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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包永静 管延梅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发布《关于对2023年“山
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全链条引才活
动表现突出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
的 通 知 》，西 海 岸 新 区 人 社 局 获 评

“2023年‘山东—名校人才直通车’全
链条引才活动表现突出单位”。
　　2023年，区人社局深入实施就业
优先、人才强区两大战略，把促进青年
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大力开展“山东—名校人
才直通车”活动，组织赛轮、中加特等
新区重点企业赴北京大学、中国科学
院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知
名高校，举办线下引才活动20余场，畅
通了用人单位和大学毕业生的招聘求
职渠道。

　　另外，区人社局创新打造“节庆+
招聘”引才模式，借势青岛国际啤酒节
等平台，举办“诗酒趁年华 梦启西海
岸”招聘会、“博士行”西海岸研修营等
活动；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岛理
工大学等驻区高校开展“起航西海岸”

“山东省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业生就
业服务周”等活动；在全市率先建设集
零工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于一体的综
合服务中心，举办“春风行动”、“青雁
归巢”假期行、“招才引智名校行”、“访
名校 送优岗”等大型招聘活动100余
场。2023年1月至11月，新区引进各类
青年人才3.6万余人，位列青岛各区市
第一名。
　　为促进大学生等青年人才来新区
就业创业，区人社局打出创新“组合
拳”。出台《关于支持区内高校大学生
留区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建立青年
人才“引、育、用、留”全链条保障机制。
搭建“智找活”产业人才供需通平台，
收录19所驻区院校在校学生的就业动

向，动态发布人才需求目录，促进“人”
“岗”精准匹配，累计实现精准就业1.7
万余人次。组织校企开展“访企拓岗”

“名企游学”活动，推动建立校企合作
实践基地29处，青年实习基地、研究生
实训基地总量达200家，有效提升高校
毕业生就业能力。建立校园引才大使
制度，以点带面宣传新区发展环境、就
业创业和人才扶持政策等，2023年发放
创业扶持资金1223万元，高校毕业生住
房补贴、一次性安家费等人才补贴1.49
亿元，惠及青年人才3.9万人次。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继续创新思
路和举措，持续做好青年人才引进、培
育等工作，积极开展契合新区“5+5+7”
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的特色专场招聘活
动，加强人才政策宣传和落实力度，切
实提升人才服务质效，让广大青年人
才引得来、留得住、过得好，打造“近悦
远来”最优青年人才发展生态，为新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才
智支撑。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2月1日讯 今天，随着上部
组块在西海岸新区建造完成，中国海
油“深海一号”二期工程综合处理平
台陆地建造全部完工，标志着项目建
设取得关键进展，为工程按期投产打
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2021年6月投产的“深海
一号”超深水大气田天然气探明地质
储量超千亿立方米，最大水深超过
1500米，最大井深达4000米以上，是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开发的水深最深、
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大
气田。“深海一号”二期工程位于南海
北部大陆架西区的琼东南盆地，距离
三亚市约132公里，距离“深海一号”
能源站约70公里，区域水深近千米。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综合处理
平台由导管架和上部组块组成，总高
约136米，相当于近49层居民楼高度，
总重量达12215吨，相当于8100余辆
小汽车的重量。其中，导管架为八腿
十二裙桩导管架，已于今年1月中旬
在深圳建造完工；上部组块由东、西
两部分组成，其甲板片平面长57.5
米、宽36米，投影面积相当于5个标准
篮球场大小。
　　据中国海油“深海一号”二期工
程平台部副经理喻发令介绍，该项目
创新采用“水下生产系统+浅水导管
架平台+深水半潜式平台远程操控
系统”油气开发模式，共部署12口开
发井，其中有3口井为深水高压井。项
目包括新建1座综合处理平台、1套水
下生产系统、5条海底管道和4条脐带

缆等13项重点设施。
　　在平台建造过程中，中国海油项
目团队采用全方位集成化、协同化管
理模式，通过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关
键过程专项管理等措施，大幅减少高
空作业和大型吊机作业台班数，有效
提高施工效率，提前15天实现建造完
工，为后续海上安装争取到宝贵的时
间窗口。
　　据“深海一号”二期工程总包项
目经理郭庆介绍，平台应用7兆瓦级
燃气透平发电机组等多套具有完全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化设备，搭载中
国海油自主选型设计的国内最大海

上平台段塞流捕集器，用于消除油气
混输管道液位波动和堵塞风险，保障
油气处理设备可靠运行。
　　据悉，“深海一号”二期工程采用智
能联控数据共享设计方案，其油气区所
产油气接入崖城13-1综合处理平台水
下生产系统，由“深海一号”能源站远程
操控，处理后的合格天然气经崖城13-
1至香港管道输送到高栏终端供粤东
市场，凝析油通过崖城13-1至南山终
端管道输送到南山终端。二期工程投
产后，可使“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
的高峰年产量提升50%，成为保障国
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气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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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链发力，打造人才“强磁场”

上部组块新区造，又是重量级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综合处理平台上部组块在西海岸新区建造完成。

 “深海一号”二期工程综合处理平台陆地建造完工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新区“打
头阵、当先锋”攻坚行动部署要求，
近日，由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区地方
金融监管局、青岛大学经济学院、中
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
办的“唐岛湾金融大讲堂”（第一期）
在新区资本国际客厅开讲。
　　“唐岛湾金融大讲堂”品牌是由
唐岛湾金融科创区策划主办的金融
科创专题培训讲座及学术研讨活
动，计划每季度举办不少于一期，目
的是打造金融政策宣导、经济发展
战略研讨的交流平台，搭建政府、金
融机构、企业和经济、金融学者的互
动平台，加快形成金融科创助推国
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将以
金融大讲堂为平台，与各单位、各部
门和各界人士加强沟通、增进互动，
更全面地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更精
准地把握科技发展的脉搏，与各方携
手共享新机遇、共谋新发展，谱写新
区金融产业合作共赢新篇章。

　　□记者 王雪
　　通讯员 王清芬 高志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2024青岛市首届
优质草莓品鉴评优活动举行，全市24
家草莓种植企业带着38个草莓“拳头
产品”参评，西海岸新区农业农村局组
织新区5家草莓种植企业参加评选活
动。经过专家评委评审，共有10个基地
获评“2024年青岛地产优质草莓示范
基地”荣誉称号，其中区农业农村局推
荐的青岛西海岸草莓公社、胜水龙源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分别以第一名、
第二名入选；青岛糖老大空中草莓采
摘园与市农技推广中心合作研发的

“草莓蜜蜂授粉技术”和“腐殖酸基质
草莓优质高效栽培技术”获评“2024年
青岛地产优质草莓好技术”。
　　据了解，新区目前拥有规模化草
莓生产基地50多个，种植面积700多
亩，年产量约1650吨。登录“青岛市草
莓生产基地分布图”的种植企业有10
家，主要分布在大场、红石崖、张家
楼、珠海等镇街，其中“大场草莓”成
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全市草莓“大比武”
新区企业获佳绩

“唐岛湾金融
大讲堂”开讲

（上接第一版）治理互融促“物联”，切
实把组织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
　　通过联建成员间的常态化互学互
访，切实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日前，
古镇口中队党支部联合中国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工第一党支部、
教工第二党支部与本科生第二党支部
赴杨家山里红色教育基地，共同开展

“赓续红色血脉 凝聚奋进力量”主题
教育研学活动，在深化、内化、转化上聚
力用劲，引导党员干部立足职能职责，

查不足、找差距，进一步凝聚奋进动力。
　　针对大学城周边私搭乱建、占道经
营、非法营运等现象，出实招、办实事、
求实效，着力整治市场乱象。每周到项
目现场了解项目方在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到一线去搜集项目问题，真正
摸清“家底”，及时、精准做好项目服务。
聚焦重点区域，组织执法队员、交警、保
安联合组成护学岗，对非法营运、倒客
甩客等扰乱客运经营秩序的行为进行
依法处罚，切实维护良好的道路运输秩

序。坚持“谁执法、谁普法”的工作理念，
走进大学校园讲法制课，拉近与师生的
距离，宣传综合执法事项，展现新时代
综合行政执法铁军形象……
　　“作为新区第二支全领域直属中
队，古镇口中队将继续在执法体制改
革的阵地上与时俱进、向远而行，强化
党建引领，把握治理理念高度，挖掘管
理体制深度，增强队伍建设力度，始终
保持民生温度，全力打造‘校城融合’
党建样板。”王正全说。

（上接第一版）截至目前，琅琊台集
团以“为全社会和广大消费者创造
健康美好生活”为企业使命，开拓出

“喝好”“吃好”“用好”“住好”“游好”
五好新格局。
　　记者从区商务局获悉，近年来，
新区持续加大老字号品牌培育，组建
老字号企业培育库，积极推荐区内企
业参加山东老字号和青岛老字号评
选。其中，2023年组织盛客隆等8家企
业申报“青岛老字号”，组织琅琊台等
3家企业申报“中华老字号”。同时，新
区还积极引导老字号企业参加各类
展览，提高企业知名度。2023年，由商
务部、山东省政府主办的2023年“全
国老字号嘉年华”活动，青岛市商务
局主办的“广电臻选‘县’好礼”、

“2023青岛网上年货节”、“董先生山
东好品专场”电商直播等促消费活动
中，均有新区老字号企业参加，有效
扩大了区内老字号企业的知名度。
　　截至目前，新区共有“中华老字
号”品牌1 个、“山东老字号”品牌2
个、“青岛老字号”品牌4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