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百千万工程”大势 绘就民生新图景
——珠海全面推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以前我家一个月的电费最
多要到1900多元，‘陆岛同价’
后，这个月的电费降到了300多
元！”自今年6月 30日起，担杆
镇居民用电实现“陆岛同价”。
海岛居民和商户终于不用再为
电费“斤斤计较”。

向海图强，瞄准打造“百千
万工程”海岛新样板，珠海用心
用情做好海洋文章。

市委、市政府贯彻落实省委
工作要求，把抓好海洋经济工
作作为重中之重，以机构改革
为契机单独成立市海洋发展
局，组建省内第一家地级市海
洋集团，优化万山海洋开发试
验区管理体制机制，形成“三海
联动”的新格局。

今年6月，珠海首台正式产
业化运营的现代化海洋牧场装
备——“格盛1号”养殖平台顺
利交付投产，通过创新应用场景
加快发展珠海现代化海洋牧场

新质生产力。今年底“珠海琴”
“九洲一号”等智能养殖平台将
陆续建成投产，加快实现海洋牧
场“珠海建模、全国推广”。

据统计，上半年全市海域养
殖产量约 1 万吨、同比增长
56%，预计 2024年实现深海养
殖水体、产量、产值“三个倍增”。

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斗门
区迎来了94支青年大学生“百
千万工程”突击队。

大学生走出象牙塔，书本里
的知识接了地气：斑驳的墙面
在大学生们的奇思妙想下成了

“网红打卡点”；尘封已久的村
志，在充分调研挖掘后，变成了
跃动网络的“活”村史……他们
把论文写在珠海斗门大地上，
以青春助力“百千万工程”。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珠海城乡融合跑出加速度。

在全国首创乡村风貌提升
专项立法，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全

面提升，并通过大力实施古村古
宅风貌提升和保护利用行动，对
全市39条传统古村落进行保护
性开发，分阶段分片式修复活用
古建筑、旧民居超100座。

珠海成功申报万山海洋渔
业省级产业园，斗门预制菜产
业园入选全国百强榜，斗门鳗
鱼成功入选2024年第一批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总投资
15亿元的中国（珠海）白蕉海鲈
产业中心动工建设，2024年春
节期间“珠海年鱼”产品销售超
5000万元。

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预计到今年年底，珠海全市累计
建成中小学（幼儿园）项目118
个，新增公办学位10.4万个；西
部地区新增首个三甲综合医院
遵医五院，新增47家医疗机构，
全市镇街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
达100%，97%农村卫生服务中
心达到国家基本标准。

中秋假期，港珠澳大桥珠
海公路口岸迎来人流车流“双
高峰”，在“双向奔赴”之间寻求
新机遇；桂山岛上，闲置民房
“摇身一变”成为中高端民宿，
渔民巧借海岛资源，盘活致富
之路……

在伶仃洋畔、港珠澳大桥
之上、5.0产业新空间里，处处
可见珠海“百千万工程”的奋进
之姿。

近年来，珠海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
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
“1313”思路举措，聚焦重点在
西部、特色在海岛、着力点在镇
村，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
加力提速、加压奋进，“百千万
工程”美好图景在珠海徐徐展
开。

采写：本报记者 廖明山
见习记者 陈奕樊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秋日阳光下，金海公路大桥犹如一条
梦幻之路，连接珠海东西部城区，延伸至
蔚蓝天际。

今年2月 3日，金海公路大桥正式通
车，是国内首座公铁同层跨海大桥，也是
2024年上半年珠海市“百千万工程”见典
型、出实效十大重点项目之一。

首条跨海跨城电动空中航线首飞成
功、现代化海洋牧场装备“格盛1号”交付
投产……今年以来，珠海以“头号工程”的
势头和力度，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
各项工作，遴选出的十大重点项目无一不
关乎珠海民生、心系珠海人民。

近年来，珠海突出市级强统筹、区级
主作战、镇级抓施工、乡村促振兴、全域谋
共富，健全上下贯通、左右协同的工作体

系，推动“百千万工程”各项任务全链条、
全要素落到实处。

制定“1+1+4+11”系列文件，出台乡
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奖补办法、镇村“三
线”治理工作方案等42份配套文件。完善

“百千万工程”信息综合平台地市标准版，
实现“无人机”全市24个镇街全覆盖。

开展“特区改革创新我先行”行动，建
立改革创新项目库和典型培育项目库，推
动低空经济、数据标准化、海钓管理等领
域立法，探索发展“隔墙售电”模式、打造

“港澳集成式服务”等一批原创性开拓性
改革项目。

出台典型镇村培育支持措施，细化10
项措施43条举措，推动首批4镇 50村出
台“一镇一方案”“一村一策”。“2024镇域

经济500强”中珠海10镇上榜，3镇进入
前100强，斗门“黄杨宋莲”入选全省十大
乡村振兴示范带。

珠海全面动员各方力量，推动“百千
万工程”往实里走、往深里走。

在全省率先建立组团式帮扶机制，市
直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在珠高校、
科研院所等采取一对多、多对一帮扶全市
122个行政村、48个涉农社区，开展帮扶
项目186个，落实帮扶资金1716.2万元。

组织市各民主党派围绕“百千万工程”
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开展“百会进百村”“十
校联十镇”“创美庭院”巾帼行动等活动，推
动61个在珠高校共建项目落地，74家建筑
业企业与乡镇结对，共生成86个结对帮扶
项目，帮扶金额为5176.2万元。

创新机制，全面动员各方力量

港珠澳大桥跨越伶仃洋，壮
丽的自然风光叠加口岸交通优
势，已经成为港澳青年暑期赴
内地研学、拓展交流的首选通
道之一。7月1日至8月29日，
经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23周
岁以下港澳青少年旅客数量增
长尤为明显，总人数超过50万
人次，同比增长56.33%。

今年 3 月，珠海正式出台
《珠海市2024年用好管好港珠
澳大桥行动方案》，落实“两车
北上”“经珠港飞”等创新政策
促进与港澳之间人员便利往
来。“早上经港珠澳大桥在珠海
入境游玩，晚上到深圳吃晚饭
回香港，非常便利！”香港车主
黎先生称赞。

如何将“制度之异”加速转

为“制度之利”，珠海始终在思
考、一直在行动。

全面加快港珠澳大桥经贸
新通道建设，丰富完善粤港澳
物流园、高栏港综合保税区等
大桥延长线节点物流功能，上
半年经大桥口岸进出口货值同
比增长16.4%。

聚力建设广珠澳科创走廊，
制定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有
关措施，出台广泛动员港澳台
侨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工作
方案，打造港澳青年“1元创业
空间”，累计引进培育港澳创业
项目72个。

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
珠海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
业当家。

实施“项目攻坚年”和“企

业服务年”行动，上半年西部地
区签约重点产业项目79个，协
议投资总额占全市七成以上，
今年首个百亿级产业立柱项目
奕斯伟半导体落户金湾。

着力打造“天空之城”，出
台《珠海市支持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若干措施》，珠海、深
圳首条无人机低空快递物流航
路开通，首条琼粤跨省通航货
运航线首飞成功。

珠海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
告首次提出“云上智城”这一理
念。当前，“云上智城”建设快
马加鞭，全新成立云上智城建
设管理局，瞄准建设成为全国
首个全市统一、面向未来产业、
赋能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的新型
城市基础设施。

将“制度之异”加速转为“制度之利”

向海图强，兴村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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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珠海市海洋发展
局加快“海上新特区”创建步
伐，对涉海项目采取提前介入、
靠前服务、压缩审批时间，一批
涉海新项目加速签约落地。

上半年，共推进珠海市项
目用海共获批20宗，批复用海
面积共 2156.15 公顷，有效保
障九洲港2号突堤码头改扩建
工程项目、珠海粤裕丰5000吨
级引桥原料码头及4宗养殖用
海等重点项目用海需求。有

了资源保障，项目落地跑出加
速度。

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
气储运基地-金湾“绿能港”项目
将于年内建成、国家海洋综合试
验场（珠海）建设稳步推进、珠海
海洋科普中心建设项目加快建
设、珠海海洋中心完成前期定
位、功能策划以及设计工作初步
方案；珠海首个海上综合旅游项
目九洲浮岛海上旅游项目取得
用海批复。

此外，中科星睿航拍测绘、
莫纶新材料生产研发基地、高速
短波长无线光通信芯片、海上清
洁能源综合平台、零创仿生扑翼
飞行器、高端海洋精密仪器等6
个项目已签约落地；新引进启航
船舶电动化研发中心总部、东港
兴桂山岛酒店等海洋经济产业
项目14个；珠海万山海洋开发
试验区与北京强佑集团加强海
岛旅居康养项目战略合作，签订
总投资达27.8亿元。

乘风正当时

珠海海洋经济持续迸发新活力

采写：本报记者 张伟宁
摄影：本报记者 李建束

从万山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
区上空俯瞰，湛蓝的海面上,半潜
桁架式养殖平台“格盛1号”与半
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交
相辉映。近日，这里又迎来新“住
客”——20多吨章红鱼苗被投放
至养殖水体中，这是“格盛1号”今
年下半年建成交付后首次大规模
投苗。

当前，珠海通过不断加强体制
机制创新，强化规划引领、科技支
撑、政策保障，不断激活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

从海洋牧场建设、海洋智能装
备制造再到海岛开发、海洋文旅等
领域，一批批重点项目加速建设，
一个个新成果陆续面世，一项项新
技术集中呈现，珠海正以前所未有
的力度和速度，加快书写海洋经济
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面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形势、
新要求，必须大胆改革创新，塑造经略海
洋新格局。去年以来，以新一轮机构改革
为契机，珠海组建省内第一家地市级海洋
发展集团，同时优化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
管理体制机制，并新组建珠海市海洋发展
局，初步形成“三海联动”的新格局。

改革后，新成立的市海洋发展局整合
多个部门的原有职能，更好发挥“指挥棒”
作用。万山海洋开发试验区优化管理体
制，与珠海保税区不再实行一体化运作，
更高效发挥海洋经济发展功能，全面打造
现代化特色海岛镇。珠海市海洋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省内第一家地市级海洋
发展集团，进一步整合国企资源，做大做
强海洋经济产业链。

举办海洋新质生产力暨涉海企业“盘根
计划”座谈会，调研产业发展现状，及时疏通
企业发展和重大项目难点堵点；主动联系多
所在珠高校、科研机构与涉海部门专家代表
举办海洋科技座谈会，打造珠海首家“海洋
科教共同体”；与珠海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紧
密合作，面向涉海企业推出更多“蓝色金融”
服务……今年上半年，市海洋发展局先后举
办多场座谈会，展现了新部门的新气象。

与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合作建设
海洋绿色能源与装备联合实验室，推动珠海
首个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园顺利动工，多个
海洋深远海养殖装备纷纷下水……新组建珠
海市海洋发展集团发挥国企引领作用，发力
海洋科技创新，抢滩海洋牧场装备蓝海。

渔业产量同比增长16.3%、多个海岛

成为大湾区热门旅游目的地、推动全国首
条海岛低空公共物流航线顺利首飞……
万山区不断加强陆海统筹，强化土地、资
金、技术等要素供给，一条海岛高质量发
展的“新航道”愈发清晰。

“三海联动”新格局，破解了过去珠海涉
海管理部门较多、统筹协调资源难度大、难以
聚集合力等难题，通过大刀阔斧改革举措，进
一步凝聚了全市海洋发展力量，以“一盘棋”
的思维加速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上半年，珠海海洋经济呈现“持
续恢复、回升向好”的良好态势，海洋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8.6%，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增
长、海洋传统产业稳步回升、涉海重点项
目建设加快、海洋资源要素得到有效保
障，海洋经济成为珠海经济发展新亮点。

今年 6 月 29 日，由珠海市
海洋发展集团旗下珠海格盛科
技设计并投资、广东中远海运
重工有限公司建造的半潜桁架
式养殖平台“格盛1号”在珠海
桂山蜘洲岛海域交付投产。“格
盛 1 号”集众多“黑科技”于一
身，由无人机投喂饲料，机械臂
协助捕鱼，具有自动化程度高、
稳定性好、造价低、操作便利等
优点，是珠海海洋牧场装备的
迭代升级版本。

从“澎湖号”到“格盛1号”，
再到即将浮出面世的“九洲一
号”和“珠海琴”，短短数年，珠
海的深海养殖装备快速迭代升
级，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
乃至“领跑”的跨越，科技创新
是发挥了核心引擎作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数据
显示，珠海市海洋领域科技创
新平台总数三年增长近两倍，
从2020年 11家增加到目前30
家，涉海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三
年增长66.7%，从2020年 84个
增长到目前的140个。2023年
珠海全市涉海单位发明专利授

权量 668件，相比于 2020 年的
171件增长290%。

据统计，在珠10所高校中，
已有涉海研究平台（团队）超60
个，涉及海洋生态、海洋工程、
海洋信息等领域。其中，中山
大学海洋学科群涉海在校生
7000 余人，拥有 14 个学院 38
个涉海研究平台（团队）；北理
工珠海校区正在筹建海洋工程
学院并开设相关学科群；北师
大珠海校区正在筹建北师大海
岸带创新研究院。

以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
东省实验室（珠海）、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珠
海试验基地、珠海市海洋装备
研究院、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研究
院、中国铁建海洋基础工程实
验室为代表的涉海实验室、科
研院所和科研平台正不断与海
洋产业链进行深度耦合，助推
更多科创“种子”成长为“参天
大树”，助推“蓝色引擎”迸发出
更多澎湃动力。

另一方面，珠海以开放合作

的姿态，促使创新要素加速聚
集，为海洋经济发展汇聚各方
智慧。

今年3月，首届港珠澳海洋
产业发展论坛暨中国-东盟海
水养殖产业发展论坛在珠海开
幕。来自内地、港澳高校科研
单位，东盟国家的专家学者和
相关政府部门、企业、行业协会
代表共350余人齐聚一堂，为深
化港珠澳海洋经济合作、推动
中国与东盟国家“一带一路”海
洋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4月，在珠海举办的国际海
洋智能科技展览会同样引人注
目。展会全方位展示了海洋智
能及无人装备、海洋新能源、智
慧船舶、海洋新材料、海洋牧场
及深海养殖、游艇、海岛开发及
旅游等领域的新技术成果，共
有 197 家展商、1000 余件展品
参展，举办各类会议论坛活
动近 20场，120 多名国内外政
商学界重磅嘉宾演讲，近1.4万
人次专业观众入场参观，充分
展现了海洋装备领域“珠海智
造”的实力与魅力。

“三海联动”构建新格局

科技创新引领迭代升级

涉海项目加速落地

[广东省新闻名专栏]

养殖大丰收。

海 岛 低
空公共物流
航线首飞。

桂山大蜘洲海上牧场。

格盛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