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董强建
议，加快推进“智慧海洋”工程建
设，这有利于大力发展蓝色经济，
建设海洋强国。实施沿海和长江、
珠江船舶“油改气”、“油改电”更新
改造工程，加强沿海、沿江污染源
治理，既促进绿色发展，又促进现
代制造业发展。

董强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今年还提交了促进产业发展提高
百姓消费，发展游艇产业的建议。

董强认为，现在国内的汽车市
场发展的已经相当成熟，飞机也是

如此。近几年国内游艇业发展整
体向前，但也有起落，在资源、政策
等推动下，奢侈化转向大众化的趋
势也更为明显。游艇产业要做大，
就要像汽车一样，从奢侈到豪华，
再到大众，也要给予普通中等收入
人群消费提供门槛。未来的游艇
消费产业潜力很大，应该仅次于汽
车，但在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仍存
在着一定的不利因素，只有推动解
决这些问题，游艇产业发展和消费
升级才能落地。

游艇发展，首先是要有需
求。当前，我国海域就像“九龙治
海”，实行多部门管理，导致很多
游艇不便于出海。其次，游艇码
头的建设复杂，能够停靠的码头

少之又少。再次，游艇出海要有
统一的规则，有执照、有驾照，有
些地方还涉及边防安全等，缺少
统一的规则。包括，海上环境的
保护、污染、垃圾处理等这些都是
急需解决的问题。

董强建议，要想更好地培育
游艇消费市场，做大做强游艇产
业，首先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进
行统一管理，成立行业协会，实行
市场自律。让协会成为消费市场
和政府间的桥梁。当前消费市场
培育不起来，缺失了市场需求，游
艇产业就不会做大做强。发展公
共游艇码头，以扩充消费人群也
是个办法。

游艇业作为新兴产业被认为

是旅游经济新动力之一。原国家
旅游局早在“十二五”发展规划中
就指出将努力培养邮轮游艇等高
端旅游市场。

世界游艇行业的发展规律是：
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游
艇经济开始萌芽，超过7000美元
时，游艇经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人均GDP约为8016美元，
2017 年 人 均 GDP 约 为 8836 美
元。按此测算，我国游艇业已进入
快速发展期，应当具备相当规模的
游艇消费市场，由于当前海洋资源
开发利用不足，现全国游艇数量有
统计的只有几万条，未来市场发展
潜力巨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组书记董强：

关注消费升级 促进游艇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马国香

董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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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曹志安：

推动电网建设升级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本报记者 鹿娟范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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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曹志安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告诉记者，
仅2018年，全国乡村居民生活用
电量达 4158 亿千瓦时。农村用
电量快速增长，农村供电能力、
供电质量和服务水平明显提升，
推动了农村电气化，改善了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农村经济
发展和农村消费升级，带动了相
关产业发展，为打赢脱贫攻坚
战、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

对于现代农村电网建设的重
要性，曹志安说：“一方面是乡村

振兴战略对农村电网建设有了
新要求，其中包括农业农村现代
化建设带来电力发展新机遇，农
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将显著提升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电力
需求；美丽乡村建设催生农村用
能新形态，将农村的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助力农村环境改
善和绿色发展，对农村电网智能
化提出了新要求；满足农民美好
生活需求要求探索公共服务新
模式，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对农村电网服务
的便利化提出新要求。另一方
面，目前距离支撑乡村振兴战
略、达到‘用好电’的目标还存在
不小的差距。”

因此，曹志安建议，随着乡

村振兴战略向纵深推进，要落实
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完成国家新
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的基础
上，进一步系统谋划、精准布局
未来一段时期现代农村电网规
划建设目标和重点任务，并研究
出台系列配套政策：首先，持续
推进农村电网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其次，构建清洁低碳的农村能源
供给体系，服务美丽乡村建设。
最后，打造多样互动的农村供电
服务，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

曹志安补充道，要更好地实
现上述目标，还不能缺少国家层
面的大力支持：需要超前谋划现
代农村电网规划建设目标和重
点任务。组织开展“十四五”现

代农村电网规划，并加强与城乡
规划等各类规划的衔接，统筹用
好乡村振兴发展要素资源，实现
电网建设与农村发展协调同步，
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需要进一
步加大财政资金对农村电网建
设投资支持力度。出台财税金
融支持政策，拓宽融资渠道，提
高西部地区农村电网建设的中
央预算规模及资本金补助比例，
保障农村电网建设的持续投入，
推动基础设施提档升级；还要增
加出台配套保障政策。进一步
完善电能替代、电价交叉补贴、
需求侧响应等政策机制，探索创
新现代农村电网商业模式，鼓励
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电网建设，共
同推进农村电网可持续发展。

曹志安

全国政协委员、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钻井事业部深圳作业公司经理郝振山：

发展蓝色经济 保护海洋环境
本报记者 马国香

全国政协委员、中海油田服
务股份有限公司钻井事业部深
圳作业公司经理郝振山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2
月 25日，中海油宣布，位于我国
渤海海域渤中凹陷的渤中 19-6
气田，确定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
超过1000亿立方米，可以供百万
人口城市的居民使用上百年。
这是渤海湾盆地 50 年来发现的
最大油气田。

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要“大力发展蓝色经
济，保护海洋环境，建设海洋强
国”，这赋予了中国海洋石油工
人新使命和新担当。“未来我们
不仅会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注重
环保，并且会为祖国开辟更多清

洁绿色的能源，守护我们的‘碧
水蓝天’。”郝振山说。

1989 年，郝振山技校毕业，
加入中海油，从在海上平台“南
海六号”的甲板工做起，主要从
事的是除锈、刷漆、打扫卫生的
体力活儿。“南海六号”关键岗位
都是重金请来的外国人。当时
一个外国专家的工资等于全船
人的工资。一天他跑到司钻室，
观察苏格兰专家如何操控刹把，
被对方不悦地赶出来。历经5年
的刻苦钻研，郝振山掌握了钻井
平台核心工种司钻的操作技术，
成为半潜式平台上顶替外国司
钻的第一个中国人。

郝振山介绍，我国钻井平台
的工艺技术得到了国际认可。
从1982年至今，我国海洋石油行
业实现了从技术落后到装备制

造接近世界一流，从“向国外学
习”到“国外也向我们学习”的跨
越。尤其是当前家喻户晓的
3000 米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

“海洋石油 981”号，创造了多项
“世界第一”和“国内第一”，最大
作业水深3000米，最大钻井深度
为10000米，可入深海进行作业，
达到了世界一流装备水平，是我
们中国人的骄傲。

2010年，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油气产量超过5000万吨，大庆
油田不到16年实现了5000万吨
的产量，而海洋石油实现5000万
吨 这 一 目 标 整 整 用 了 53 年 。
2011年，郝振山被中国海油党组
命名为“海上铁人”。

当年，我国第一艘半潜式钻
井平台“南海二号”是高价从挪
威引进的，如今，这些大型装备

都能自己制造，且技术领先。“我
国钻井平台的储备量排名全世
界第三，3000米的水深咱们也可
以干下去”。

作为一线的职工，郝振山对
于如何提振国内海工市场发展
及海外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思
考。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钻测
井技术，随钻测井及旋转导向钻
井系统能够实现类似于“3D版贪
吃蛇”的运行轨迹调整，而这项
技术早期一直掌握在外国公司
手里，中方长期只能购买使用。
郝振山对记者说，随着中海油服

“贪吃蛇”系统研制成功，中国成
为世界上第二个完全掌握该项
技术的国家，填补了中国在这一
关键领域的技术空白，在勘探技
术上，中国达到了世界领先水
平。

郝振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