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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
决定了滨州港建设工程量之
大国内罕见，也决定了滨州
港施工难度之大国内罕见

以“两区”开发为契机，滨州港进入
新一轮建设高潮。2010年，疏港路工
程成为全市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2011年，滨州港建设被确立为全
市“一号工程”，以有效工作日内每天
1000万元的投资强度全力推进，高峰
时每天抛石量超过13万立方米。

2013年10月12日，从烟台港驶向
滨州港的“冠全1号”“兴华8号”“通达
698号”三艘5000吨—7000吨巨轮依次
落锚滨州港2×3万吨级散杂货码头。
当隆隆的门吊卸下第一斗印尼进口的
铝矾土，标志着滨州港海港港区一期工
程圆满完成建设任务，进入试航阶段。

滨州港海港港区一期工程累计完
成投资超过43亿元，包括两个3万吨级
码头、11公里引堤、防波堤一期、港区
一级公路、南防波堤、1#锚地和滨州港
运营管理调度中心主体工程的七个项
目全部高标准完成。其中，长达17公
里，创造性地集合了防波堤、挡沙堤、深
水岸线，以及涵盖公路、铁路、管道三种
运输方式的集疏运通道等多功能于一
体的“神州第一堤”，支撑起了滨州港的
大框架。

由于特殊的建港方式，海港港区
工程量巨大。据统计，仅仅“神州第一
堤”工程，抛石量就达到1800多万立方
米，相当于把 60 多座碣石山填到海
里。这些块石、碎石、砂砾，全部是从莱
州、龙口，河北秦皇岛、辽宁绥中等地用
船运过来的。工程高潮期，每天抛石作
业的船有上百条。“神州第一堤”尽头，
深入大海17公里的2×3万吨级码头，
由808块巨型方块累加构成。每块方
块超过200吨，摞了五层，加起来足有6
层楼高。这么大的预制方块滨州生产
不了，全部由莱州一家公司制造, 再由

海上运输过来。王京生回忆道：“因为
建港所用的材料大多需要远距离船运
过来，有人曾形象地说，滨州港是从海
上漂来的。”

滨州港建设远非一个“漂”字那么
浪漫。特殊的地理条件，不仅决定了滨
州港建设工程量之大国内罕见，也决定
了滨州港施工难度之大国内罕见。

滨州港海港港区的主体是离岸双
堤环抱式港池，建设过程几乎全部是海
上高强度施工，大兵团作战。在风浪、
潮涌等险恶环境中进行重潜、浮吊等作
业,建设者们面对的施工条件之恶劣、
施工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特别是海上
全年三分之一时间是风浪天气,无法作
业，为了抢时间,港航局从党委委员到
普通工作人员都盯在一线随时待命，条
件一旦允许就立即开工。常年生活奋
战在荒无人烟的盐碱滩涂, 严寒酷暑、
风吹日晒，时常断电、断水。没有节假
日、星期天，一切都服务抢抓工程进
度。大家都有一个信念：我们干的是一
项开创性工程，滨州几代人的建港梦在
这一代人身上实现，这是一种荣耀！

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建港
实践，磨炼锻造了“不畏艰
难、顽强拼搏”的滨州建港精
神，铸就了一支敢打硬仗、善
打硬仗的港航铁军

资金极度紧缺，工况极端恶劣，除
此以外，大海的喜怒无常还令几代建港
人不得不时时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

20年过去了，曾经担任滨州地区
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港口建设办公室
主任的李金华，对“5.19”抢险历历在
目。“1998年5月份，导流防沙堤进入施
工的黄金期，工程鏖战正急。5月19日
下午，我参加完行署专员张执政同志主
持召开的港口建设资金协调会后准备
返回港口。刚进入无棣县政府大门，忽
然接到码头打来电话，说海上刮起了八
九级大风。黄骅港务工程公司正在西
导堤北侧干砌施工作业的张建新等6

名施工人员没能及时撤离。”施工人员
出海使用的小木机船被海浪冲击底漏
倾覆在导堤上，潮水已经开始上涨，6
人危在旦夕。

“风大浪急，小型渔船根本出不了
海。指挥部紧急联系来青岛筑港公司
从部队退役的小型登陆艇。6点30分，
我赶到码头时，登陆艇刚刚靠上码头，
建设办公室副主任张忠华和工程科科
长李文明已跳上登陆艇。我刚想跳上
船，忠华同志喊，你不能去，你在码头坐
镇指挥。话还没说完，登陆艇已迎着风
浪驶离码头。我望着淹没在风浪中的
登陆艇，那一刻，真有一种生离死别的
感觉。”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惊涛骇浪拍
击码头，轰鸣声摄人心魄。除了进出码
头的公路还没有被淹没，四周已是一片
汪洋。“凌晨两点，忠华同志在对讲机中
告知，六名被困人员已救上登陆艇。5点
多钟，登陆艇靠上了码头。在码头上等候
的我们和张忠华、李文明等同志紧紧拥
抱，满眼都是激动的泪水。这既为救险成
功的喜悦，也为生死离别后的重逢。”

事后才知道，面对铺天盖地的狂
风巨浪，6名被困人员已经绝望。他们
用绳子把自己捆在大石块上，以求不被
风浪卷走，落个完尸。登陆艇到来，为
他们带来了希望。可是风大浪高登陆
艇根本靠不上导堤。几次猛冲，致使两
个螺旋桨被石块刮坏了一个，只好远抛
缆绳将他们六人一个个拽到艇上。因
为只有一个螺旋桨，返回途中登陆艇稳
不住方向，只能在滔天巨浪中摇摇摆摆
艰难前行。更致命的是，抢滩时艇底被
撞破，海水不断涌入。幸亏李文明长年
在海上工作，经验比较丰富，指挥大家
用潜水泵排水，用衣服、被子堵漏。登
陆艇冒着随时可能颠覆的危险，艰难行
进近三个小时，才得以返回岸上。

“我们找了几瓶白酒为他们庆功、
压惊。我端起一茶杯酒激动地说，‘我
代表建港指挥部，谢谢参加营救的同志
们；祝贺六名施工人员死里逃生并为你
们祝福’，说完一饮而尽。在场的每一

位同志都动了感情，一个个全部喝干，
就连平时不喝酒的同志也没能例外。”

“为抢工期，同志们工作都是夜以
继日。行署副专员、建港指挥部总指挥
程竹坤同志也时常深入现场，每周至少
一次上一线现场指挥施工，有好几次还
夜间出海检查工程质量。”李金华回忆
道，“为检查干砌石是否牢固，他每每亲
自动手脚试验。有一次，他的鞋竟被石
块卡掉了后底，手被石头划破，鲜血滴
在干砌石块上。”

充满困难和挑战的建港实践，磨
练锻造了“不畏艰难、顽强拼搏”的滨州
建港精神，铸就了一支敢打硬仗、善打
硬仗的港航铁军。他们在荒无人烟的
盐碱滩上，用艰苦卓绝的付出赢得了一
场与时间赛跑、与天地争斗的竞赛。市
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光峰每每
念及滨州港，常以“惊天地、泣鬼神”评
价。而原省领导王仁元到滨州港调研
时也由衷感叹：“‘滨州港精神’可歌可
泣。有了这种精神，相信任何事情都能
做成！”

晋身国家一类对外开放
口岸，滨州港终于拿到了融
入世界的“国际通行证”。滨
州开启了“面向大海、走向世
界”的崭新篇章

滨州港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超
过43亿元，主要依赖银行贷款、企业垫
资、国家扶持和财政从“牙缝中挤”等几
个渠道。随着二期工程的展开，这种方
式已经无法支撑滨州港的后续开发建
设。2014年5月20日，滨州市委、市政
府进行重大战略性调整，在原滨州港务
有限责任公司的基础上，通过资产重
组、增资扩股组建成立滨州港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统一协调和管理港口建
设。滨州港迎来了“政府主导、市场化
运作、公司化经营”的全新运作模式，进
入边运营边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轨道。

2014年8月，滨州港与青岛港签订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于同年12月15

日签订合资合同，共同出资设立滨州港
青港国际码头有限公司，对滨州港2个
3万吨级码头进行合作运营。“自2015
年6月26日开航运营以来，我们积极拓
展各条海运航线，加深与各船舶公司、
贸易公司的合作。”时任滨州港青港国
际码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都洪宾介
绍说，“滨州港2个3万吨级通用散杂货
码头一年时间就累计实现吞吐量近
200万吨，集装箱1000标箱，实现营业
收入2500余万元。”2017年，滨州港货
物吞吐量突破1000万吨。

在借鉴利用 PPP 模式、发行企业
债，全力争取国家资金扶持的同时，滨
州港务集团与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光
大银行等银行合作，不断拓展融资渠
道，保障港口建设资金需求，港口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加快。截至2017年底,滨
州港海港港区已建成东、西两条防波堤
及17公里集疏运通道，3万吨级航道建
成通航，建成并投入运营3万吨级散杂
货泊位2个、3万吨级液体化工泊位（结
构预留5万吨级）2个。连同正在积极
推进2个5万吨级油品泊位、5万吨级
航道、输油管道等40余个建设项目，滨
州港已初步搭建起亿吨大港发展框架
和临港产业聚集的平台。

2017年12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
复同意滨州港一类口岸对外开放。滨
州港终于拿到了融入世界的“国际通行
证”，实现了直接与大洋彼岸160多个
国际码头的互联互通。从此，滨州开启
了“面向大海、走向世界”的崭新篇章。

滨州港左联京津冀都市群，右挽
山东半岛都市群，拥有广阔的经济腹地
和发展空间。按照2012年3月山东省
政府批复的《滨州港总体规划》，滨州港
可形成深水码头岸线42.5公里,吞吐量
达亿吨以上。经济腹地跨三省八市，面
积10万平方公里，人口6000万人。滨
州港晋身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济
南、德州、淄博、聊城等兄弟城市，乃至
河北东南部地区，山西、陕西部分区域
都将获得一条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用心血和智慧铸就的这
座大港，凝聚了一座城市自强
不息的光辉历史，也承载着滨
州人民追求美好未来的希望

滨州港的建设，始终遵循着“港
区联动，以港带区，区荣港兴”的战
略构想，被寄予着拉动滨州北部崛
起的厚望。借助这个出海通道，一
大批油盐化工、金属冶炼、食品加
工、临港物流等产业企业围绕滨州
港谋篇布局。“港、产、城”有机联动，
以港促产、以产兴城、港产城一体化
发展推动滨州北部沿海快速崛起。
根据测算，滨州港建成以后，港口及
相关产业对 GDP 的直接贡献将达到
20%—30%。

“加快滨州港建设发展，不仅将有
力助推我市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特
别是新型化工产业集群壮大发展，同
时对缓解我市能源紧张局面、带动产
业转型升级、推进新动能转换工作起
到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市港航局局长
杨学峰说，“新旧动能转换，为滨州港
建设再次创造了历史性机遇。我们将
充分利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实
验区建设和滨州港一类对外开放口岸
获批的有利条件，在项目用海、规划调
整、项目交竣工验收、港口环保建设和
设施保安等方面全力争取上级政策支
持，支持指导港务集团开展工作，解决
好历史遗留的问题，补齐港航基础设
施规模总量小的短板，努力把滨州港
打造成为拉动滨州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成为引领我市新旧动能转换的‘特
色牌’。”

“随着海港港区港口功能逐步完
善和套尔河港区生产稳定增长，滨州
港对腹地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彰显。
根据测算，到 2020 年，我市港口吞吐
量达到6640万吨，比‘十二五’末增长
三倍，货运量及货物周转量平均递增
率将在30%以上。”杨学峰对滨州港的
未来充满信心，“届时2个5万吨级液
体化工码头、4 个 5 万吨级散杂货码
头，以及5万吨级深水航道工程、防波
堤延长工程、1#锚地工程竣工，滨州港
将初步达到国家中型港口的生产规
模，真正成为拉动北部沿海发展的龙
头。”

滨州港，推动一个城市由“背靠大
海封闭发展”向“面朝大海开放发展”转
身，也拉开了滨州经济社会版图深层重
构的序幕。

滨州港，一座自强不息的丰碑

海丰塔下，大觉寺前，海瓷艺术展
销厅坐落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之
中。走进其中，海瓷艺术品琳琅满目，
让你感到精美与韵味扑面而来。在一
间简单的办公室里，郭春森先生在茶
桌前娴熟地泡茶待客，茶具纯朴雅致，
茶香清淡宜人。

说明采访来意后，郭春森拿起手
边的茶具，问记者道：“你在家怎么喝
茶？用什么茶具？”

记者回答：“玻璃杯，大杯泡茶。”
郭春森说：“瓷文化的复兴、瓷产业

的崛起需要生活的土壤和氛围。与你
一样，很多人在生活中并没有真正去欣
赏瓷文化，所以，国内瓷业依然任重道
远。当然，这也意味着潜力无限。”

一句话让记者陷入了沉思。未等
记者消化完这句话，郭春森打开话匣，
为记者进行详细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在
变，市场在变。紧跟时代不
断创新，是海瓷诞生与发展
的基石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市场经济
的大门，商机涌现，产业笋生。然而，
打开国际视野的中国瓷业人发现，历
史上辉煌全球的中国瓷器已经摔下了
神坛，技术、工艺、质量等各方面都贴
上了“落后”这一标签。于是，引进技
术、创新工艺、提升质量，国内瓷业开
始奋起直追。在这种大背景下，拥有
贝瓷烧制历史经验和贝壳资源优势的
无棣县也将贝瓷产业开发列上了议事
日程，开始研制添加贝壳钙质和珍珠
成分，能够媲美骨瓷的高端瓷种。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国家推动
产学研结合，大批专家学者进入市
场。借此机会，贝瓷研制与清华大学、
西安交大等多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
系。1995 年，经过 3 年多的研发，‘薄
如纸、白如玉、声如磬’的海洋贝瓷问
世，并先后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专利、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实现了‘化贝为瓷
’的第一次飞跃。”郭春森介绍，“当时
国内的酒店业正在快速发展，而且开
始引进国际先进的酒店管理经验，对
相关产品的档次要求很高。贝瓷作为
优质高档瓷种，其市场也就被我们锁
定在了高档酒店用瓷上。”

有了优质产品，有了明确的市场
定位，几年时间里，海洋贝瓷的产品就
进入1000多家高级酒店，市场遍布全
国。海瓷公司同时还推出了高端礼品
瓷，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市场不是固定的，商机也在不断

变换。郭春森介绍：“2006年左右，酒
店业发展走向了成熟期，新酒店建设
大幅度减少，酒店用瓷的增长量降低，
市场竞争加剧，海瓷及时调整经营方
向，瞄准了艺术瓷。当时，随着居民生
活条件的改善，艺术品消费快速增
长。2009年，海瓷公司以贝瓷为基础
成功研制出了‘宣瓷’瓷胎和海洋七
彩，宣瓷瓷胎具有宣纸的效果，海洋七
彩能够在高温烧制过程中保持极高的
稳定性，完美呈现国画的水墨效果。
如此，集名家绘画、珍稀海瓷和美术工
艺于一体的海瓷艺术成为了艺术品新
贵，实现了‘化海瓷为艺术’的第二次
飞跃。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术家
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欣然将其命名为

‘中国海瓷艺术’，海瓷艺术品也在国
事访问中成为了代表中国瓷器艺术的

‘国礼’。”
时至今日，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

由量到质的巨变，海瓷公司的经营战
略不可避免地也再一次进入了调整
期。对此，郭春森认为，海瓷发明后的
20多年来，公司一直在适应市场、追逐
商机，但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
很多市场都是不成熟、不理性的，这为
企业经营既带来机会也带来了困扰，
其实这也是国内企业诞生、消亡频率
高，缺乏百年品牌的原因之一。比如
海瓷经历过的两个主要市场，酒店用
瓷快速放量显然是一种阶段性状态，
高档艺术瓷收藏也必然是小众消费，

而且还会受到社会风气、市场时尚的
巨大影响。如今社会发展逐步进入健
康、稳定期，“大众消费理性升级，追求
高品质生活”的市场凸显了出来，这才
是真正的潜力市场，大众消费越理性，
这一市场越成熟。

郭春森说：“在历史文化的影响
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浓厚的瓷文化
情结，只是限于经济条件、生活压力、
生活理念等因素，这种情结没有激发
出来。当前，随着个性化、精致化、艺
术化的生活成为一种趋势，瓷文化将
会重新成为一种生活化的文化，从‘阳
春白雪’变成百姓寻常生活的一部
分。优秀传统文化向大众生活回归，
这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
然现象。出于这种认知，从2012年开
始，海瓷公司调整运营战略，提出了

‘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思路，推
动大众参与的‘海瓷文创’活动，探索
新的业态。”

新时代来临，美好生活
成为全民诉求，“让高雅艺术
回归日常生活”随之成为海
瓷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艺术生活化需要创新，生活艺术
化需要引领。依靠瓷文化创新，引领
瓷文化消费，就是海瓷目前的战略方
向。这一战略不再是被动地适应市场
需求，而是在瓷文化回归大众生活的潮

流下，强化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品质创
新，来创造市场。”郭春森说，如何看待
这一战略，还需要从国际对比着眼。

他为记者提供了几个对比案例。
中国现如今是世界上陶瓷产销量

和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然而一个
事实却不容忽视：据海关数据，2016年
我国各类陶瓷出口 2126.7 吨，出口总
额165.06亿美元；陶瓷进口12.8万吨，
进口总额6.07亿美元。以此计算，我
国进口陶瓷的单价是出口陶瓷单价的
6倍有余；另外，在美国陶瓷市场上，20
头的中档陶瓷用品，日本产的价格为
80.30美元，而我国产的仅有13—34美
元，单件创汇我国平均仅有0.2美元，
远低于世界平均出口创汇0.87美元的
水平，只相当于英国、日本的1／7，法
国的1／3。也就是说，无论在国内还
是国外，中国陶瓷都遭遇着“价不如
人”的境况。

市场格局如此，再来看普通家庭
生活：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好房子、
好装修，但生活所用的茶具、餐具却是
五花八门，搪瓷制品、密胺制品、塑胶
制品、不锈钢制品，凡是市场上出现过
的，每个家庭中几乎都有“备货”。而
在很多其他制瓷大国，稍有条件的家
庭都有几套精美陶瓷茶具、咖啡具和
餐具，有的甚至非常讲究——喝红茶
用英国瓷，喝绿茶用日本瓷，喝意大利
浓缩咖啡用意大利小咖啡杯，喝美式
咖啡用“驴饮”大杯，喝果汁才用玻璃
杯。对比之下，说明国内很多家庭虽
然富裕了，但真正懂瓷爱瓷、享受瓷文
化的消费群体还没形成。

“陶瓷业内人士将我国陶瓷价格
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归结到品牌意识
和品牌塑造上。目前，烧制技术、产品
品质方面，国内瓷业与国外的差距已
经不是很大，影响品牌塑造的主要因
素反而是产品的艺术含量和文化内
涵，这恰恰是最考验企业经营理念、运
营管理水平的两个方面，也是最需要
社会氛围和民间土壤的两个方面。”郭
春森表示，只有当陶瓷的文化性消费
和“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成为众多家
庭日常消费的时候，陶瓷产业才能真
正具备“肥沃的土壤”。

当前，文化和旅游产业在行政管
理层面合二为一。郭春森认为，这是
国家在“文化艺术生活化”方面的一种
引导，借助与百姓生活更加密切的旅
游市场，推动文化性消费，同时将更加
丰富的文化内容渗透到旅游产业中，
促进百姓生活文化含量的提升。

海瓷目前打造的“海瓷艺术文创
产业”这一新业态，走的也是这种融合
与引导的路子。自 2014 年澳大利亚
文化艺术节上，海瓷艺术手绘体验活
动轰动南澳之后，海瓷就在国内开始
探索“海瓷艺术文化创意体验”走入日

常生活的路子。经过几年的实践，目
前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模式。海瓷
与艺术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城市场馆
合作，在济南、青岛、大连、成都、杭州、
桂林等众多城市设立了海瓷艺术文创
中心，还与新华书店达成战略合作，借
助新华书店的体系推广海瓷艺术手绘
体验活动。近两年来业态不断完善，
产业不断壮大。

以人为本是改革开放的
核心精髓，只有让瓷器和瓷
器艺术更加人本化，海瓷产
业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毫无疑问，尽管人们的生活需
求、生活理念在转变，但是‘生活艺术
化’的实现也并非易事。除了引导消
费之外，实现目标的最大助力就是产
品创新，借工艺创新丰富产品的艺术
含量，借技术创新提升瓷器本身的质
量和功能。”郭春森说，“大部分消费行
为都有很实际的功能性需求，因此从陶
瓷材质本身入手，对接生活细节需求，
运用现代科技，使陶瓷的功能更加丰
富，更加‘人本化’，是推动瓷器消费、引
导‘生活艺术化’的一个重要渠道。”

2017年，海瓷公司成功研制出了
生物海瓷，具有亲水排油、抗菌、活化
水的功能，属于国内首创，其生产技术
和相关产品一举获得了7项发明专利
和十几项实用新型专利。

“从生活细节上看，生物海瓷餐具
在清洗时完全不需要洗洁精就能洗得
非常干净，而且生物海瓷的抗菌功能
非常强大，细菌灭杀率达到了 96%以
上。这不仅能够节省家庭购买洗洁精
的开支，最主要的是保障了绿色健
康。另外，发挥生物海瓷的活化水功
能，我们开发了白酒醒酒器。生活中
少不了喝酒，但白酒中含有的一些物
质会导致口感辛辣，饮后上头、口干，
白酒醒酒器恰恰能加速这些物质的挥
发，1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让白酒拥有
十年陈酿的口感效果。”

郭春森笑着说：“生物海瓷除了自
身绿色健康外，随着产品品类的丰富与
推广，洗洁精用量减少，也可以减少水
污染和水消耗，为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对于生物海瓷产品，郭春森决定
不走高端市场路线，坚持定位于大众
消费普遍升级这一范围内。他说：“在
生物海瓷和海瓷艺术文创产业上，我
们不追求高价格、高利润，目标就是满
足大众生活需求，提升大众生活品质，
让百姓同样能够享受最优质的产品，
享受高端的艺术，让百姓的日子拥有
更多的健康和文化。我相信，只有如
此更加‘人本化’的瓷器经营，才能更
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才能
使瓷器产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山东海瓷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春森：

在创新与回归中探寻瓷器的“生活美学”
滨州日报 / 滨州网记者 刘志勇

编者按：

改革开放走过40年时间，我国

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由量到质的转
变。这种变化是宏大的，也是细微
的，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美好生活”成为了国人一致的追
求。面对这一巨变，瓷器作为中国
文化的标志物之一，它的市场、产
业、文化也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定位市场、引领消费？如
何创新工艺技术、产业模式？如何
让瓷器以艺术的形式融入百姓生
活？如何让中国的瓷器文化复兴、
崛起？一系列的问题萦绕着国内庞
大的瓷器产业。

带着疑问，记者日前走进山东
海瓷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对海瓷发
明人郭春森先生进行了深入采访。

郭春森讲述海瓷艺术郭春森讲述海瓷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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