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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7月25日讯 今天上午，以

“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新生态”为主题的
第七届“中国财富论坛”西海岸新区高
峰论举办。
  本次论坛由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
主办、《财经》及《财经智库》承办。会
上，受邀嘉宾分享了最前沿的金融生态
建设和金融科创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资
讯，阐述了金融科技在提升金融服务
效率、实现数据支持和资本转化、强化
金融风险防范等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助力西海岸新区早日建设成为具有全
国竞争力的金融科创区。
　　《财经》杂志执行主编、《财经智
库》总裁张燕冬说，以大数据为代表的
新技术运用推动了整个金融业向数字
化方向转型，科技创新与业务场景的
深度融合为金融服务带来了新机遇，
金融科技正在重塑金融行业生态。金
融机构应积极探索科技创新对产业的
赋能，以更高的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的

发展，同时筑牢数据安全防线，构建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等协同发
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
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
用探索日益成为热点，金融科技已成为
金融业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西海
岸新区作为“财富青岛”建设的重要发
展载体，在金融科技应用、金融开放创
新等多个方面发挥了积极促进作用。
　　2021年，新区规划建设了唐岛湾
金融科创区，大力引进各类强科技属
性金融科技项目，其中已有3个项目落
地，4个项目正在推进中。同时，实施
科技创新和绿色金融创新，率先启动
中欧绿色投融资示范区建设，拟在新
区布局全国最大最全ESG数据库、国际
绿色专业智库、国际绿色投融资数据
中心、绿色信用评级中心、国际绿色投
融资领袖培育基地、国际绿色金融科
技创新基地，打造千亿级国际绿色产
业集群。

　　除依托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对标全
国先进金融科创集聚区之外，西海岸
新区还拥有金融科技发展的沃土。
　　截至目前，西海岸新区拥有上市
企业17家，占全市的四分之一强，重点
拟上市企业13家，集聚金融机构237
家，备案基金管理公司48家，备案基金
产品151支，基金规模达705.65亿元，存
贷款余额达5870亿元，新旧动能转换
不断加快，集聚市级以上创新平台500
家、国家级创新创业载体25家；规上企
业2543家，其中规上工业企业866家。
交通银行航运金融中心、中路财险航
运事业部等特色专营服务机构持续发
力，服务实体经济成效显著。
　　下一步，西海岸新区将继续发挥
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试验田”作用，
以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建设为引领，探
索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加快集聚
新兴金融业态，增强金融改革内生动
力，打造金融科技创新高地，为中国财
富管理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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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赋能金融新生态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韩洁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进西海岸
新区与定西市岷县东西部劳务协作
工作，近日，岷县县委常委、县政府
常务副县长刘定顺一行来新区考察
东西部劳务协作用工情况。
　　考察组听取了两地东西部劳务
协作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并对新
区劳务协作工作表示认可，会后还
为“岷县驻青岛西海岸新区劳务工
作站”揭牌。
　　随后，考察组一行前往梧桐树
人才生态产业（青岛）有限公司，就
东西部人才交流合作展开座谈，并
为梧桐树人才生态产业（青岛）有限
公司揭牌。座谈结束后，考察组一
行前往海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考察了解企业用工需求、职工工
资及福利待遇等情况，并询问了解
岷县脱贫实习生情况。据统计，目
前共有254名定西籍务工人员在新
区9家重点企业就业、实习。
　　另悉，西海岸新区—岷县对口协
作脱贫人口就业技能培训班已于日
前在岷县圆满结束。来新区就业是
岷县312名脱贫农村劳动力在参加就
业技能培训班时的一致愿望。目前，
新区16家重点企业的800余个优质就
业岗位静候岷县务工人员的到来。

岷县驻西海岸
劳务工作站揭牌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7月24日，青岛红树林度假
世界第三届海洋光影狂欢节开
幕。本届光影狂欢节相较前两
届增加了更多亮点，融合声、光、
电、水、雾、冷焰火等元素，配以
先进的“5D全息投影+多维激光
+威亚特技”等科技手段，在虚
幻和真实中再现城堡奇观。青
岛红树林度假世界通过开展一
系列夜间旅游活动，延长游客旅
游时间，实现餐饮、住宿以及其
它消费的成倍增长，全面激活夜
游经济，助力西海岸打造“旅游
夜生活聚集区”。

光影狂欢
扮靓夏夜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7月25日讯 今天，记者从区
应急管理局采访获悉，自2020年4月份
以来，大量危化品无储存经营企业进
驻新区落户兴业，企业数量由145家激
增至1200余家，贸易额突破300亿元。
　　区应急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分析，
危化品无储存经营企业的蓬勃发展，
主要得益于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尤其是2020
年4月份以来，该局全面放开危化品无
储存经营许可并推行危化品行业“宽

进、快办、严管、便民、公开”审批服务
模式，通过许可流程再造、审批时限压
缩、现场审查取消、经营场所放宽等措
施，进一步助推危化品无储存经营企
业在新区落地生根。
　　据悉，区应急管理局不断优化行
政审批服务模式，取得了一系列瞩目
的成绩：危化品无储存经营许可首次
申请审批时限由法定30个工作日压缩
至5个工作日，变更申请审批时限由法
定10个工作日压缩至1个工作日，行政
审批时限全省最短；率先在全省取消
现场审查环节，改为由企业做出经营
场所符合要求的承诺，对经营场所未
发生变化，历次安全检查中未发现事
故隐患或者对发现的隐患已全部整改

的企业，可以直接办理延期换证手续；
危化品经营企业变更企业名称、主要
负责人或注册地址等事项纳入“秒批”
服务清单，实现“零跑腿、零排队、不见
面、全自动”政务服务的新模式……营
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不断优化为市场
主体带来了满满的获得感。
　　为规范危化品无储存企业安全管
理，区应急管理局率先在全省实行“互
联网+安全监管”模式，并专门开发了
新区危化品信息化监管平台，将所有
许可企业纳入平台进行动态监管。“互
联网+安全监管”模式，不仅切实加强
了行政许可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同时
也倒逼严格规范执法，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

新区危化品无储存经营企业增至1200余家，贸易额突破300亿元

“宽进快办严管”，企业扎堆落户

  □记者 李涛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主动服
务意识，提升统计服务水平，近日，
区统计局创新统计服务模式，推选
21名统计干部担任联络员，与各大
功能区、镇街、有关部门、国企结成
定向联络对象，开展“点对点”联络
服务，统计服务成效明显。
  为提升统计服务的精准性，区
统计局将功能区、镇街、有关部门、
国企按照区域和专业进行划分，由
联络员以包干服务的模式，开展精
准统计服务。各服务对象在开展统
计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可随时向联络员提出统计咨询，属
联络员职责范围的，及时帮助解决，
职责范围之外的，按流程进行转办，
职责范围不明确的，由分管领导进
行协调解决，实现统计咨询服务无
缝衔接。
  统计工作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统计服务是统计工作的最终落脚点。
通过“点对点”定向联络服务，该局对
统计服务的办理流程、服务态度等方
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有效解决了当前
统计服务存在的问题，使统计服务更
加规范、更加高效。
  区统计局还设立监督举报电
话，对“点对点”定向联络服务进行
跟踪监督，并将服务成效与联络员
季度考核挂钩。对统计服务不到
位、造成不良影响的，依规追究联络
员责任，营造统计服务良好氛围。

21名统计联络员
“点对点”精准服务

  （上接第一版）结业式上，海洋高
新区、区教育和体育局、红石崖街道3
个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围绕本次读书班
学习主题作交流发言。
　　本次读书班、学习班于7月19日至
23日在工委党校举行。其间，学员通

过集中自学、专题研讨和集中交流等
方式，持续深入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专心研读
党史，进一步统一了思想认识，坚定了
信念信心，汲取了强大奋进力量。
　　工委区委常委，区人大常委会、管

委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各大
功能区、指挥部有关负责同志，工委区
委各部委、区直各部门（单位）党政主
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工）委主要负
责同志，区属国有企业党委主要负责
同志等参加结业式。

（上接第一版）发展相互贯通、相互
协同、相互促进的战略性举措。对
发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
作用，建立城市为节点、行业为支
点、企业为重点的推进机制具有重
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