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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锚定美丽海湾建设目标，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蓝色海湾扬起生态“绿丝带”
晴空下，烟台八角湾的万

米金沙滩，浪柔沙细、鱼鸥翔
集，万亩海防林绿意盎然。

“现在的后沙广场、扬帆
广场等公益性公园，是由原来
的维亚湾、东巡宫等沙滩建筑
拆除改建而来的，既维护了沙
滩的自然连续性，也能更好地
满足人们观景、赶海、戏水等
亲海需求。”1 0月 3 0日，烟台
业达综合服务有限公司后沙
广场项目负责人于鹏程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此前由于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八角湾也曾面
临入海河流水质恶化、砂质岸
线受海浪侵蚀、海域生物种类
和数量下降等困境。经过系统
实施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这
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基本得
到解决。

山东锚定“水清滩净、鱼
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丽海
湾建设目标，加强海洋生态环
境综合治理，加快建设绿色可
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去年，
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
达到95 . 6%，同比提升10 . 2个
百分点，居全国第三位；2020
年以来，整治修复岸线 5 4 公
里，修复滨海湿地 1 . 1 9万公
顷，建成国家级美丽海湾4个。

实现“水清滩净”，关键在
于治污。近海区域，未经处理
的养殖尾水直排会造成海洋
污染，导致生态失衡。在日照，
通过创新海水养殖尾水治理
模式，试点开展了现代渔业园
区连片治理、养殖尾水循环利
用 、池 塘 沉 淀 净 化 及 生 物 处
理 、养 殖 尾 水 集 中 处 理 等 模

式，实现了养殖尾水精准高效
处置。

10多年前，荣成桑沟湾沿
岸 曾 遍 布 小 养 殖 场 、小 冷 藏
厂、小加工厂，城镇污水、工业
废水直接排进海水中，造成严
重 污 染 。通 过 当 地 的 大 力 整
治，近岸 2 0 0 0米的海上养殖
全部清退，数以百计的小养殖
场、小冷藏厂被拆除，海湾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在荣成的爱伦湾国家级海
洋牧场里，工作人员借助5G+
全景监控对海洋水质、营养成
分和养殖品生长情况进行实时
监测。“通过对浅海多营养层
次生态养殖模式的成熟运用和
优化微藻养殖工艺等，牧场10
万亩海区年固碳量可达4 2 . 5
万吨，相当于7万公顷森林1年

的固碳量，实实在在地改善了
海 洋 生 态 ，也 带 动 了 产 业 的

‘接二连三’。”爱伦湾海洋牧
场运营部经理卞大鹏说。

在日照张北湾，一条蜿蜒
28公里的阳光海岸绿道，在海
岸上筑起一道美丽的生态屏
障。“截至 2 0 2 3年底，已累计
扩充绿化面积20万平方米，补
植 乔 木 3 . 5 万 棵 、灌 木 2 1 万
棵，种植地被草花 7 6 万平方
米，今年又补植绿化 3 0 0 0平
方米。”山海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安娜介绍。

阳光海岸绿道南端的太公
岛湿地公园，曾经是一片鱼塘
荒 滩 ，如 今 依 托 原 貌 保 持 生
态 ，一 道 飘 桥 飞 架 于 湿 地 之
上，给了市民游客“空中走”

“画中游”的独特体验。同时

“变废为美”，一座闲置多年的
沿海水产育苗场，摇身一变成
了精品民宿项目——— 海洋美学
馆。岛上原来的300亩荒地，也
被打造成1 8 . 3万平方米的亲
海文化空间，让市民和游客的
特色游玩体验愈加丰富。

用最小的干扰，实现最大
的保护，绿道将湿地、绿地等
生态板块有机连接在一起。同
时，太公岛湿地公园、海洋美
学馆、海洋科普馆、海滨国家
森林公园、两城河口湿地公园
等亲海空间“串珠成链”，滨海
旅游度假区环境适宜性大幅
提升，辐射带动周边王家皂、
张家台等多个沿海民俗村加
速发展休闲旅游业。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刘童

第三届山东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第十三届“海洽会”组织人才活动120余场，超24.4万人参与

搭建高层次平台，让人才唱主角
记者1 0月3 0日从省政府

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获悉，第三届山东人才创新发
展大会暨第十三届“海洽会”
以“人才引领创新 开放赋能
发展”为主题，聚焦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
乡村振兴、经略海洋等重大战
略，搭建人才对外交流合作的
高层次平台窗口，吸引了大批
海内外人才来鲁创新创业。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龚文
东介绍，自4月1 9日大会启动
以来，全省各级各单位组织人
才活动1 2 0余场，参与活动人
才总量超过24 . 4万，吸引1 . 2
万余名高层次人才来鲁对接
交流；签约引进人才1 2 3 6人，
其中顶尖人才47人、领军人才
921人、海外人才268人；签约
项目287个，计划投资金额146
亿元。

主动融入全省高质量发
展大局。围绕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
产业超前布局，精准摸排人才
需求10万余个，梳理重点产业
技术需求3 0 0余项。聚焦现代
海洋、现代农业、新一代信息
技术、医养健康等重点产业领
域，支持高校联合科研院所、

龙头企业成立4个高等教育共
同体，举办平行论坛，横向打
破高校学科壁垒，纵向贯通产
学研，积极引入省外、海外优
质科教资源。组织山东科技大
市场、技术经理人全程参与大
会活动，承接成果转化、跟踪
项目落地。目前，山东科技大
市场已进驻科技服务机构751
家、企业4 . 5万家，预计今年市
场交易额将超过10亿元。

突出让人才唱主角。注重
发挥顶尖人才在科技自主创
新方面的引领作用，邀请60名
两院院士和海外学术机构院
士参加集中展示大会，与会院
士积极为山东发展把脉会诊、
建言献策。针对各类人才搭建
多样化活动平台，举办泰山·
攀登论坛、青年人才国际化培
养论坛等活动，为人才提供更
多交流洽谈、成果展示机会。
支持人才来鲁创新创业、服务
基层，举办 9场产业链产学研
对接和新技术新产品推介活
动，累计培育首台 (套 )、首批
次、首版次“三首”新产品3500
余项；组织2 3名院士、1 9名高
层次外国专家开展山东行系
列活动，助力地方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

积极扩大高水平人才对

外开放。坚持以开放促创新促
发展，大会期间，各级各部门
赴美国、英国、日本等8个国家
(地区 )和 9个省 (区、市 )开展
高层次人才创业大赛海外分
赛、“齐鲁之约”等13项主题人
才活动，参与人数超过 1 1 万
人。依托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港澳山东周”等重大活
动平台，举办“人才引领 创
新驱动”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
对话会、2024鲁港科技创新合
作大会，推动人才科技交流合
作。集中展示大会吸引了23个
国家(地区)的300余名海内外
专家人才代表来鲁参会，国际
化程度创历届大会活动新高。

创新宣传展示山东人才
发展生态。首次举办“人才引
领发展成果展”，精心策划1 6
市人才生态展，在“大众·比
邻 ”元 宇 宙 空 间 打 造 线 上 展
厅，通过数字化手段全面展示
山东在人才引进、项目对接方
面的丰硕成果。在集中展示大
会上系统推介山东科技大市
场、高层次人才服务体系、高
等教育共同体，发布“揭榜挂
帅”重点项目榜单、“四链”融
合发展研究报告。

大众新闻·大众日报记者
张依盟

秋染王屋山

红遍黄河两岸

秋风轻拂，满山的红叶如同燃烧的火焰，绚烂夺
目，将山林装扮得分外妖娆，构成一幅鲜艳灵动且“会
说话”的秋景图。在河南济源的王屋山、黄河三峡、娲皇
谷处处皆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打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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