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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的一年 ,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系统紧

紧把握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

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建设重大机

遇 , 坚持推动当前工作和谋划长远发展两手抓 ,

积极作为、科学务实 , 全省海洋与渔业工作实

现“十二五”良好开局 , 全省海洋与渔业经济

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势头。预计全省海洋生产总

值达到 8300 亿元 , 比 2010 年增长 16%。

2011 年全省海洋工作迈出新步伐、取

得新突破、再上新台阶
推进“蓝黄”两大发展战略实施取得积极

进展。对山东省委、省政府关于蓝黄两区规划

需要海洋与渔业部门落实的 22 项重点工作、

重大政策和机制创新事项，在构建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实施科教兴海战略、推进海陆统筹发

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

的 14 项重点工作和项目取得重要成果。进一

步完善了与蓝黄经济区规划相配套的集中集约

用海、海洋环保和生态建设、现代渔业发展等

专项规划，完成了新一轮《山东省海洋功能区

稳中求进   服务大局 
推进全省海洋工作再创新佳绩

划》修编及局部修改方案。

海域海岛管理和转变用海方式取得新实

效。集中集约用海深入实施，全省用海方式进

一步向集中集约转变，龙口湾等集中集约用海

片区规划积极推进。海岛保护开发取得实质性

进展，全省海岛地名普查基本完成，编制了海

岛标准名录，设置了部分海岛名称标志，首

批 5 个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获省政府批复。不

断强化海域审批管理，全省确权海域使用面积

6.5 万公顷，征收海域使用金 10.2 亿元，保障

了一批国家和省重大项目的用海需求。联合金

融部门印发了《山东省海域海岛使用权抵押贷

款实施意见》，全年办理海域使用权抵押贷款

129.3 亿元。

海洋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深入实施。有效

应对日本核辐射、蓬莱 19-3 油田溢油事故和

台风“米雷”“梅花”等突发事件和海洋灾害，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维护了群众利益。不

断加强海洋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提高监测能力，

全省各级海洋环境监测机构已达 34 处。在全

国率先开展海洋生态补偿工作，全省征收生态

损失补偿费 7000 万元。全省新选划建设了 3

处国家级海洋类保护区和 1 处海洋公园，提高

了沿海城市生态美誉度。

海洋科技创新支撑能力不断增强。山东省

海洋与渔业厅与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签

署了共同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的合作

协议，强化了蓝色经济区建设科技支撑力量。

争取国家海洋局重点支持，实施国家海洋公益

性行业科研重大专项，国家海洋可再生能源、

科技支撑计划等一批项目相继实施。海洋牧场

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厅长   侯英民

2012 年，坚持稳中求进，以服务“蓝黄”

两区建设为首要任务，以科学管海用海为

主攻方向，以集中集约用海为主要抓手，

着力提升海洋综合管控能力，着力推进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力争全省海洋生产总值

增长 1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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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仪器装备产业化等 12 个项目列入

第一、二批省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名单。

海洋法治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海洋与渔

业法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出台了《山东省国

有渔业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办法》——这

是全国第一部国有渔业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

理和补偿方面的政府规章。在全省沿海组织

开展了为期两个半月的整治非法采挖海砂专

项行动，共查获非法采挖海砂案件 37 起、打

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194 人，取得了显著的

阶段性成果。

把握重点，推进 2012 年全省海洋与渔

业工作再创新佳绩
2012 年，全省海洋工作坚持稳中求进，以

服务“蓝黄”两区建设为首要任务，以科学管

海用海为主攻方向，以集中集约用海为主要抓

手，着力提升海洋综合管控能力，着力推进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力争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增长 

15% 以上。

深入落实两区规划重大政策措施，积极履

行服务蓝黄经济区建设职责。深入开展重大政

策调研，支持海洋与渔业重大问题研究；加快

推进重要规划编制修编等基础性工作，全面完

成《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和《山

东省海洋功能区划局部修改方案》报批，完成

《山东省海岸保护与利用规划》《山东省海岛

保护规划》等规划编制，加快建设海洋经济运

行监测与评估系统，全面推进科技兴海工作。

大力推进集中集约用海，促进管海用海方

式的重大转变。加快重点片区集中集约用海规

划的报批实施，争取董家口临港物流产业聚集

区、潍坊滨海新城等 5 个集中集约用海片区规

划获批实施；进一步加大集中集约用海的审核

力度，凡规划环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围填

海听证没有通过的，不予研究申报区域建设用

海规划； 坚持鼓励集中、限制分散，出台《山

东省集中集约用海项目监督管理办法》，除渔

港等民生项目及海洋修复整治、各类保护区建

设等环保型项目用海外，严格限制单宗分散用

海项目报批；创新海域使用管理机制，制定潮

间带高地海域管理办法，开展海域使用权物权

化试点，创造条件推行海域使用权的招标拍卖；

加强海岛保护管理，启动海岛资源综合调查，

建立健全海岛管理相关配套制度。

切实加强重点水域环境整治保护和海洋环

→ 黄海增殖放流活动

山东省国有渔业养殖水域滩涂
使用管理办法发布会

宣传贯彻《山东省海洋生态损
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
行办法》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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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突发事件处置，着力改善海洋与

渔业生态环境。2012 年山东省将着

重解决好四个突出的涉海涉渔环保

问题：一是抓好渤海重点海域生态

环境整治，落实《渤海环境保护总

体规划》，加快实施《山东省渤海

环境保护实施规划》和小清河流域、

漳卫新河流域污染综合整治方案、

莱州湾生态治理示范工程实施方

案，遏制局部海域生态环境恶化趋

势；二是抓好海洋环境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开展污染物入海总量控制

和海洋环境容量研究，建立重点海

域污染物控制、突发事件处置机制，

积极稳妥开展蓬莱 19-3 油田溢油

事故山东省受损处置工作；三是抓

好海洋生态修复与保护区建设，进

一步落实海洋生态补偿制度，探索

污染索赔诉讼规范程序，加强海洋

自然保护区、特别保护区和海洋公

园建设；四是抓好南水北调沿线渔

业养殖污染防控，为沿线市县政府

做好督导考评，坚持“整体规划，

科学施策；先易后难，先控后清；

分期分批，统筹实施”原则，确保

2012 年“一泓清水北上”。

深入推进海洋监察执法管理，

切实维护好海洋开发秩序。以组织

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

理法》颁布实施十周年宣传活动为

契机，进一步增强依法管海用海意

识。完善海域使用监管机制和执法

程序，落实属地监管负责制，严格

责任追究；加大执法巡查频率，对

已审批用海项目进行跟踪监管，对

违法围填海行为要早发现、早查处；

深入开展“海盾”“碧海”“护岛”

等专项执法行动，坚决查处名围实

填、未批先建、批少建多、盗采海

砂等违法行为，维护海域使用和海

岛开发秩序；严厉查处个别地方在

海域使用过程中，以执法之名行违

法之实的地方保护主义；全面开展

全省海域使用管理专项督察工作，

深化海域使用规范化建设。

切实加强海洋系统干部队伍建

设，为全省海洋与渔业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一是加强海洋系统思想作

风建设。强化群众意识，深入开展

调查研究；强化主动作为意识，当

好各级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强

化落实意识，狠抓岗位目标责任制；

强化程序意识，坚持按法规、制度

办事；强化协作意识，与系统上下

和行业内外形成共识，达成合力。

二是加强海洋行业社会管理能力建

设。切实解决好涉外海洋、海域纠

纷、环境污染、渔民“失海”“失

水”等方面存在的社会管理问题，

维护好和谐稳定的大局。三是加强

海洋文化建设。统筹海洋物质和文

化建设，积极开发海洋文化资源，

培植海洋文化产业，开展海洋文化

创意活动，大力弘扬海洋文化，为

海洋事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

支撑。四是加强系统党风廉政建设。

大力推进全省海洋系统反腐倡廉建

设，加强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教育，

抓好重点部门、重点岗位的廉政风

险排查和防控。  

山东省五个无居民海岛

深入开展“海盾”“碧海”“护

岛”等专项执法行动，坚

决查处名围实填、未批先

建、批少建多、盗采海砂

等违法行为，维护海域使

用和海岛开发秩序。

渤海钻井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