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筑勤筑““生态屏障生态屏障”” 守住用海防线守住用海防线

善解善解““蓝色心结蓝色心结”” 突出用海保障突出用海保障

精耕精耕““绿色服务绿色服务”” 提速用海审批提速用海审批

发展海洋经济，就要对海域进行合理开发和使

用，而要实现蓝色崛起，完善海事监管以及相关基

础设施、配套服务至关重要。因此，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在做好经营性项目用海保障的同时，牢牢抓

住公益性项目用海供给，为海洋经济长远发展铺就

坚实道路。

行走在独山港的海岸线上，一座座码头如同镶

嵌在海岸线上的珍珠，迎接着南来北往的船舶，见

证着平湖海洋经济的无穷活力。为实现该海域全

方位监管，嘉兴市海事局在独山港区港口支持系统

区C 区内布局新建海事监管基地码头，重点在应对

海事系统突发事件、保障来往船舶航行安全、防止

水环境污染等方面发挥监管作用。

然而，保障公益项目建设用海并非易事。早在

嘉兴海事监管基地码头项目用海预审前，该项目选

址就曾因与独山港渔民出海口相近，一时成了渔民

们难解的“心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问题为

导向，一方面及时听取渔民意见，了解相关需求，并

与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对接，共同化解渔民疑虑；一

方面加强同海事部门的沟通协调，适当变更、修正

选址，远离渔民出海位置。此外，还会同嘉兴市海

事局、独山港经济开发区扎实做好项目综合评价和

维稳评价，深入渔民家中做好项目建设相关事项的

告知及政策解释等工作，赢得了渔民们的理解与认

可，有效保障了嘉兴海事监管基地码头工程用海选

址公示期间平稳有序。该工程已于去年7月正式开

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栈桥框架搭建，正在进行

码头平台的建设，预计2022年完成全部建设。

海岸线上的码头越建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又

该如何提高码头运转效率？“航道好比公路，锚地则

是停车场，船舶航行、停靠有落脚，码头运转效率才

能提升。”齐正旺说，针对平湖海域公共基础设施供

给实际，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着力在航道和锚地扩

容增量上下功夫，持续完善航道和锚地用海规划，

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用海审批上提速提档，确保建

成一批高品质关键性基础工程，打造安全畅通和谐

的海上交通环境，以优质海洋营商环境吸引更多高

质量项目在平湖海域落地生根。

不仅如此，该局还积极做好综合性海上风电生

产制造服务基地建设服务保障工作，助力培育闭环

式海洋产业链条，激发产业集群效应，助推我市海

洋经济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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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陆地 20公里的杭州湾平湖独山港海域

上，一排崭新的风机正矗立海面，迎风长舞。据了

解，这些风机正是嘉兴 1号海上风电场工程的“成

员”，自今年 2月首台风机实现并网发电以来，目前

已有17台风机加入了并网发电的队伍。

作为浙江省最大规模已并网的海上风电项目，

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工程由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海底

电缆、海上升压站三部分组成，计划安装75台风力发

电机组，工程总投资110亿元，涉海总面积约48平方

千米。自2019年10月开工以来，该工程于5月底已

完成41台海上风电机组安装，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

部海上风电机组安装任务。待建成投运后，预计每

年可贡献7.4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对缓解全市乃至全

省能源压力、推进产业升级、加快区域经济发展、保

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在独山港海域，其他港口项目同样也在如火

如荼推进之中：涉海面积约 62.5平方千米的嘉兴 2
号海上风电工程于今年4月中旬实现首台机组并网

发电；涉海面积约136.6公顷的嵊泗2号海上风电工

程则于5月下旬完成了高桩承台基础沉桩施工……

一个个重大涉海项目的倍速推进，离不开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在项目用海要素保障上的一次次突破。

“不同于陆上供地，重大项目供海涉及部门多、

数据计算复杂、审批程序繁杂，只有谋事在前、通盘

考量，才能有效保障用海审批有依据、项目建设有

速度、全程推进零投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洋

管理科科长齐正旺告诉记者。为此，该局主动与海

事、港务、水利等部门沟通对接，完善项目协调机

制，广泛征求用海单位意见，着力在解决用海重合、

海船航线等用海问题上攻坚克难。与此同时，立足

海洋测绘实际，在精细计算各项用海数据的基础

上，及时跟踪对接用海项目，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做好项目选址事前指导，如遇项目后期用海面积发

生变化，第一时间协助企业做好相关数据变更工

作，做到科学集约用海。

例如，在嘉兴1号海上风电场项目选址之初，规

划恰逢国家海洋局用海指标收紧，该局就曾与市内

外相关部门密切对接百余次，经过多方论证，最终

选择新型电机、变更风机排列，两易选址，成功将84
平方千米用海缩减至48平方千米，装机能效提升至

10万千瓦/18平方千米。

值得一提的是，自我市机构改革以来，该局以

“互联网+政务服务”为基础，开启用海审批“绿色通

道”，实现海域使用权不动产登记“零跑办理”。具

体而言，涉海项目中标单位只需在领取履约保障金

的同时填写不动产登记申请书，再由海洋管理科一

并向不动产中心提供剩余材料，即可实现当日办

结，产权证也将以快递的形式送达至企业，极大地

缩短了用海预审和审批等环节的时间，有力推动了

用海项目落地建设进度。

平湖拥有海域面积1053平方千米，海岸线长度28.8千米，得天独厚的“蓝色”潜力，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要素支撑。近

年来，随着一大批涉海重大项目落子金平湖，用海需求持续增长，如何采取有效措施，保障重大项目及时“下海开花”，成为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着

力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

“重大项目用海保障是我市海洋经济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的必要条件，必须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委书记、局长徐海飞说。秉

承“生态用海、集约用海”的原则，该局聚焦重大项目用海难点痛点问题，谋定后动、靠前服务，强化对港口、公益、旅游等领域重大涉海项目保障力度，

并持续做好海洋生态保护，为用海项目落地投产、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凭借高质高效的用海保障，嘉兴1号、嘉兴2号、嵊泗2号220KV海缆，以及嘉兴港独山港区A区7号、8号泊位(LNG码头）码头工程、B区13号

和14号多用途泊位工程、乍浦港区D区3号泊位和E区4号泊位工程、嘉兴港港口公共服务基地码头工程、嘉兴海事监管基地码头工程等一批重大涉

海项目在杭州湾平湖海域滚滚碧涛之上迅速跃起，奏响了平湖海洋经济快速发展的澎湃乐章。

全力助推平湖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力助推平湖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抓实海洋生态保护保障重大项目用海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抓实海洋生态保护保障重大项目用海

第十三个“世界海洋日”和第十四个“全国海洋

宣传日”前夕，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围绕“守护蓝

色，我们在行动”主题，组织志愿者前往王盘山省级

海洋自然公园开展海漂垃圾清理志愿活动。据悉，

王盘山省级海洋自然公园位于杭州湾内、市西南海

域，涵盖王盘山群岛，包含东叶子屿、抛舢板屿、石

笋屿、小石笋岛等 13个杭州湾原生态无居民海岛，

具有特殊的生态系统和保护价值。

近年来，由于杭州湾海水水质呈现劣势，亟需

建立保护区对海洋进行“强制性”保护。根据省自

然资源厅“海洋保护区面积达到管辖海域面积的

11%以上”这一要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立足我市

海洋资源实际，锁定王盘山建设自然保护区，设置

海洋保护“屏障”。通过保护区的功能调节，助力杭

州湾水环境改善，同时进一步在海洋保护和用海保

障上寻求最佳平衡点，推动全市海洋经济健康可持

续发展。

“我们初期规划选址110平方千米建保护区，其

中核心区域20平方千米，后期得到省自然资源厅和

省林业局支持，最终选划118平方千米进行建设，重

点在保护海水水质、海洋渔业、鸟类资源等方面发

力，持续提升杭州湾海域生态环境。”齐正旺说。凭

借杭州湾绝无仅有的地理位置，再加上蕴藏的丰富

海洋资源，如今王盘山海洋自然保护区已被划定为

浙江省海洋生态保护红线，红线区内禁止一切开发

活动，从源头筑起了海洋生态安全防线。

守护海洋，就是守护绿色发展。除了建设自然

保护区，该局还持续修复海洋生态环境，还大海一

片蔚蓝色。2018年，我市启动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

景观提升工程，主要在唐家湾岸段和九龙山西侧岸

段岸线开展整治修复工程，着力提升滩涂生态功能

及岸线景观效果。为充分保障滨海栈道、滨海观景

仿生平台等项目用海和建设，该局海洋林业科工作

人员先后多次实地走访，向当地村委会和村民做好

政策宣传、意见征求等工作，确保提升工程顺利推

进。经过 3年多的倾力打造，眼下绵延的海岸线恢

复了往昔的美景风貌，沿岸生态系统得以良好运

转，更有鸥鹭翩飞、山青岸美的生态风光吸引着广

大市民和游客前往游览打卡。

在建好海洋保护“生态屏障”的基础上，该局坚

持项目建设资源利用与保护并举，做好海洋生态补

偿。例如引导项目建设单位利用风电海缆铺设地

区，形成生态渔业保护区，专设 3500余万元风电生

态资金，实施增殖放流五年计划，总计将投放梭子

蟹、大黄鱼等苗种 11.5亿尾，进一步加大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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