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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总结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生态文明建设顶层制度设

计逐步完善,生态环保法制不断健全,环保执法监管力度空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呈现加速发展新

局面。山东省作为海洋大省,坚决扛起海洋生态环保责任,在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进行积

极探索和实践,为海洋环境保护事业和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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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18thNationalCongressoftheCentralCommitteeoftheCPC,withComradeXi

Jinpingasthecore,hasdeeplysummedupthelawofthedevelopmentofhumancivilization,and

integratedtheconstructionofecologicalcivilizationintotheoveralllayoutandstrategiclayoutof

socialism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Thetopsystemofth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

hasbeengraduallyimproved,andtheecologicalenvironmentalprotectionlegalsystemcontinuedto

behealthy.Environmentallawenforcementsupervisionwasunprecedented,andtheconstructionofeco-

logicalcivilizationinChinapresentedanewsituationofaccelerateddevelopment.Shandongprov-

inceisacoastalprovince,firmlycarriesthe 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

activelyexploresandpracticesin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for

theprotectionofmarineenvironmentand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enterprise

unremittingefforts.

Keywords:Thecon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Thetopsystemdesign,Marineeco-

logicalenvironmentalresponsibility

1 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

1.1 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

立足于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山东省委、

省政府重要决策,争取山东省委政研室、省发改

委、省财政厅的支持,一同调研,共同研究,协同推

进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设计和措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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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2016年初,经省政府同意,山东省海洋与渔业

厅联合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快推进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

了“8573”行动计划,即“八项重点任务,五大工程,

七个试点,三类项目”,对今后5年全省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进行了深入具体设计。2016年5月,山

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了“着力推进海洋资源科

学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包括合理控制海洋开发

强度、加大海洋生态修复整治力度、开展海洋生态

建设创新试点和实施海洋生态建设工程等4项任

务,集中体现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8573”

行动的主要内容,标志着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重点任务正式进入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为

强化沿海市党委、政府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和海

洋生态环保工作的重视力度,山东省海洋与渔业

厅积极协调省委组织部考核办将海洋生态文明建

设重要指标纳入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核。

1.2 不断研究制定相关规划制度

立足 于 促 进 海 洋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具 体 落 实。

①在出台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意见的基础上,研

究制定《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6—

2020年)》,筛选164个项目建立了全省海洋生态文

明建设重点项目库,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洋生

态保护修复工作开展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为确保

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各项任务落实,制定印发

《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要点任务分解》,将加

强海洋综合管理创新,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开

展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等31项任务落实到

了财政、国土、林业、水利等多部门。②建立实施全

海域海洋生态红线制度,全省管辖渤海海域和黄海

海域共划定海洋生态红线禁止开发区59个,限制开

发区165个,生态红线区总面积9669.26km2,占全

省管辖海域总面积的20.44%,全省重要海洋生态

脆弱区、敏感区实现了全覆盖,为“十三五”海洋生

态环保工作提供了重要管控机制。充分发挥海洋

生态红线管控约束监督作用,重点在用海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中,加强项目用海与生态红线区符合性分

析,有效维护了海洋生态安全。③率先在全国制定

发布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和地方标准,有力地保

护了海岸和近海海域资源。2016年,经省政府同意

印发实施《山东省海洋生态补偿管理办法》,并修订

完善了作为配套的省标《山东省用海建设项目海洋

生态损失补偿评估技术导则》。通过实施科学的生

态补偿,合理控制了海洋开发规模,并按照“取之于

海,用之于海”的原则,将征收的部分资金投入到受

损海洋生态环境的整治和修复中,全省海洋生态环

境得到了很好的休养生息。

1.3 创新各项推进措施,强化平台载体的打造

立足于增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①高度

重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创建,着力打造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载体。把示范区创建作为推进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积极申报创建国家级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示范区,2015年年底,青岛市、烟台市被

确定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山东省

已创建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5个、省级海洋

生态文明示范区10个,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

1个。各示范区在规划实施、制度建设、投入机制、

科技支撑等方面,为全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

示范引领作用。②实施海洋保护区分类管理,推进

海洋保护区管理创新。山东省选划的海洋保护区

数量和面积均居全国各沿海省市之首,已建立国家

级海洋保护区29处、省级9处,总面积7000km2

余,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护区体系,有效保护了山

东省管辖海域重点海洋生态系统、地质地貌、珍稀

生物资源。针对海洋保护区重建轻管的问题,组织

对全省省级和国家级海洋保护区进行深入调研,并

在此基础上制定《关于实施全省海洋保护区分类管

理的意见》,将海洋保护区分为3类,并制定了检查

赋分分类标准,实行奖惩激励机制,指导保护区提

档升级。③探索开展山东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专

家行。采取“一市一行、逐一施策”的方式,邀请国

家和省内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领域知名专家,通

过开展前期现场调研、座谈、质询、进行专家讲评等

方式,为各市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把脉会诊,提出总

体解决方案,推动全省海洋生态文明重要制度设计

和政策措施,与地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

和有效对接。目前,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联合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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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研究室已精心组织三站活动。第一站活动为日

照行,主题是“陆海统筹 河海共治 清清河流 蓝蓝海

洋”;第二站活动为烟台长岛行,主题是“仙境海岸

蔚蓝烟台 生态海洋 自在长岛”;第三站活动是青岛

行,主题是“海陆统筹 湾河共治”。每次专家行活动

都结合地方实际,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进

入了省政府重要决策。

1.4 整合各类资源,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资

金保障

立足于加强生态修复和能力建设。①依托各

级、各类财政资金项目,大力开展海洋生态整治修

复。2011—2016年,共安排省级资金12.1亿元、争

取中央补助资金19.91亿元、渤海生态修复专项资

金5.57亿元,实施各类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工程项目

284个,有效修复了一批受损的岸滩岸线,改善了近

岸海域海洋资源环境,增加了生物种群数量,产生

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积极争取“南红北

柳”、“蓝色海湾”项目资金13亿元,用于实施海湾综

合整治和生态修复,助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②依

托省级海域使用金、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资金项目,

每年争取省级财政1500万元经费专项用于全省海

洋环境监测,建立完善省、市、县3级海洋环境监测

体系,不断提高海洋环境保护技术支撑能力。在能

力提升的同时,全省海洋环境监测工作积极对接支

撑“海上粮仓”建设,围绕企业需求开展定制化监测

服务。开展15个海水浴场和15个海水增养殖区片

“双十五”高频监测,监测评价工作服务“生产、生

活、生态”的能力明显增强。③引入农业政策性金

融资金,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社会化资本保

障。2016年,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与山东省农发行

就全面支持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并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5 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持和

基础保障

立足于推进海洋环境监测信息化和现代化建

设。①在搞好常规监测的同时,着手开展实时在线

监测。目前,山东省采取各类项目建设、地方自建

的形式,已建成运行的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系统

11个,并纳入全省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平台业务

化运行。②着眼于统筹全省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

控资源,制定了“十三五”海洋环境在线监测布局规

划。到2020年计划建设在线监测站173个(包括海

洋生态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站64个,海洋牧场观测站

109个),建设在线监控信息平台8个。规划编制

中,广泛征求驻鲁科研院所的意见,把科研院所建

设的浮标系统纳入全省海洋环境实时在线总体布

局,最大程度实现了监测资源、数据、信息、平台共

享。③加快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确保全

省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控系统建设科学、统一、规

范。坚持标准先行,在推进系统建设的同时,制定

印发《山东省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系统管理办

法》和《山东省海洋环境实时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技

术规程》。同时加强与国家工作的对接,确保省级

制度、标准与国家的相关制度标准紧密衔接,实现

兼容、互通、共享。

2 关于深入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2.1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调动各方积极性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关键看基层政府。要

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对海洋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程

度,才能从根本上强化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内

生动力。要研究建立具体、量化、可考的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指标体系,积极争取将海洋生态保护工作

等纳入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体系。完善工作责

任考核机制,倡导绿色环保的政绩观,把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成效作为考核评价干部的重要内容。要

加强组织领导,发改、规划、水利、环保、海洋等各有

关部门明确分工,密切配合,协调联动,形成合力。

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发挥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专家学者、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2.2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强化顶层设计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新事物,没有经验可

循,各地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准着力点,无所适

从。因此需要省级层面在提供遵循和方向思路上

多下工夫,在摸清全省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结合实

际出台指导性文件,引导各地有序开展工作。但在

推进过程中,要避免“千城一面”一个模式推进,要

结合各地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方式,有

针对性地指导各地探索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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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大力推广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专家行模式,一市一

策,精准指导,实现省级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地方实

践的有机结合。

2.3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海陆统筹

海洋的开放包容决定了海洋污染源多样性。

要治理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生态,仅仅依靠海洋而

治理海洋,只能治标不治本。要结合“河长制”“湾

长制”,坚持湾河共治,完善海洋环境保护联防联控

机制,推进近岸海域和入海河流污染防治工作。要

将湾长制与河长制深度融合,实现从河流源头到末

端海洋的系统治理。各级湾长的设置要与主要入

湾河流河长的设置统筹考虑,与上游河道整治方

案、治理标准、治理模式有效衔接,河海共治,河海

共管。可探索用湾长制的检测指标倒逼河长制的

排放标准,制定严格的责任追究体制,以确保“湾长

制”责任层层落实、压力层层传导。

2.4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抓好平台载体

建设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只有理念是不够的,还

要有合适的平台载体,这样才能突出重点,做出实

效。要把海洋保护区作为重中之重,选择资源禀赋

好、有特色的海洋保护区,在资金、项目、技术等各

方面予以倾斜、支持,指导各地把特色保护区着力

打造成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亮丽名片和品牌,彰显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要深入落实海洋生态红

线管控制度,强化海洋生态红线意识和红线管控制

度的实际应用,把之作为控制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的

重要抓手,对违反红线制度的项目严格一票否决,有

效维护海洋生态安全。要以保护区和红线为重要载

体,在保护区和红线区内大力开展生态修复整治活

动,努力打造看得见、感受得到的生境修复亮点。

2.5 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做好海洋领域新

旧动能转换的文章

要按照“海洋+”创新策源地定位,着力增强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新动能。将创新作为新旧动能转

换的关键,以海洋科技创新驱动新产业发展,最大

限度减少和降低土地、资本、劳动力消耗。加快发

展海洋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建设

国际先进的海洋发展中心。坚持生产、生活、生态

协调发展,加强海洋生态修复、环境保护污染治理,

大力发展新兴海洋产业,满足群众海洋休闲、海洋

健身、海洋观光旅游等方面需求,形成生产、生活、

生态“三生”链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