养殖销售，促进产量、效益双丰
收，推动设施渔业规模化发展。2023年共
发放补贴3665万元，建成规模小拱棚对虾
养殖基地37个，陆基圆池循环水养殖基地
45 个。目前全县小拱棚对虾养殖 1.5 万
亩，年总产量1.8万吨以上，产值约9亿元；
陆基养殖圆池1750个，年产鱼虾5800吨，
产值约1.7亿元。

聚力打造现代渔业产业链。合浦县致
力打造百亿元生态渔业产业链，在科技赋
能、养殖方式、品牌打造等方面下功夫，在
培育优质苗种、生产优质配合饲料、实行生
态健康养殖、引导水产品精深加工和多渠
道销售等环节培育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
逐步扩大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把产业链做
强做长，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全
县共有58家苗种场、89家水产农资店、1.1
万户养殖户，24家水产品加工企业进驻合
浦县农产品加工集聚区。合浦县实施水产
品初加工和冷藏保鲜设施设备建设项目，
发放补贴215万元，扶持5家加工企业进行
设备改造提升，2023 年全县加工水产品
3.78万吨、产值9.85亿元；扩建出口备案基
地，提升渔产品品牌价值，开发东南亚市
场，2023年新扩建对虾、罗非鱼、文蛤养殖
出口备案基地36个，面积2.53万多亩。

强化联农利益联结机制。合浦县选派
优秀人才深入村屯推广新技术，第一时间
将水产养殖病害防治技术等送到农户身
边，让“农人”变“能人”，全面提升养殖技术
水平，2023年共举办水产生态健康养殖技
术培训班48期，培训学员8260人次。设立
水产病害测报点20个，开展水生动物疫病
监测、水产苗种产地检疫技术支撑等技术
工作，提供病害诊断或技术咨询服务，为新
型经营主体提供科学用药方案，2023年共
培育了106家涉渔新型经营主体，其中打
造了9家示范家庭农场、5家示范合作社，
带动 1590 户农户增收。该县推行“公司
（合作社）+基地+养殖户（脱贫户）”的合作
经营模式，创建现代特色渔业示范园区、示
范点53个，带动4000多名农民人均年收入
6万元以上。发放“以奖代补”资金437万
元，扶持942户农户发展“虾蚝”养殖，促进
村集体增收131万元。

“合浦县将狠抓农林牧渔业生产，积极
发展海洋经济，加快推进海洋传统产业转
型发展，推进海洋渔业经济转型升级，着力
提高资源可持续利用和渔业现代化水平，
加快形成产业结构合理、经营机制完善、支
撑保障有力的现代渔业发展新格局，全力
建好‘蓝色粮仓’。”合浦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欧阳斌介绍。

今年，合浦县将新增底播和浮筏养殖
2500亩、陆基养殖圆池1600个、小拱棚对
虾养殖 6000 亩。预计今年合浦县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 210.69 亿元，同比增 5.7%，第
一产业增加值增长5.5%；一季度将实现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37.10 亿 元 ，同 比 增
6.15%，增加值增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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