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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11月6日，青岛地铁1
号线南段暨全线贯通顺利通过初期
运营安全评估预检查，标志着1号线
南段通过了专家“开通前最后一次
模拟考试”，向全线开通初期运营迈
出坚实一步。
　　本次初期运营安全评估预检查
邀请了上海市交通运输行业协会轨
道交通专业委员会的专家组成专家
组，在市交通运输局监督指导下，共
同对1号线南段车站、停车场、控制
中心等进行了全覆盖检查，就目前
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指导意见。针对
专家意见，青岛地铁将分解落实，
明确责任分工和整改时限，并举一
反三全面排查类似问题，加紧推进
1号线南段开通各项筹备工作，确
保线路试运行结束后达到载客标
准，争取以优异的试运行指标迎接
1号线南段暨全线高水平、高质量
开通。
　　据了解，1号线南段长约38公
里，设26座车站，自王家港站起至青
岛北站。按照目前进度，2022年春
节前夕，1号线南段可载客运行。南
段开通后，将接入已开通初期运营
的1号线北段(青岛北站至东郭庄
站)，形成全长约60公里、贯通青岛五
城区、跨海连接东西两岸的一条城
市轨道交通主“动脉”。

地铁1号线完成
“最后一次模拟考”

公交49路临时调流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11月8日讯 今天，记者从
真情巴士集团获悉，因马连路与团
结路路口封闭施工，公交车辆无法
正常通行，今起临时调整公交49路

（王台换乘站-观里村）线路走向。
  调整后的线路由王台换乘站发
车按原线路运行至石梁刘村委站后
经井头村内道路、茂山路、马连路、
团结路到达魏家庄站后恢复原线路
运行；回程调流线路相同。
  双向临时取消前二沟北、东法
家庄、前马连，共3处站点，井头站双
向调整至井头村北停靠。运营服务
时间及票价不变。

名镇名村串成线，绘就振兴新画卷
今年以来，新区“四好农村路”工程新改建和大中修公路已完工29条

　　□记者 刘腾 

　　通讯员 李杰 杜儒滢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海洋经济统计制
度创新成果评审会在青岛自贸片区召
开，全国首创的“青岛自贸片区海洋经
济统计制度创新成果”顺利通过专家
评审。
　　山东自贸试验区是国家唯一赋予
海洋特色的自贸试验区，全域位于西
海岸新区的青岛自贸片区肩负着打造
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助力海洋强国
建设的重要使命。
　　为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青

岛自贸片区联合青岛市海洋发展局，
围绕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涉海单位
名录建设、海洋经济运行监测等方面进
行海洋经济统计制度创新。此次通过的

“创新成果”在全国首次探索将海洋公
共管理服务、海洋上游相关产业、海洋
下游相关产业纳入海洋经济核算体系
设计，从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
护、海洋上下游产业链等领域全面反映
海洋经济活动全貌。其中，“三库三筛”
模式增加了建立“复筛库”的流程，优
化了涉海单位的认定模式，提高了涉海
单位认定的准确性、科学性及完整性。
　　会上，评审专家对海洋经济统计
制度创新工作一致给予高度评价，认
为青岛自贸片区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
可复制、可推广的海洋经济统计核算
创新模式，成果质量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填补了国内功能区海洋经济统计
核算制度空白，为完善国家海洋经济
统计工作提供了“青岛经验”。

　　近年来，青岛自贸片区坚持践行
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聚
焦海洋经济等优势领域，不断强化机
制创新和模式创新，大力发展海洋生
物医药、海工装备制造、航运贸易等特
色海洋产业，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
效显著。截至目前，青岛自贸片区承担
的18项涉及海洋经济的创新试点任
务，已有17项圆满落地实施；片区贸
易、投资、人才、资本、物流等便利化水
平持续提升，新增市场主体2.1万户，是
成立前总量的1.12倍；新增纳税主体
1.06万户，实现纳税主体总量翻番；新
引进世界500强投资项目23个。
　　以创建海洋经济统计核算体系为
基点，青岛自贸片区将按照国家、省、
市部署要求，继续推进东北亚国际航
运贸易中心建设，大力发展涉海先进
制造业，推动海洋领域科学研究，充分
发挥开放引领作用，推动海洋事业迈
向新台阶。

  青岛自贸片区在全国首创海洋经济统计核算新模式，
填补国内功能区海洋经济统计核算制度空白

为海洋经济统计提供“青岛经验”

　　□本报记者 董梅雪
　　本报通讯员 冉德平

　　日前，海青镇徐家尧村农村公路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忙
着铺筑基层，3台压路机发出阵阵轰鸣
声，不停地进行基层压实；满载拌和料
的16辆自卸车来回穿梭，将物料运至
施工路段。
　　这是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进一
步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出行困难事、
烦心事，努力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的一个缩影。

　　农民因路而富、农村因路而美、农
业因路而兴。新区坚持以建设“四好农
村路”为目标，逐步消除制约“三农”发
展的交通瓶颈，为乡村振兴提供交通
保障。
　　村村相通修好幸福路。今年9月，
戴陈路等一批农村路完工贯通，把路
修到了农民的家门口、心坎里，方便了
周边群众出行。产业带动修好致富路。
新区投资1.22亿元，实施22条乡村振
兴齐鲁样板道路提升工程，将城镇工
业园、瓜果生态园和旅游观光园等产
业连接起来，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美化环境修好美丽乡村路。今年

“四好农村路”建设项目覆盖泊里镇、
宝山镇等15个镇街，总长度93.6公里，
将油画小镇、海青茶园、乡村景区、后
石沟影视文化村等名镇名村串珠成
线，为农村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交通
支撑。把好质量修好平安路。严格落实
安全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进一
步完善公路安全设施，通过新建改建

农村公路彻底消除安全隐患，一条条
平安大道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美丽画
卷。 

　　前不久，一场农村公路养护“大摸
底、大排查、大提升”行动在新区展开。
利用100天的时间，摸清农村公路“家
底”，揪出管养体制机制流程等方面问
题，彻底解决制约公路养护管理水平
提升的各类因素，实现新区农村公路
提档次、上水平、展新貌。
　　为此，新区成立公路养护整治提
升工作专班，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引领
作用，强化部门联动机制。统筹30余个
成员单位，锚定目标聚合力、齐发力。
定期召开联席会议，部署农村公路建
设任务，研究管养制度落实，通报相关
进展情况。
　　今年，“四好农村路”工程新改建
和大中修50条公路。截至目前，已完工
29条公路，完成主体工程16条，完成总

工程量的52%，完成投资1.84亿元。

　　按照“县道县管、乡村道乡村管”
的原则，新区建立健全农村公路管理
养护责任制，出台《农村公路管理养护
权力清单》和《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
清单》，逐级明确职责。实行农村公路
目标责任制，形成20余项清单，有力解
决了监管能力不足、项目建设管理粗
放、主体责任落实权责不清等问题。
　　按照“分级管理、多方监督”的原
则，规范农村公路管理秩序，推行精细
化管理，建立由区、镇（街道）、村组成的
全方位“路长制”管理体系。健全区级
执法队伍、镇级监管队伍、村级护路队
伍等三支队伍，强化三级管理，压实责
任主体，确保“有路必养、养必到位”。
　　截至目前，全区13个区级、86个镇
街级以及600余个村级道路路长负责
制落实到位，确保了农村公路管养“全
覆盖”“无盲区”。

　　宽阔平整的“四好农村路”为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交通保障。
破解交通瓶颈促发展

摸清公路家底助提升

道路管养实现全覆盖

（上接第一版）韧性和竞争力；要聚焦
集约高效，重视资源的节约利用和要
素的精准供给，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
路；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
大人才和专家团队招引力度，深入推
进校城融合，全力做好人才保障服务
工作。
　　打好“攻坚突破年”收官战，必须
加快形成比学赶超、争先进位的局面。
要打造全国一流营商环境，优化企业
服务，同企业家交友交心，全力支持和
服务企业发展，促进“以商招商”；要提
升现代化的社会服务能力，加强政府
数字化建设，用心用情用力帮助企业
解决难题；要自我加压、千锤百炼，提
升主动担当、攻坚克难的能力，在项目
建设一线练本领、创佳绩，营造干事创
业的浓厚氛围。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全区上下要
统一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东重要指示要求，扎实落实
全市“项目落地年”和全区“攻坚突破
年”部署要求，拧紧时间发条，绷紧效
率之弦，持续发力、全力冲刺、接续奋
斗，推动新区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全
市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