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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60年“海洋成就奖”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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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 ,为增强全民海洋意识 ,为挖掘出新中国
海洋事业 60年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标志性 、转折性意

义的事件以及具有重大性 、突出性事迹的人物 ,以生
动 、系统地展现建国 60年来海洋事业取得的巨大成

就 ,国家海洋局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展了“海

洋成就奖”评选活动 。外交部 、教育部 、交通运输部 、
总参 、海军 、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海洋

石油总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国盐业
总公司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中国水产集团总公

司等中央涉海部门和单位以及沿海省市分别推荐 ,

经过广泛征集和中国广播网 、新浪网的宣传推介 ,结
合网民投票结果由专家评选产生。

经过两个月的评选 ,新中国成立 60 年“十大海
洋事件”和“十大海洋人物”最终选出。2009年 7月

18日上午 ,在广东省珠海市举行的以“海洋中国 60

年”为主题的 2009 年全国海洋宣传日开幕式上 ,隆

重揭晓。

开幕式由国家海洋局副局长张宏声主持。国家
海洋局局长孙志辉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黄华华 ,珠

海市委书记 、人大常委会主任甘霖 ,欧盟海洋与渔业
总司国际事务与市场司司长皮埃尔 ·阿米尔哈特 ,

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周铁农分别致辞 。
新中国成立 60年“十大海洋事件”为:全国海洋

综合大调查 ,国家海洋局成立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
外开放 ,中国首征南极建成长城站 ,中国建立南沙海

洋环境监测站 ,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多金属结

核矿区 ,中国建造 30 万吨级超大型油轮 ,中国海军
舰艇编队首次环球航行 , 2006南海国际大救援 ,中国

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护航。
新中国成立 60年“十大海洋人物”为:新中国海

洋事业开拓者赫崇本 ,海洋农牧化的实践者曾呈奎 ,
国家海洋局第一任局长齐勇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奠

基者秦文彩 ,新中国航海家贝汉廷 , “南沙守礁第一

人”龚允冲 ,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 ,国际大法官倪征
,“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海上救助斗士潘伟。

新中国“海洋成就奖”评选活动是中国海洋界的
大盛事 ,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海洋“海洋成就奖”

评选活动是对国家 60 年海洋事业最概括最简明的

总结 ,展现了新中国成立 60年来中国海洋事业发展

的巨大成就 ,表明了国家 、网民 、专家对海洋事业的
高度重视。在“十大海洋人物”中 ,海洋科学家占比

例最大 ,这表明国家 、网民 、专家对海洋科学的特别
重视。

一　新中国“十大海洋事件”
1　全国海洋综合大调查

1957年 ,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海洋组的统

一组织领导下 ,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
军 、水产部和山东大学等单位 ,在渤海海峡进行了第

一次同步观测 。随后 ,又在渤海和北黄海进行了 3

次规模较大的同步观测。

1958 ～ 1960年开展的 “全国海洋综合普查”和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展的“全国海岸带和海涂资源综

合调查” ,以及 2003 年开始实施的近海海洋综合调

查与评价专项 ,为摸清中国海洋“家底”起到了重要

作用 ,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海洋经济建设和海洋综
合管理 。

2　国家海洋局成立
1963年 5月 ,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副组长兼办

公室主任刘志平与其他几位组长 ,组织全国 29位海

洋专家联名向党中央 、国务院写信 ,建议成立国家海

洋局。1964年 2月 ,中共中央正式批准成立国家海
洋局 ,由海军代管。同年 7月 22 日 ,第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 124 次常委会批准成立国家海洋局 。
10月 31日 ,国务院第 148次全体会议通过:任命齐

勇同志为国家海洋局局长 。
经过 45年的发展壮大 ,中国已形成比较完善的

海洋综合管理体系 。中国的海洋经济 、海洋环境保
护 、海洋权益维护 、海洋科学研究和公益服务等各项

工作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3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对外开放

1982年 2月 15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立 ,
石油开发从陆地走向海洋。2月 16日中国海洋石油

总公司就向 11个国家的 41 家物探公司发出了招标

通知书 ,以超常规的态势拉开了中国海洋石油工业

对外合作的序幕 。当年在琼东南坳陷西部合同区发
现了日产天然气高达 120万立方米的崖城 13-1大气

田 。自营勘探在辽东湾发现了锦州 20-2 凝析气田;
时隔不到一年 ,南海西部———乌石 16-1-5探井测试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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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 6月 ,在渤海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大
的地质储量超亿吨的海上自营油田 ———绥中 36-1油

田。
由于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在

短短的几年间的开发就步入了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发展的全新境界。30 年来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
经与 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7家公司签订了近 200

个石油合同 ,中国海油从油气产量仅为 9 万吨的小

公司嬗变为总资产突破 4 000 亿元 、油气产量突破
4 000万吨 、利润超过 670亿元的世界 500强企业 。

4　中国首征南极建成长城站
1984年 ,由国家海洋局远洋科学调查船 “向阳

红 10”号与海军工程救助船 “ J121”号共同组成的中

国首次南极考察船编队 ,远征南极考察建站 。1984
年 12月 26日在南极建成中国第一个科考基地———
中国南极长城站 。

随后 ,1985年 2 月 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

1989年 2 月 26 日中国南极中山站建成;2004年 7

月 28日中国北极黄河站建成;2009年 1月 27日中

国南极昆仑站建成。
5　中国建立南沙海洋环境监测站

应 1987 年 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

学委员会决议要求 , 1988年 8 月中国在南沙群岛永

暑礁上建设了一座现代化海洋观测站。该站是由国
家海洋局组织业务化管理 、海军实施安全保障的一

个海洋环境数据国际测报网点 。
南沙海洋环境监测站不仅对研究太平洋海平面

的变化规律 、热带海洋水文气象及南海台风 、地理环
境变化和防灾减灾等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而且对于

和平开发利用南海海洋资源 、推动中国和南海周边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6　中国在国际海底区域获得多金属结核矿区

国际海底区域内蕴藏着丰富的战略金属 、能源

和生物资源。1982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宣布国
际海底区域及其资源是全人类的共同继承财产。

1983 ～ 1990年 ,国家海洋局和地质矿产部组织
进行了 9个航次的大洋多金属结核资源调查 ,调查

面积 200多万平方公里 ,圈出远景矿区 30 多万平方

公里 ,为中国申请矿区登记奠定了基础 。
1990年 8月中国以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

协会名义向联合国申请登记。1991年 3 月 5 日 ,国

际海底管理局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筹备委员会批准了

中国位于东北太平洋国际海底区域 15 万平方公里

的多金属结核资源开辟区 。
到 1999年 10月为止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

开发协会在东北太平洋进行了 10 个航次的海上勘

探工作 ,并结合岸上研究成果从开辟区优选出 7.5

万平方公里矿区 ,在当前预期的回采率条件下 ,可满
足矿区内年产 300万吨多金属结核 、开采 20年的资

源需求 。
2001年 5月 ,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

与国际海底管理局签订了《勘探合同》 ,以合同形式

确定了中国对 7.5万平方公里多金属结核矿区拥有
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商业开采权。在国际海底区域
获得的多金属结核合同区拓展了中国战略资源的储

备总量 。
7　中国建造 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

2002年 8月 31日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为伊朗国家油轮公司建造的 30万吨级超大型油轮

“德尔瓦”号签字交付。这是中国建造的第一艘 30

万吨级超大型油轮 ,不仅实现了几代中国造船人的
梦想 ,也打破了世界造船强国在该领域的垄断 ,从而
使中国进入世界仅有的几个能够设计建造超大型油

轮国家的行列。

200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占世界市场份额 23%,
位居世界第三 ,同时中国的新承接船舶订单位居世
界第一 。
8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首次环球航行

2002年 5 ～ 9月 ,由海军 “青岛”号导弹驱逐舰
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编队 ,完成了中国海
军舰艇首次环球航行 ,成功访问了五大洲的 10个国

家和港口 ,在中华民族的航海史和人民海军的建设

史上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壮举。
9　2006南海国际大救援

2006年 5月 17 日 ,台风 “珍珠”凶猛地扑向南
部沿海 ,应越南政府的请求 ,中国政府指令交通运输

部相关部门前往现场实施救助 ,展开了中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国际海空联合搜救行动 。到 6月 2日中

越双方联合宣布终止搜救时 ,以交通运输部救捞系
统为主的船舶和救助直升机共进行了 16天搜寻 ,海

域搜寻面积达 27万多平方公里 ,几乎覆盖整个南海
北部 ,共对 15艘越南遇险渔船和 330名遇险渔民进

行了救助 ,搜救工作取得巨大成功。
10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护航

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 2008 年 12月 26 日 ～
2009年 4月 28日 ,中国海军 “武汉”号 、“海口”号导
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舰艇编队 ,
赴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执行首批护航任务 ,保护中国

航经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船舶和人员的安全 ,以及世
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的

安全。
护航行动历时 124天 ,圆满完成为 41批 、166艘

船舶伴随护航任务 ,为 46艘中外船舶提供了附带区

域掩护 ,被护船舶安全率 100%,成功解救 3 艘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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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袭击的外国船舶 ,顺利接护“天裕 8号”渔船 ,并创

下了 124天不停靠码头补给的历史纪录 。
2009年 4月 13日 ,由海军 “深圳”号导弹驱逐

舰 、“黄山”号导弹护卫舰组成的第二支护航编队与

首批护航官兵会师亚丁湾 ,执行接替护航任务 ,标志
着海军护航行动进入有序接替 、常态化运行的新阶
段。

二　新中国“十大海洋人物”
1　新中国海洋事业开拓者赫崇本

赫崇本是著名的物

理海洋学家 、海洋科学教

育家 、新中国海洋事业的
开拓者 、中国物理海洋科
学主要奠基人 ,中国海洋

科学事业决策的主要咨

询人和主要推动者之一。
赫崇本积极推动并促成

了中国海洋综合调查 ,有效解决了调查方法 、调查资
料的准确度和调查规范等关键问题 ,推动了中国海

洋科学基础性工作的发展;他开创并推进中国对海
洋学基本问题之一“水团”的研究 ,对黄海冷水团形
成机制的研究成果是中国海洋科学中最经典的发

现 ,其专著《中国近海水系》成为重要的海洋经典文
献之一。

赫崇本开创了中国海洋科学教育事业 ,特别是

物理海洋科学教育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海洋人才 。
赫崇本参与制定了国家 1956 ～ 1967年的 12年

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62年国家 10年海洋科学研究

规划和 1977 年国家海洋科学规划 。他参与领导了
1958 ～ 1961年的中国海洋综合调查 ,基本查清了中

国近海的自然环境与资源状况 。
2　海洋农牧化的实践者曾呈奎

曾呈奎是蜚声海内外的海

洋生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
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曾呈
奎从事海藻生物学研究 70 余

年 ,在藻类的分类形态研究上发
现了百余个新种 、两个新属 、一
个新科 ,具体主持和领导了《中

国海藻志》的编写 ,成为世界上
最有权威的藻类分类学家之一 。他提出的光合生物

进化系统理论 ,丰富和发展了生物进化论 。他穷毕
生精力将“海洋水产生产农牧化”的理论发展成为
“蓝色农业”的系统实践 ,使中国成为世界上首屈一

指的海水养殖大国 ,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水产
养殖产量超过水产捕捞产量的国家 。

3　国家海洋局第一任局长齐勇
齐勇 1929年参加中国

工农红军 ,同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 , 1932 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二
十五军连长 ,第四军营长 、
军交通队队长。参加了鄂
豫皖 、川陕苏区反“围剿”和
长征 。后任八路军一二九
师连长 、支队长 、团长 。

1943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豫鄂陕军区
分区副司令员 、江汉军区独立旅政委 、湖北军区师长
兼政委 。参加了百团大战 、中原突围和淮海 、西南等
战役。1950年毕业于军事学院 ,历任海军水警区司
令员 、海军舰队副司令员。1964年 10月 31 日任首

任国家海洋局局长。
4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奠基者秦文彩

秦文彩 1941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 , 曾任八路军太岳军区
分区武装工作队分队长 、保卫
股股长 , 解放军第十九师政治
部保卫科科长 ,燃料化学工业
部石油勘探开发组组长 ,石油
工业部副部长 。1982 年 2 月
15 日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第一任总经理 ,是新中国海洋
石油工业的奠基者 、领导者和推进者 。

在秦文彩的领导下 ,中国海洋石油工业步入了
新的境界:原油产量从 1982年的 9万吨一路攀升至
1986年底的近 38万吨 ,总资产从 28亿元增长至 53

亿元 ,净资产从 22.8亿元增长至 28亿元 。中国海
洋石油工业在秦文彩的推动下 ,开始绽放出新的发
展活力 。
5　新中国航海家贝汉廷

贝汉廷 1951 年毕业于

上海航务学院航海系 ,是新
中国第一代远洋船员 。他先
后驾驶了 20余艘远洋轮船 ,
到过 40多个国家 、80多个港
口 ,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了
祖国的远洋运输事业 。贝汉
廷驾驶“柳林海”轮首航美国
西雅图港 ,开辟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中美航线 。在德国汉堡港装运整套化工设
备 ,令全港轰动 ,达到汉堡港杂货船装货最高水平 。
在地中海的狂风暴雨中 ,突破滔天巨浪 ,成功救援遇
难即将沉没的塞浦路斯“艾琳娜斯霍浦”号货轮 ,用
行动书写了“人有人的风度 ,船有船的风度 ,国有国
的风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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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南沙守礁第一人”龚允冲
龚允冲 1990年 1月志愿申

请到南沙守备部队工作 ,到2006

年他创下了在南沙守礁累计时

间最长———7 年半;一次守礁时
间最长———758 天;在南沙值勤
航行里程最远 、范围最广———5
万多海里;出海巡逻 、补给 、侦
察 、救生等次数最多 ———100 多
次;获取情报资料最多 、价值最

高———计 20多万字 ,获全军侦察成果一等奖 1 项 、
海军侦察成果奖 2项;组织礁岛农副业生产贡献最
大———带头开发建设第一块人造菜地 ,饲养成活南
沙第一栏生猪。

龚允冲在守卫南沙 、建设南沙的平凡工作岗位
上 ,为维护祖国的海洋权益作出了不平凡贡献 ,被广
大官兵誉为“南沙守礁王”“南沙守礁第一人” 。
7　物理海洋学家苏纪兰

苏纪兰是著名物理海
洋学家 ,长期致力于物理海
洋学 、环流动力学研究 ,发
表了 100余篇河口和陆架

动力学方面的论文 ,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 ,何梁
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 ,并多次获得省 、部级以
上的科技进步奖 ,得到国内

外同行的高度评价。
苏纪兰以其在国际海洋学界的杰出活动和研究

成果 ,先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俄罗斯科学院外
籍院士 、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
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副主席 、主席 ,成为我国首次担任
这一国际组织主席的科学家。
8　国际大法官倪征

1946 ～ 1948 年 , 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土肥原 、板垣等十恶不赦
的日本战犯时 ,深谙英美
法律的倪征 用他丰富

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

巧 ,对侵华主要战犯提出
了有力的控诉 ,维护了中
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1956年 ,倪征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

委员会法律顾问 ,他向毛泽东主席 、周恩来总理建

议:为了维护中国海洋主权 ,中国领海应以 12 海里

宽度为适宜 。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

1981年 11月 ,倪征 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

会委员;1984年 ,他又以资深的阅历和高尚的品格当

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 ,成为新中国第一位中国

籍国际法院法官 。

9　“核潜艇之父”黄旭华

黄旭华是中国工程院

首批院士之一 ,是中国第一

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

弹核潜艇的总设计师 ,也是

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

自下水做极限深度深潜试

验的第一人 , 为国防事业 、

为中国核潜艇潜进深海作

出了重大贡献。黄旭华曾两次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特等奖 、全国科学大会奖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

术进步奖等 。如今 ,年过八旬的黄旭华 ,仍为国防武

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孜孜不倦 、献智献策。

10　海上救助斗士潘伟

潘伟原是空军某部

的一名飞行员 , 2003 年

转业到交通运输部北海

第一救助飞行队担任队

长 。几年来 ,在气象条件

和海况极其恶劣的条件

下 ,潘伟和他的队友们共

救助各类遇险人员近

500名 。其中 ,他本人驾机完成了对 210多名遇险者

的成功救助 ,成功履行着“把生的希望送给别人 ,把

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救捞精神 ,以实际行动和突出

业绩实践着党和政府以人为本 、关爱生命的理念 。

潘伟先后获得国际海事组织授予的“海上特别勇敢

奖” 、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十多项各级荣誉称号 。

(徐渡　辑)
(本文编辑: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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