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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湖北：：迈向海工装备强省迈向海工装备强省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许旷 张辉张辉

江苏江苏：：加快海洋强省建设加快海洋强省建设
□□新华日报记者新华日报记者 陈澄陈澄 许愿许愿 姚政宇姚政宇

水清岸绿水清岸绿，，航运繁忙航运繁忙，，满载的船舶在长江武汉段水域逆流而上满载的船舶在长江武汉段水域逆流而上。。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柯皓柯皓 摄摄 全球先进的半潜式重吊生活平台全球先进的半潜式重吊生活平台““CMHI-CMHI-1630216302””缓缓驶离江苏省太仓港四期码头缓缓驶离江苏省太仓港四期码头。。 （（新华日报供图新华日报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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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我国东部沿海中心地带
的江苏，拥有 954 公里长的海岸线
和众多的岛屿，海洋资源丰富，且
处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建
设两大国家战略的交汇点，区位优
势独特，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江苏持续向海进发，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海洋强
省建设步伐不断加快，2022年全省
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9046.2 亿元，比
上 年 增 长 7.4％ ，其 中 连 云 港 、盐
城、南通沿海三市的海洋生产总值
全省占比过半。

激活“蓝色引擎”
航海装备驶向深蓝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
实施海洋强国、制造强国和交通强
国战略的重要战略性产业。

江苏省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
产业体系齐全，产业链条长，产业规
模、发展质量、发展速度一直稳居全
国前列，已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制造大省。近
年来，江苏加快建设世界级船舶与
海工装备先进制造业集群，推动从
造 船 大 省 向 造 船 强 省 转 变 。2022
年，全省造船完工量 1743.3 万载重
吨，同比增长6.1%。2022年10月，江
苏省南通、泰州、扬州三地的海工装
备和高技术船舶先进制造业集群成
功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

9 月 19 日，我国自主研发设计
的 2500 吨级自航自升式风电安装
平台“海峰 1001”在振华南通启东
海工船舶工业园正式交付。世界首
座圆筒型超深水钻探储油平台、世
界最大天然气处理能力浮式储卸
油平台、世界最大打桩船……南通
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交出了一张
张航海装备建设领域耀眼的成绩
单，2022 年，园区规模工业产值达
245亿元，今年有望突破 300亿元。

“目前，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
内既有寰宇东方国际、中远、中集、
中交、东方电气等大型央企国企，
又有华滋能源、京沪重工等行业领
头 的 民 营 企 业 ，总 投 资 超 300 亿
元。众多工业门类在此聚集，一批
批‘大国重器’从这里走向世界。”
启东海工船舶工业园负责人介绍，
今年 1—8 月，海工园完成规模应
税销售 175亿元，同比增长 28.5%。

镇江船海产业历史悠久、体系
完整、特色鲜明，具有独特优势。近
年来，镇江抢抓船舶产业发展机遇，
深化结构调整，加强政策引导，产业
规模不断壮大，集聚效应正在逐步

显现。7月 14日，船舶与海洋工程装
备产业链融合发展大会在镇江召
开。会上，镇江市与中船动力（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以
重大项目为牵引，共同打造绿色智
能、国内领先的船舶动力产业基地。

锚定高质量发展的“航向”，徜
徉“新蓝海”。今年 8 月，《江苏省海
洋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发布，《行动
方案》提出，将聚焦海洋工程装备
制造业、海洋船舶工业等十大关键
产业，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和新技术
应用，加强应用场景拓展。

开辟“蓝色空间”
海洋经济扬帆起航

风从海上来，扬帆正当时。海
洋经济跑出发展“加速度”，离不开
基础设施建设“赋能”。江苏因此提
出，到 2025 年，江苏沿海地区要基
本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现代化，基本
建成“海港领航、陆海统筹、江海联
动、双向开放、生态绿色”的现代化
高质量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国
际枢纽海港、一出海口、一门户”海
港体系基本建成。

以南通为例，该市锁定深水大
港，将沿海洋口港、通州湾、海门
港、吕四港整合规划为“大通州湾”
港区，打造长江集装箱运输新出海
口，并集中上马一批配套工程。

实 际 上 ，为 持 续 赋 能 海 洋 经
济，此前，江苏对沿海三市进行了差
异化定位。南通被定位为“江苏开放
门户”，建成“全国富有江海特色的
海洋中心城市”；加强国家海上风电
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推进南通启东、
如东海上风电场建设，打造国家级
综合能源产业基地等；盐城要做亮
东方湿地等生态品牌，推动跨国的
环黄海生态经济圈建设；连云港要
持续推进“国际枢纽海港”建设。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副研究员李洁认为，根据江苏海
岸线的特点，江苏海洋经济未来发
展的态势非常好，亮点也比较突
出，比如海上风力发电、海洋生物
医药等新兴产业。

按照《行动方案》，江苏将培育
壮大海洋技术服务、海洋信息服
务、高端航运服务等海洋新兴产
业，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
造业深度融合，形成产业结构合
理、创新能力突出的现代海洋产业
体系。与此同时，江苏还将实施海
洋经济科技创新能力提升行动、海
洋产业绿色化数字化发展行动、海
洋产业开放合作行动等。

《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培育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
的十大海洋产业、10家海洋产业特
色园区、20 家涉海创新平台、30 家
海洋产业重点企业，海洋产业增加
值突破 4200亿元。

释放“蓝色潜力”
海洋文化生生不息

江苏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省，
然而这个“大”不单单体现在海洋
产业和海洋经济领域，更体现在海
洋文化建设方面。

江苏的海洋文化底蕴深厚。江
苏海洋文化是由海洋及陆海联动
生成的地缘文化，是人们在认识海
洋、利用海洋的实践过程中创造出
的精神和物质文化总和，表现为海
洋渔业文化、海盐文化、港城文化、
航海及海丝文化、滨海湿地文化等
若干海洋文化特色。

江苏还拥有众多的海洋特色
文化标识，如南通江海文化、民族
工商业文化，盐城红色文化、海盐
文化，连云港西游文化、山海文化
等，同时还有渔盐文化、围垦文化、
航海文化、海防文化、海洋民俗文
化、海洋饮食文化等具有江苏地域
特色的海洋文化。

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李向民
表示，江苏沿海是中国主流历史文
化的重要发生地，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现代化先驱，是中国的经济重
镇，也是全球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
站。“总之，无论是自然禀赋、人文
积淀，还是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都
应当重视江苏沿海——这片发展
海洋文化的‘热土’。”

深厚的海洋文化底蕴，江苏趁
势而动，始终在海洋文化产业建
设方面下“狠功夫”。此前，几经完
善的《江苏省沿海特色文化产业
集聚区建设实施方案》印发。该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南通、盐城、连
云港等沿海三市成为具有较强国
际影响力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集
聚区，推动文化产业特色化、规模
化、集群化、高端化、融合化、国际
化发展，打造江苏文化产业发展
新增长极。

追忆过去，江苏的文化因海洋
而别具一格；展望今后，江苏的文
化也将因海洋而充满无限可能。未
来，江苏将优化文化产业区域布
局，构建特色文化产业体系，高标
准建设文化市场体系，深化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促进江苏海洋文化建
设始终走在前列。

湖北省坚决扛牢长江大保护
的政治责任，守住流域安全底线，
突出船舶差异化需求，持续推动船
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自主创新，
不断向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强省迈进。今年上半年，湖北船舶
工业总产值 324.7 亿元，同比增长
11.1%，位居中部第一。

如今，湖北研制的各类高端船
舶，正成为开发海洋资源、建设海
洋强国的利器，大江大河、深海远
洋，处处都有“湖北造”的身影。

培育蓝色经济
新增长极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产业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建设海洋强国
的基础，也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
要方向。

根据《湖北省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 备 产 业 发 展 行 动 计 划（2021—
2025年）》，到2025年，湖北省船舶与
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市场份额稳中有
升、创新能力全国前列、结构调整成
效显著、质量效益大幅提升，国家内
河造船龙头地位凸显，力争年产值
实现千亿目标，从船舶与海洋工程
装备制造大省步入制造强省行列。

湖北拥有长江、汉江、清江三
大水系，境内长江通航里程 1061
公里，汉江通航里程达 867 公里，
三级以上高等级航道总里程 2090
公里，占全省通航里程 24%，位列
长江中上游省份第一、全国第二。

湖北发展绿色智能船舶起步较
早，技术储备位于全国前列，全省积
极构建推动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展
的示范体系，形成“1+5+N”试点示
范工作整体格局，即一个省级总方
案，武汉、宜昌、十堰、荆州、黄冈五个
市级子方案，以及一系列支持举措。

2022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五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内河船
舶绿色智能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转型
和高质量发展，为制造强国、造船强
国、交通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2023 年 2 月，湖北率先响应国
家《关于加快内河船舶绿色智能发
展的实施意见》，省人民政府与工
信部签署合作备忘录，重点发展标
准化箱式电源换电船舶，滨江、库
湖区纯电池动力游船、公务船等；
支持湖北省绿色智能船舶研发应
用和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支持湖
北地区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可持续的内河绿色智能船舶
运营发展新模式，加快长江内河船

舶绿色智能发展。
把绿色智能船舶作为高端装

备产业的重要突破口。到 2025 年，
湖北将初步建立技术成熟、配套完
善、市场优化、体制健全、利于推广
的绿色智能船舶典型示范应用场
景，提出适合我国能源战略的内河
船舶低碳/零碳发展路径选择，为
发展新一代内河航运体系提供装
备保障。

推动内河船舶
绿色智能发展

夜幕降临，长江宜昌段，霓虹
斑斓的“长江三峡 1 号”纯电动游
轮启航，游客穿行如画风景，感受

“夜宜昌”魅力。
“长江三峡 1 号”是全球载电

量最大、充电技术世界首创的纯电
动游轮，是工信部高技术船舶科研
示范项目。

绿色低碳发展，是航运高质量
发展基石。

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对新能
源应用的推广力度，船舶行业的新
能源使用占比逐渐增加，电动船舶
行业市场规模快速增长。湖北是电
动船示范应用大省、核心配套强
省，船舶综合电力推进系统配套占
比全国第一。

7 月 13 日，位于宜昌船舶工业
园的枝江盛懋船业有限公司，“华
航新能 1”湖北首艘 120 标箱新能
源纯电动集装箱示范船完成建造
并下水。这是湖北汉江流域建造的
首艘纯电动集散两用船。

该船是工信部“2030 型绿色智
能沿海内河示范船专项工程”子项
目，具有“绿色、低碳、环保”等特
点，可有效替代燃油消耗，减少有
害气体排放，有望推进传统燃油船
向新能源电动船升级换代、促进内
河航运绿色环保智能转型。

据了解，湖北安排专项资金，
用于支持长江干线鄂州三江港、宜
昌秭归港两处 LNG 加注站建设，
两个加注站已建成运营。支持“长
江 三 峡 1 号 ”正 式 投 入 常 态 化 运
营；支持长航集团、湖北港口集团、
黄石新港公司等单位打造长江干
流示范航线，湖北至俄罗斯东方港
近洋直达航线正式开通。

探索绿色智能船舶研发应用和
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湖北先行先
试，创下多个全国“首创”“第一”。

2019年，湖北自主研制国内首
艘纯电动商旅游船“君旅号”；2021
年，交付国内首艘海上纯电动拖船

“云港电拖一号”，首次实现将磷酸
铁锂电池组作为主动力源应用于海
上船舶；2023年打造国内首艘入级
中国船级社的氢燃料动力船舶“三
峡氢舟一号”，搭载中国船舶集团第
七一二研究所自主研发的500kW氢
燃料电池动力系统。由武汉理工大
学研发的 1140TEU 江海直达集装
箱示范船，破解江船难出海、海船难
进江的难题，实现大型船舶通江达
海，开启长江中游航运“千箱时代”。

抢占海工装备
制高点

科技创新是建设海洋强国的
根本动力。

近年来，我国油气勘探开发加
快向深海挺进、增储上产持续发
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洋油气装
备产业的进步。

6 月 30 日，我国海事系统最大
的溢油回收船，在中国船舶集团旗
下武昌造船开工建造。该船船长 79
米、型宽 15 米，最大航速 15 节，续
航力 3000 海里，自持力 20 天。新型
溢油回收船的建造，将进一步提升
我国海事系统船舶溢油应急处置
能力，积极助力海洋环境保护。

湖北虽是内陆地区，但海洋科
技优势明显，创新资源丰富，拥有
中国船舶集团 7 个研究所，6 名船
舶专业院士，近万名船舶专业研发
人员。在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领
域，湖北有 1000 多项国家专利，抢
占研发制高点。

十年来，湖北锚定南海、极地、
内河三个重点领域，在深远海大型
海洋工程装备、高附加值海洋公务
执法装备、极地特种船舶、内河绿色
智能标准船型、江海直达清洁能源
标准船型等方面，不断取得新突破。

湖北首创研发的全海深高能量
密度锂电池，应用于万米载人潜水器

“奋斗者”号为代表的深海装备，填补
我国全海深载人潜水器用锂离子电
池的空白；自主研发的兆瓦级波浪能
发电系统，技术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应用于“南鲲”号波浪能发电平台；国
家重点专项深海无人潜水器“麒麟”
号，可满足深海复杂海底环境近距离
精确稳定观测、辅助作业等需求，具
有重要科研和应用价值。

新时代新征程，湖北将不断巩
固强化海工装备优势，加快海洋工
程装备研发基地建设，全面提升水
上装备产业化能力，积极推进水下
生产系统国产化突破，自主研发更
多高质量拳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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