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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两地交流合作
构建合作对话机制

赵士玉参加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7月30日讯 今天，我区设
立分会场组织收看“对话山东—日本·
山东产业合作交流会”主题研讨会。
　　本次活动旨在深化中国山东与
日本全方位交流合作，落实2019年
年底山东省代表团出访日本各项机
制平台成果，进一步构建山东省与
日本地方政府、商协会、科研机构和
企业多层次长效合作对话机制，拓
展双方合作新领域、新空间。
　　西海岸新区工委副书记、青岛
自贸片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工委
副书记、管委副主任，青岛国际经济
合作区党组书记、管委主任赵士玉
参加收看。

区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次会议召开

佟海燕出席

  □记者 宋迎迎 报道
　　本报7月30日讯 今天上午，区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次会议召
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佟海燕出席
会议并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
事项，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随后召开专题询问会议，听取
了区政府《关于全区物业管理工作
情况的报告》，常委会委员围绕物业
管理工作中的9大热点问题进行询
问，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了解答。
　　佟海燕在讲话时表示，物业管
理工作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民生工
作，本次物业管理工作专题询问体
现了人大持续监督、统筹监督和人
性化监督的特点。下一步，工作措施
要到位，加强党建引领，落实工作职
责，形成整体合力。监督落实要到
位，加强跟踪督办，适时开展满意度
测评，确保取得询问实效。体制机制
创新和政策保障要到位，放开步子，
大胆创新尝试，推动全区物业管理
工作再上新水平。

“军娃父母学堂”
揭牌仪式举行

杨东亮出席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本报7月30日讯 今天上午，区
妇联、古镇口融合创新区、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和区教育体育局在古镇口
海军中学举行“军娃父母学堂”揭牌
仪式暨军嫂家庭教育讲座活动，区
委副书记、区政协主席杨东亮出席
揭牌仪式。
　　古镇口海军小镇“军娃父母学
堂”由区妇联、古镇口融合创新区和
海军中学联合打造，军嫂、军娃从此
有了专属自己的活动阵地。下一步，
区妇联将邀请各类专家对军嫂进行
家庭教育、创业、形象设计、时尚礼
仪、手工、茶艺等公益培训，同时组
织军娃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杨东亮指出，区妇联创新服务
方式，延伸服务触角，打造了全国首
家“军娃父母学堂”，这一创新做法
值得全区各单位各部门学习借鉴。

　　□本报记者 王雪
　　
  海西湾，一个东、南、西三面受海西
半岛环抱，处于北纬36°线“船舶工业
带”上的小海湾，因其水深港阔的优越
条件，逐渐成长为国家级船舶海工产业
化基地，是国家规划建设的三大造船基
地之一，国家级新型工业化船舶制造产
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
　　近日，我国最大作业水深浮式生
产储卸油装置（FPSO）“海洋石油119”
从海西湾起航。这座“海上超级工厂”
可控制3个水下油田、26棵水下采油树
全生命周期的生产，其在恶劣的海况
中能够“稳如泰山”，全靠科研人员量
身打造的“定海神针”——— SIT大型内
转塔单点系泊系统，而这套系统在全
球范围仅有4例应用。
　　海西湾里的奇迹远不止于此。全
球最大的40万吨级矿砂船在这里下

水、“海上油气处理厂”P70在这里交
付……近几年，“全国第一”“亚洲最
大”等字眼一直伴随着这片海域的发
展，这个十年前还略显荒凉的“小海
湾”一次又一次地把世界的眼光聚焦
在这里，这个胶州湾畔的小小海域摇
身变成“国家级”。
　　俯瞰海西湾，这个面积仅有8平方
公里的U型港湾里，北船重工、武船重
工、中海油海洋工程等多家重量级海
工装备巨头比邻而居，工人们紧张有
序地组装各类海工装备模块，码头上
一片繁忙景象。
　　区工信局局长谢龙目介绍，目前
海西湾已聚集100余家船舶制造与海
工企业及各类配套企业，形成了以海
洋石油工程、北船重工为龙头的完善
产业链条，从大型船舶主机曲轴到大
型低速船用柴油发动机、船舶电力推
进系统、港口及船用机械等完整产业

链和产业配套能力的大型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聚集的不单单是海工企
业的数量，更是西海岸高端装备制造
业增速提质的底气。在这里，一条工
业千亿级产业链正加速形成，“国之重
器”频频从这里出发，隆隆驶向广袤的
大洋。“海西湾海工装备产业集聚效应
明显，西海岸借此契机打好海工装备
向高端迈进攻坚战，打造世界级海工
装备制造基地。”谢龙目表示，作为重
点打造的产业链之一，新区持续推进
海西湾船舶海工产业基地建设，并形
成以北船重工为修造船龙头的完善产
业链条。
　　2019年船舶海工产业集群纳入山
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储备库；
2020年1-5月份，船舶海工制造业实现
产值42.83亿元，同比增长10.97%。之于
西海岸新区，海西湾俨然勾勒出了这个
国家级新区的蓝色经济新版图。

勾勒西海岸蓝色经济新版图
1-5月份船舶海工制造业实现产值42.83亿元，同比增长10.97%，海西湾———

  海西湾沿岸码头上一片繁忙景象。□记者 王雪 报道

　　□记者 刘腾
　　通讯员 陈娜 报道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山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获悉，在近日举
行的山东港口2020全球石油贸易大会
上，青岛市政府与山东港口、青岛海关
及上海期货交易所签署《共建多层次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战略合作备忘录》，
确定在青岛自贸片区携手建设多层次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根据战略合作备忘录，四方将充分
发挥山东港口在大宗商品物流方面和
上期所在大宗商品市场方面的影响力，
依托青岛区位优势、自贸试验区政策优

势，推动青岛自贸片区打造“航贸金”耦
合发展主阵地，助力青岛建设国际航运
贸易金融创新中心，打造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与现货市场。
　　在战略合作备忘录框架下，四方
将在期货交割、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合
作、金融科技合作、市场领域培训合
作、人才领域、资本层面以及业务模式
创新七个领域展开合作。合作内容包
括：依托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和山东
港口集群发展效应，加强期现对接，支
持青岛自贸片区建设期现一体化大宗
商品交易市场；积极支持青岛自贸片
区建设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合作

建设国际大宗商品期现联动基地，实
现期现联动，提升价格发现和套期保
值功能，打造国际大宗商品市场的定
价基准；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
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研究构建青岛
自贸片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内区块链信
息共享平台，为实体经济从事国际国
内贸易提供便利和保障；加强科技与
金融的深层次融合，研究金融与油品
等大宗商品市场大数据共享和应用模
式，发展数字金融；加强市场培训、人
才交流、业务模式创新等领域的合作，
积极扩大服务实体经济效应，促进金
融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等。

政港关所四方携手在七个领域展开合作，青岛自贸片区———

建设多层次大宗商品交易市场

 新区组织收看“对话山东—日本·
山东产业合作交流会”主题研讨会

“我时尚 城更靓”女性时尚工程2020年活动发布会举行

多彩活动助推时尚新区建设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本报7月30日讯 今天下午，“我
时尚 城更靓”女性时尚工程2020年
活动发布会在上流汇购物广场举行。
活动中，正式发布了2020年度女性时
尚工程公益服务计划。
 　该计划涵盖礼仪、形象设计、茶
艺、烘焙、瑜伽、健康饮食、女性健康、
书画、收纳、运动、瓷器鉴赏、插花等公

益服务课程，为新区广大妇女姐妹带
来丰富多彩的时尚大餐。
　　为了更好地展示新区时尚文化，
助推时尚产业迅速崛起，打造独具新
区特色的时尚地标，区妇联面向全区
公开征集“时尚打卡地”。发布会上还
公布了新区第一个时尚打卡地——— 上
流汇购物中心。
　　发布会上，时尚集市活动也同步

启动。下一步，区妇联将建立“时尚
教室”、开展“时尚集市”进镇街、评选

“时尚打卡地”、开展“女性时尚风采
展”等活动，探索在各镇街、社区复制
推广时尚大使引领活动开展的工作
路径，打造各具特色的时尚街区，形
成区级引领、镇街呼应、社区参与的
三级共建模式，让新时代时尚精神深
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