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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铸硬实力<<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
最有生气的力量，只有让青年更钟
情、更向往、更满意，新区才能更加富
有生机活力。在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
三年攻坚行动中，新区聚焦青年人就
业、住房、消费、公共服务配套等需
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今年以来，聚焦完善城市功能、
提升城市品质、产业优化升级以及群
众需求迫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居住环
境改善等重点领域，新区集中开展王
台老工业区升级改造、旧城旧村改造
建设、土地高效利用等八大攻坚行
动，提升城市形象，吸引青年人来此
就业、居住、生活。
　　王台老工业区升级改造结合“新
型显示产业”发展，打造产城融合新
城、新动能产业基地，提供大量就业
岗位，吸引青年人就业；村庄改造、老
旧小区改造、公园城市建设齐头并
进，持续改善生活环境，让青年人在新
区住得下、住得好。同时，通过全力推
进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内畅外达
的城市交通体系，方便青年人出行。
　　像位于青岛自贸片区的闯创驿·
科创园，就是存量物业改造升级的青
岛样本。这里通过整合闲置资产、联
动创新创业产业资源、筛选优质的初
创公司、制定标准化运营体系，搭建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孵化青年创业
者，创建“青年创业孵化基地”。同样
为青年人群量身打造的SAYHI嘻嗨
青年社区，作为国内新锐公寓管理品
牌，整合一线设计、运营、金融等资
源，通过“存量资产+地产金融+互联
网”的商业模式，打造以长租公寓为
核心，融合社交、娱乐、商业等功能在
内的高品质居住社区。
　　“通过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打造
青年之城、幸福之城。”区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指挥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工作中，我们将更加侧重于青年
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加快推进公
园、地铁、交通、市政、公用、停车等城
市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以产业
带动区域集约高效发展、带动青年人
就业，在重点片区导入城市新功能、新
产业，打造青年活力之城。”

>>塑造软实力<<
精准发力“诚新实易”

　　要让青年感觉服务政策的“诚”、
体验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新”、立足城

市发展感知的“实”和享受政策福利
的“易”。基于此，新区各级各部门精
准发力。
　　区人社局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公
共服务水平，大力吸引青年人流入。
今年1至5月份，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
动50余场次，近2600家企业提供岗位
6万余个，达成就业意向3万余人；举
办6期直播带岗活动，达成就业意向
400余人次；实施大学生聚青行动和
实习见习计划，发布岗位5万余个，拓
宽了高校毕业生就业渠道。同时，全
区政策性扶持创业3000余人，发放各
类补贴6000余万元，协调省内外25所
大中专院校开设6个“京东方班”，已
订制式培养适合岗位技能需求的学
生1100余人。
　　文化气息是吸引青年的重要软
实力。区文旅局不断提高城市文化服
务效能，致力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
升。在培育书香城市方面，形成了以
区图书馆为中心馆，23处镇街综合文
化站为分馆，70处社区（村）综合性文
化服务中心为服务点、10余处特色主
题馆、14处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为一体
的全区图书馆网络。在培育艺术城市
方面，在全市率先成立了美术馆联
盟、博物馆联盟、大学生艺术联盟，举
办各类美术展览、博物馆活动1200多
场次。在丰富文旅消费方面，充分发
挥6000余家文化企业及经营业户的
作用，丰富青年人娱乐、文化休闲
业态。
　　团区委作为凝聚青年的主体，开
办“青年驿站”，打造青年人才会客
厅；实施“青鸟计划”，打造“青鸟计
划•智汇西海岸”工作品牌；建设“青
年之家”，打造共青团服务青年学子
实体阵地。通过实施“三青行动”，服
务青年发展成才。

>>委员齐献策<<
让城市更具“青和力”

　　要为青年搭建好人生出彩的舞
台，要实现青年与产城融合发展，要
为青年人做一盘“服务大餐”……
　　近期，围绕提升新区“青和力”，
区政协展开了重点调研，充分发挥四
级政协委员协商矩阵的作用，全方位
助力重点工作开展。
　　丁明高委员针对新区已就业安
家青年人、意向留青创业群体进行了
随机走访调查。他建议，对于意向留
青群体，继续放宽落户制度、出台扶
持就业政策、创造便捷宜居举措，对
四十岁以下人群“零门槛”落户。
　　刘培勇委员认为，新区青年发展
环境和留青发展的青年群体数量仍
有提升空间。建议从住房安居保障、
子女教育保障、交通出行保障、社交
娱乐环境建设、城市品牌塑造五个方
面进一步提升，加大对新区重点企业
的常态化宣传，让每一届高校毕业生
都能了解新区、爱上新区、留在新区。
　　薛连宝委员建议，设立青年引进
的“一站式”机制，出台扶持创业的

“一揽子”政策，创造便捷宜居的“一
系列”举措，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更多
关注青年特点、青年需求、青年感受，
切实为青年成长进步提供更多机遇、
创造更好环境。
　　区政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区第
二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指出建设青年
发展友好型城市，我们要坚持系统思
维、多方联动，坚持共情共鸣、精准发
力，坚持国际视野、开放包容，聚焦青
年人需求，完善城市功能，提升新区

‘青和力’，为广大青年提供施展才
能、追梦筑梦的广阔舞台。”

  区政协建言助力，各部门协同发力，西海岸新区聚焦青年人
需求不断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青和力”———

绘就青年人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刘腾　本报通讯员 陈鹏 孙明明
　　
　　青年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更是西海岸新区发展的活力源泉。近年来，省市先后启动青年发展友
好型城市建设；新区也提出，要结合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导入城市新功能，营造适合青年人
的安居乐业环境和成长发展空间，努力提升新区“青和力”。
　　“青和力”是青年对城市的一份期待，是青年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同时也是城市对青年发展的一点
催化，是青年与城市共成长的一种魅力。提升“青和力”不仅是城市规划命题，还是一个综合的政策问题。
　　面向“十四五”，奋斗新征程。面对国家战略交汇、改革试点叠加、要素加速集聚的发展机遇，新区以青
年人才为抓手，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无形的青年诉求，切实转化为有形的城市载体，不断完善城市功能，
彰显细节、放大温情，着力打造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新区为青年人群量身打造的SAYHI嘻嗨青年社区。

（上接第一版）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
14.5%、20.1%和5.6%。
　　服务业在今年上半年保持稳定
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速。上半年，
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占GDP
比重62.2%。1-6月份，规模以上高技
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2.7%。
　　数字经济新动能发展势头良好，
信息行业再创新高，1-5月，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15.7%和
55.9%，均快于规模以上服务业全区
平均增速。交通运输业由单一运输、
各自发展向综合发展转变，为现代物
流提供重要支撑。1-5月，规模以上交
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营业收入
252.3亿元，同比增长40.1%。

固定资产投资回升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新区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
企稳回升，同比增长2%，比1-5月份
提升9.8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
增长15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26.5%，
第三产业投资下降5.4%。基础设施
投资起势上扬，上半年增长14.6%，比
一季度提升11.2个百分点。
　　制造业投资亮点突出，投资结
构不断优化。上半年，制造业投资同
比增长26.2%，同比提升2.3个百分
点，对全区投资增长贡献率258%。重
点领域投资稳步增强。高技术制造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分别增长
98.8%和32%，分别高于全区投资96.8
和30个百分点。
　　同时，新区消费市场也持续恢
复，促消费政策落地显效，大宗消费
快速回暖。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569亿元，同比增长2.3%。限
额以上10类主要零售商品中，9类实
现正增长，其中金银珠宝类、中西药
品类、石油及制品类、建筑及装潢材
料类同比分别增长724.1%、135.2%、
46.8%、42.1%。6月份，限额以上单位
新能源汽车类、家用电器和音像器
材 类 商 品 零 售 额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70.7%和95.2%。

就业形势总体平稳
居民收入稳步提升

　　上半年，新区就业形势总体平
稳，居民收入稳步提升。城镇新增就
业4.25万人（含城乡公益性岗位），完
成全年区办实事任务目标的60.71%。
全 区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达 到
28062元，同比名义增长4.5%。按常住
地 分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31001元，同比增长4.2%；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17331元，同比增长
5.6%。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 为
1.79：1，比上年同期缩小0.02。
　　“总的来看，上半年西海岸新区
经济呈平稳回升态势，表现出较强
韧性。”区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春
华说，下阶段，新区将继续坚持稳中
求进工作总基调，高效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推动稳增
长政策落地见效，进一步释放内生
动力和活力，促进全区经济平稳健
康发展。

  （上接第一版）该项目不仅可减
少周边新油田的用电成本，为油田
开发“开源节流”，新铺设的海缆还
兼具动力传输与通讯功能，在海上
油田和陆地之间建立通讯“高速公
路”，为渤海油田建设智能化油田、
数字化油田奠定良好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