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小型张网渔船今起可出海捕捞
其他捕捞渔船仍要继续休渔至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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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姜晓 通
讯员 周可明 高立平）昨日，记者从烟台
市海洋渔业部门获悉，按照2024年农业
农村部和山东省海洋伏季休渔政策规定，
小型张网（坛子网）捕捞渔船休渔时间为5
月1日12时至8月20日12时。从8月20
日12时开始，我市的蓬莱、长岛、海阳等
沿海区市核定为张网（坛子网）作业类型

的163艘小型捕捞渔船，可以按规定出海
生产作业，届时市场上会有虾、蟹、海蜇、
鱼类等多种新鲜水产品销售，将进一步丰
富广大群众的菜篮子。拖网、刺网、围网、
老牛网等捕捞渔船仍然要严格执行海洋
伏季休渔制度规定，继续休渔至9月1日
12时方可出海生产作业。

为确保全市海洋伏季休渔秩序持续

稳定，烟台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将
会同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直属支
队，联合公安、海警等相关部门进一步强
化渔港码头管控，加强海上巡航执法，开
展渔业安全检查，依法依规查处擅自出
海捕捞作业的渔船。在此提醒出海生产
作业的广大渔民一定要注意安全生产、
依法依规生产。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宋晓娜）
昨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
会。记者从会上获悉，8月23日至25日，

“2024世界海参产业（烟台）博览会暨海洋
食材展”将在烟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展
会将精心打造600多平方米“烟台海参产
业馆”，全产业链展示烟台海参产业高质
量发展情况，同期将举办三场高层次专业
性会议。

“2020年，第一届世界海参产业博览
会在烟台召开，会上，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授予烟台‘世界海参产业博览会永
久举办地’称号。至今，参博会已成功举
办3届，在促进海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加强
对外合作交流、宣传提升城市形象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规
模最大、专业性最强的海参展会。”市海洋
发展和渔业局副局长田坤介绍。烟台海
参产业发展起步早、规模大、技术领先、体
系完善，是全国最大的海参种苗繁育基
地，种苗出苗量稳居全国首位，约占全国
50%；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海参加工基地、
集散中心，60%以上的国内海参、近30%
的国外海参在我市加工销售；也是全国重
要的海参主产区，2023年全市海参产业产
值达到180亿元，是我市海洋渔业的支柱
产业，占全市渔业经济总产值的1/7。

展会同期将举办三个高层次专业性会
议，分别是：第六届全国海参产业发展大
会、海参产业链协同创新大会以及海洋功
能食品科技与产业发展大会。“这三个大会
将邀请两院院士、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协
会领导、科研院所专家教授、龙头骨干企业
负责人，深入研讨产业发展前景，共同探讨
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创新之路，为海参产
业高质量发展指向定盘。”田坤介绍。

烟台海参产业
产值达到180亿元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徐峰 通
讯员 王莹洁 摄影报道）8月19日，烟台大
学举行“天算星座”华东地面站发布仪式。

“天算星座”华东地面站的“面世”，缘
于两所高校（北京邮电大学和烟台大学）
的“牵手”。北京邮电大学副校长苏森说，
两校携手共建“天算星座”华东地面站，不
仅是对双方合作关系的深化，更是对卫星
技术领域科研工作的一次重要探索。

那么，“天算星座”究竟是什么？根据
资料显示，其是由北京邮电大学王尚广教
授团队发起，联合国内多所高校、科研院
所以及中国移动、华为等单位共建的一个
空天计算在轨试验平台。

“天算星座”华东地面站就位于烟台大
学综合楼楼顶，可以实现对已知轨道参数的
中低轨卫星进行测控任务，实现跟踪卫星，
并与卫星进行实时通信。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杨
健）近日，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二期北校区
规划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公示。

滨州医学院产教融合科创实训
中心由山东建筑大学设计集团有限
公司设计，位于莱山区金桥路以北，
逛荡河东路以东。规划总建筑面积
92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71500平方米（包括产教融合科创实
训中心A楼、产教融合科创实训中心
B楼、科创情报信息中心）。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杨
健）近日，烟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对
芝罘区化工路以东、电厂东路以西、珠
玑北路以北地块(中电智谷)规划设计
方案项目进行公示。

今年 3月，芝罘区举行“数实融
合 起势蝶变”烟台夹河·幸福新城中
电智谷发布会暨首批企业合作集中签
约仪式。烟台中电智谷与中电京信、
中科蓝迪、海德智能装备、赛创未来、
液态阳光等18家首批意向入园企业
签约，其中既包括大数据运营、智慧城
市、工业互联网、数字化工厂、智能制
造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也包
括产业基金、产教融合、人才服务等产
业配套项目。中电智谷将聚焦高端数

字经济和新型都市工业等业态，加快
园区规划建设和优质企业招商运营，

助推烟台市打造环渤海区域中心城市
和绿色低碳发展示范城市。

“天算星座”华东地面站
落户烟台大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海
玲 摄影报道）8月14日下午，来自北京
的抗美援朝老兵朱怀昇走下火车，开启
了来烟台寻找战友之旅。一下车，他就
急切地对前来接站的承红公益组织的
志愿者们说：“咱胶东老兵多，我的战友
们都好吧？”

今年94岁的朱怀昇1949年入伍，
是一名文艺兵。在朝鲜参加了长津湖
战役，经历了严寒和战火洗礼的朱怀昇
特别想念当年在朝鲜战场上一起爬冰
卧雪的战友们。

在承红公益组织志愿者的引领和
陪同下，朱怀昇第一个见到的是战地记
者孙佑杰，两位老人聊起了长津湖战
役，感慨颇深，尤其是谈到牺牲和已经
去世的战友，老人们沉默了。

第二天，志愿者陪同朱怀昇到招远
看望了当年的卫生员丁子阳。丁老讲

述了长津湖战役中小战士脚冻伤，班长
拉开棉衣用胸膛为他暖脚的事，朱怀昇
感慨地说：“我们文工团都发了棉鞋。”

随后，大家前往龙口，来到老兵李
克瑢的家。李克瑢老人当年是一名通
信兵。朱怀昇一进门就
和老战友拥抱到一起，哽
咽着说：“70年了，见一面
真不容易啊。”李克瑢老
人讲述了战场上通信工
作的艰辛，“提着脑袋也
要把命令准确地传达到
部队。”战斗中，李克瑢下
部队传达命令时，
屁股负伤，营长看
着受伤的他说：

“通讯员都是营部
的金疙瘩，不能少
啊。”简单包扎后，

他被安排在营部看守电话，伤好后，继
续穿梭在炮火硝烟中。

几位战友的故事，让朱怀昇非常感
慨，他说这几位战友都经历了枪林弹
雨，真不容易。

北京九旬抗美援朝老兵来烟寻战友

我市两处规划设计方案公示
滨医要建产教融合科创实训中心

中电智谷聚焦高端数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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