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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讯 日前，西海岸新区印
发《关于加快建设国家海洋科技自
主创新领航区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实施意见》），围绕创新空间、主
体、动力、能力、机制、环境等六个方
面，厘清“十四五”期间科技创新发
展思路和任务措施，以科技创新赋
能新区高质量发展。预计到2025年，
西海岸新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
投入年均增长12%以上，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达1500家，登记技术合同成交
额突破100亿元，打造全国知名的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基本建成国家海
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
　　《实施意见》指出，将优化创新
空间，构筑开放创新强磁场。增强古
镇口和海高区作为海洋科学城核心
承载片区“一核”的引领带动作用，推
动唐岛湾金融科创区和灵山湾影视
文化产业区“两湾”联动支撑，打造
轴带贯通的自贸科创走廊和滨海科
创走廊，加快各大功能区“多园”竞相
发展。到2025年，构建起科学合理的

“一核两湾两廊多园”空间布局，提升
科技创新能级和产业链集聚效应。
　　做强创新主体，着力培育科技
创新生力军。推进高校院所“区校

（所）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特色发展
优势互补、高企和科技型中小企业
梯次培育。到2025年，新增市级以上
新型研发机构1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达到5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达到30家。
　　增强创新动力，提升产业技术
支撑水平。谋划推进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建设重大创新平台，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以政策激
励和大数据平台激发科技成果转化
活力，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到2025年，新增市级以上科技
创新平台100家左右，实施核心技术
攻关100项，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30件。
　　提升创新能力，疏通产研双向
链接快车道。以科技赋能深耕海洋
经济发展，以技术突破驱动先进制

造业升级，以动能转换促进“四新”
经济跃升，细分产业目录，围绕产业
链精准导入配套企业和创新资源，
支撑重点产业链加快发展。到2025
年，海洋生产总值总量实现翻番，形
成3个千亿级、3个五百亿级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四新”经济增加值占
生产总值比重达35%以上。
　　完善创新机制，提升创新体系
整体效能。健全科技创新评价指标
体系，推进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探索
科技项目管理新机制，有效提升科
技创新项目和资金的聚集度；聚焦
绿色发展重大科技需求，加快构建
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优化创新环境，营造更具创新活

力生态圈。精准集聚科技创新人才，
到2025年人才总量达到100万；实施
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强
化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加强知识产
权运营和全链条保护，促进知识产
权价值实现；优化航运海事等“向海
经济”发展支撑，增强区域创新服务
能力，提升区域创新密度和浓度，形
成良好的区域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下一步，西海岸新区将落地落细

《实施意见》，以集聚创新要素和增
强原始创新能力为主攻方向，以海
洋经济科技创新为特色，加快产业链
创新链融合发展，全力打造科技创
新驱动的新引擎、技术成果转化的
新高地、区域创新发展的新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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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海控集团顺利
完成“易企银”平台试点工作，完成
启动资金2.7亿元缴存，并完成首笔
借款发放，标志着新区国有控股集
团首个债务风险防控“资金池”正式
落地。
　　据了解，“易企银”平台是由区
国资牵头，海控集团主办设立的区
国有企业资金使用管理平台，首期
启动资金规模为3亿元，平台募集资
金专项用于各持股公司短期资金周
转及到期债务偿还，旨在提高区属
国企临时性闲置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区属企业整体对外融资债务规模
和财务成本，防范企业短期流动性
风险，保障新区国有经济健康稳定
发展。

新区首个国企债务
风控“资金池”落地

承灾体风险普查
为公路安全“上保险”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李国华 报道
　　本报讯 近日，新区交通运输
局圆满完成了全区范围内公路承灾
体风险普查数据采集任务，实现了

“数据填报完成率100%、数据填报合
格率100%”的阶段性成果。
　　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全区所
辖普通国省道350.114公里、93段，农
村公路1680.3公里、2279段，桥梁668
座普查任务，发现冷家窝洛-河北庄
崩塌、下村-库山沟水毁、夏家庄-拓
涧崩塌等灾害点10个。公路设施属
性信息和崩塌、滑坡、沉陷与塌陷、
水毁等自然灾害风险点信息录入工
作正在进行。
　　普查成果将对科学编制全区交
通建设规划，最大可能避开自然灾
害高风险区，降低公路水毁灾害风
险，发挥指导引领和预防警示作用。
同时对提高公路突发灾害应急处置
水平，提高风险点动态精细化管理
能力，建立公路保通保畅保安全的
常态化预防机制，提供了准确可靠
的基础数据支撑参考。

  西海岸新区印发实施意见，六大方面发力打造全国知名区域科技
创新中心，提出到2025年基本建成国家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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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蔚 

　　通讯员 黄年吉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区发改局
获悉，省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
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组织
开展了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
目遴选工作，并下发《关于公布2021年
度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重大产业
攻关项目名单的通知》。新区申报的2
个项目成功入围，数量位居青岛各区
市首位。
　　此次遴选通过公开征集、专班初
审、信用查询、专家评审、尽职调查等
程序，研究确定了全省62个拟支持的
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其中，新区入围的
项目分别为海信激光显示股份有限公
司申报的集成化高功率显示用半导体

激光器封装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青岛海发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申报的影视制作工业化生产技术
平台项目。
　　其中，集成化高功率显示用半导
体激光器封装技术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将突破激光器封装技术关键技术瓶
颈，实现系统化、集成化、自动化高功
率可见光激光器的封装制备，填补国
内激光器封装技术领域空白。同时，该
项目计划研制出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
超高清全色激光电视整机。项目投产
后，预计将增加销售收入3.2亿元，增加
纳税额602万元。
　　影视制作工业化生产技术平台项
目将开发虚实融合实时预览系统，让导
演可以在特效电影拍摄现场看到实时

合成效果，从而有效解决影视创作团
队沟通时间长、表演与后期制作分离
等问题。项目投产后，预计将增加销售
收入3000万元，增加纳税额500万元。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
项目旨在加快突破一批‘十强’产业领
域核心关键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
工程技术协同攻关，加速重大科技成
果转化落地，推动‘十强’产业高质量
发展。”区发改局新旧动能转换科负责
人郭亮介绍说，区发改局将继续履行
项目主管部门职责，加强课题项目攻
关全过程监管，强化服务保障，及时协
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困难及问
题，确保攻关项目顺利完成绩效目标，
加快抢占产业制高点，确保高质量完
成预期攻关绩效目标。

新区两个项目入围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产业攻关项目名单

强化技术攻关，抢占产业制高点

  预计到2025年，新区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
长12%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达1500家，登记技术合同成
交额突破100亿元，打造全国知名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基本
建成国家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

 ●精准集聚科技
创新人才，到2025年
人才总量达到100
万；实施科技金融
和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强化科技创新
金融服务。

　●到2025年，海洋
生产总值总量实现翻
番，形成3个千亿级、3
个五百亿级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四新”
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
值比重达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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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5年，新增
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
台100家左右，实施核
心技术攻关100项，每
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3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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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起 科 学 合 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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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空间布局，提升
科技创新能级和产
业链集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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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2025年，新增市
级以上新型研发机构
1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
微企业达到5000家，国
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达到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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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方面发力，助推科技创新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日前，我区2021年度
转业军官安置岗位公开选择会举
行，67名转业军官参加。
　　此次公开选岗会以“妥善安置、
合理使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的
原则，坚持以服役时间越长、贡献越
大、安置越好为导向，按照“四公开
一监督”组织选岗，转业军官人数与
岗位数比例达1：1.2，确保每位转业
军官都能选到满意的单位。据悉，选
岗后，新区相关职能工作单位将为
转业军官提供开具工作介绍信、向
接收单位转递档案等服务，扎实推
进转业军官安置工作由接收好、安
置好向使用好、发展好提升转变。

67名转业军官
进行公开选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