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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8月26日讯 今天上午，区
政协二届五十三次主席会议召开，
安排部署有关工作。区政协主席杨
东亮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工委（区委）一
届第161次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
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杨东亮要求，要贯彻落实好会
议精神，围绕新区“十四五”规划编
制议政建言，为更好绘就新区发展

“全景图”增添政协“色彩”。要弘扬
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在公务接待、
会议活动中厉行节约、杜绝浪费，形
成节俭新风尚。要始终坚持党对政
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更加有效的
方式方法，把政协系统党的建设抓
紧、抓实、抓好，以党建引领政协履
职，全力推动人民政协事业沿着正
确的方向不断前进。

  □记者 张静 报道
　　本报8月26日讯 今天下午，西
海岸新区召开文明城市创建调度
会。区委副书记殷世逸出席会议并
讲话。
　　在听取各责任单位的表态发言
后，殷世逸指出，当前创城工作已经
到了最关键、最紧迫的冲刺阶段，各
单位要迅速查漏补缺，要进一步强
化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及农贸市场
等区域的环境整治，出行秩序整治，
公共设施维护，行业服务规范，市民
文明素质提升，氛围营造和宣传等
方面的重点工作，以高度的责任感
提升西海岸新区的文明程度，塑造
新区良好形象。
　　会议还强调，各镇街、各部门要
认清形势，抢抓机遇，坚持目标导
向，将创城工作任务量化细化，确保
每个测评点、每项测评指标都达到
最高标准；各部门领导要深入创建
一线，以上率下，带头攻坚，确保分
管辖区创建工作有序推进；要坚持
问题导向，将查找问题贯穿到创城
工作全程，主动找差距、查问题、定
措施，对发现的问题确保责任到人，
真查真改，提升创城工作质量。

区政协主席会议召开

西海岸文明城市
创建调度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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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策海洋强国 探索城市共建
第二届世界海洋城市·青岛论坛在西海岸新区举行

与会嘉宾热议城市共建话题。□记者 李涛 报道

杨东亮主持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程汉卿 报道
  本报8月26日讯 今天，记者从
西海岸公用事业集团能源供热有限
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已与半岛文化
艺术小镇就供热配套项目达成一
致，签订了清洁能源供热配套协议，
供热面积6.58万平方米，供热配套费
757.12万元。
  据悉，该项目采用清洁能源综
合能源站进行供热配套，取代传统
燃煤供热。该项目完工后将改善冬
季采暖期燃煤集中供热造成的季节
燃煤量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剧增的
状况，大大提高城市空气环境质量。
  下一步，该公司将按照规范要
求，积极做好供热配套设施建设，推
进清洁能源供热发展，打造城市宜
居生活环境。

西海岸新增6.5万平
清洁能源供热项目

（上接第一版）这里快速形成“政产学
研金服用”于一体的海洋创新创业共
同体，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
  开放引来产业聚集，考验着创新
服务能力。以海洋牧场建设为例，由于
一次性投资高、质押物不足、回报周期
长等原因，海洋牧场建设比传统农业
更难融资。对此，山东自贸试验区用

“白名单”解决贷前准入问题，出台“试
点检验规范”解决海洋牧场平台确权
问题。自去年9月推行这项服务以来，
银行已为海裕远洋渔业、南隍城海珍
品等一批海洋牧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3.25亿元。
  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区在海洋
国际合作、海洋科研等方面扮演重要
角色。据了解，驻青岛的涉海院士约占
全国的27.7%，涉海科研人员具有高级
职称以上的约占全国的14.7%，涉海高
端研发平台占全国的33%。目前，青岛
市正以建设自贸试验区为契机，整合

涉海高校、科研机构和科考平台等资
源，强化海洋科技重大平台支撑。

深耕创新“试验田”

  今年2月，全国首创的保税原油混
兑调和业务在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
区落地后，企业在青岛港即可进行混
兑调和，让产能占全国6成的山东地炼
企业降低了巨额综合成本。更具战略
意义的是，这项创新今年即可为港口
新增外贸进出口额约9亿元，并带动全
程物流供应链发展。
  “这类改革试点为青岛和山东的
全面开放增添了有力的筹码。”青岛西
海岸新区副区长隋斌说。
  山东自贸试验区的营商环境之变
可归纳为“直通车、磁铁石、试验田”。

“直通车”是指自贸试验区将地市企业
诉求直接汇总到省直部门解决；“磁铁
石”是指吸引项目进驻，提高项目建

设、人才集聚速度；“试验田”是指打通
体制机制，提升公共服务。
  一年来，山东自贸试验区不断挖
掘改革潜力，落实“放管服”，推出多项
创新机制。在济南片区，“企财保”“银
关保”“关税保”等海关新服务模式，让
企业大大节省财务成本，“区块链+政
务”平台保障审批信息安全可信，加速
实现“秒办”“联办”；在烟台片区，“全
链条全周期供地管理模式”让企业从
拿地到开工最快2个工作日办结；在青
岛片区，106项试点任务中已实施96
项，形成12个首创型制度创新案例。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张德平认
为，无论是推进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
化，还是海洋经济创新发展、深化中日
韩区域合作等，山东紧紧抓住“流程再
造”这个牛鼻子，把立足点放到“首创”
改革上，敢闯“无人区”，逐步形成制度
创新成果。

（新华社济南8月26日电）

　　□本报记者 李涛
　　本报通讯员 毕海虹

　　8月26日，“2020相约海洋·城市共
建”第二届世界海洋城市·青岛论坛在
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全国300多位专
家、学者、政府代表、企业代表及各界
社会精英汇聚一堂，为海洋强国建言
献策。论坛上，青岛海洋活力区开发建
设引起了广泛热议。

研求“双循环” 拥抱蓝色机遇

　 论坛上，与会嘉宾聚焦新时期、新机
遇、新任务，共同探讨全球经济新形势下
海洋经济的未来价值，研求“双循环”新
格局下海洋产业的发展趋势及机遇。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在演讲中指出，经济
发展是城市建设国家发展的重要命
脉。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切入分析，
依托于海洋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形成
且日渐成熟，“随着中国海洋强国战略
的实施，海洋经济发展必将成为中国
发展的全新增长极，而以海洋经济发
展为主导的青岛西海岸新区也必将成
为未来城市发展建设的蓝色引擎。”
　　著名经济学家马光远结合市场导
向、社会现状等，从城市区域、自然条
件、融创品牌实力、综合规划布局、国
际知名企业、国家龙头企业入驻等方
面，阐述了海洋活力区的价值潜力，表
达了投资新区就是投资国家战略投资
蓝色未来的理念导向。

五大领域共建 赋能城市发展

　　围绕城市共建发展话题，嘉宾们
从城市健康共建、城市教育共建、企业
城市共建、智慧城市共建、规划城市共
建五个方面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山东能源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
岳宝德表示，山东能源集团立足打造
全球清洁能源供应商和世界一流能源
企业，与青岛海洋活力区打造海洋强
国战略下的城市发展布局高度契合，

“集团规划在西海岸新区投资建设青
岛区域总部大厦，集中优势资源力量，
做大做强物流贸易、信息、新能源等产
业领域，尽快建成多产业高效配置、集
成共享、集群发展的总部示范基地。”
　　HIC规划咨询总设计师徐伟以《规
划，与城市共成长》为题，带领大家回
顾了青岛海洋活力区周年建设纪实，
20个月跨越式发展的大事件图表，
2018-2020规划场地实施推进的航拍
对比，鲜活展现了青岛海洋活力区建
设与招商成果，“我们遵循‘以人构城，
以城促产，以产聚人’的创新发展新模
式，高水平建设引领区域特色的新区
之心、活力之源、蔚蓝之城。”
　　嘉宾们剖析海洋城市发展实践及
中国海洋强国战略下的城市经济增长引
擎，普遍认为要深度挖掘海洋活力区的
价值潜力，让总部企业、教育资源、医疗
健康、公共配套等核心要素加速落地实
施、融合发展，为城市发展赋能，真正地
与城市“共生共建、共赢共享”。

热议海洋活力区 城市共建新典范

　　论坛上，与会嘉宾认为，作为山东省
对外开放桥头堡、青岛高质量发展排头
兵，西海岸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活力，已成

为国际资本聚合场、百亿项目聚集地。青
岛海洋活力区无疑是典型代表。
　　2019年2月，西海岸新区与融创中
国携手共建青岛海洋活力区，打造独具
海洋文化特色的现代化新型活力区。以世
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聚合了中央
商务、产业中枢、颐养健康、高端生活、摩
登潮流、滨海休闲等六大硬核板块，实现

“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
　　截至目前，青岛海洋活力区已签约
落地2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总部，计划
总投资规模约720亿元，涉及金融、贸
易、能源、互联网科技、物联网平台、高
端海洋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技术、现代
服务基地等行业领域；六家总部企业项
目开工建设，投资规模已达380亿元；吸
引中建、中铁、美国HDR、戴德梁行等
198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与建设。青岛
海洋活力区已经成为西海岸新区践行
社会和企业“城市共建”理念的高质量
试验田和典范。
　　当天，海洋城市活力发展论坛也同
期举行。与会嘉宾围绕国家海洋战略、
区域经济发展、海洋城市经济发展、城
市区域规划设计等论题展开了深入、有
价值的探讨。最后，与会嘉宾们达成普
遍共识，并共同发布《海洋城市活力共
建宣言》。

（上接第一版）整 改 为 契 机 ，举 一 反
三，汲取教训，深刻反思工作中存在
的短板和不足，加强作风整顿提升，
推动新区各项工作高质高效开展。

特别是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目标，对市民关心关注的民生热
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认真排查梳理，

扎实推进解决，让广大市民更多地分
享新区发展成果，更好地感受到城市
的温度，不断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