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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宋迎迎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主任佟海燕主持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
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省委人大工作
会议精神，讨论研究了有关事项。
　　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工委区
委决策部署，紧紧抓住全过程人民
民主这条主线，学习借鉴先进经验
做法，聚焦全区中心大局，找准人大
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用好用活
法定监督手段，抓重点，求实效，努
力推动新时代人大工作与时俱进、
创新发展。

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扩大会议召开

佟海燕主持

　　□记者 陈蔚 

　　通讯员 徐杰 报道
　　本报讯 12月28日，中国船舶
集团第七一二研究所综合联调试验
室开工奠基仪式在新区举行。综合
联调试验室建成后，将具备数十兆
瓦等级综合电力系统试验能力，成
为国内功率等级最大、配套设施最
全、试验能力最强的综合电力系统
试验室。
　　综合联调试验室项目开工，将
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激
发新活力。为保障项目顺利推进，新
区将进一步优化服务“软环境”，使
出政策“硬招数”，精准服务企业，当
好 七 一 二 所 在 新 区 发 展 的“娘 家
人”。“作为青岛海西湾船舶海工产
业基地的服务单位，国内招商促进
中心将全力推进新区船舶海工产业
转型升级。”区国内招商促进中心主
任王信卿表示，下一步，将做好综合
联调试验室项目建设服务工作，并
加快推进七一二所大型特种电机产
业化、七一六所智慧海洋等项目开
工建设，为新区船舶海工产业转型
升级贡献力量。

中国船舶七一二所
综合联调试验室开工

校企合作之花结出产业硕果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殷世界 报道
　　本报讯 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
基于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院技术
支持，由西海岸新区国有企业融发集
团华鲁公司生产的130吨新型冷补料
于近日正式投入使用。据悉，这批新
型冷补料产品将解决新区冬季道路养
护的难点、痛点，也标志着双方深化产
学研合作、推动新材料产业化应用取
得重要突破。
　　冷补料是一种高科技道路修补材
料，适用于在任何环境下修补各种不
同类型的道路面层，在国内市政道路、
国省道、高速路修补中得到广泛应用。
　　融发集团华鲁公司相关技术负责
人介绍，在该技术出现之前，道路养护

通常采用热沥青混合料对道路坑槽进
行修补。然而，热料补坑对施工温度
有一定要求，在温度较低的情况下，热
料会快速固化，失去延展性，无法进行
摊铺压实。
　　如何发挥传统冷补沥青混合料易
性好等优势，弥补其存在黏附性能不
佳、抗水损坏能力差以及使用寿命较
短的局限？山东建筑大学交通工程学
院自主开发了高性能冷补混合料，通
过加强稀释沥青对集料的黏附性及抗
剥落性，从而保证冷补沥青混合料的
使用性能，解决了以往的质量缺陷，降
低了工程施工成本。
　　“目前，该产品在国内处于领先地
位，价格是国外同等质量产品的一半，
已有国道G216（-20℃）、日兰高速

G1151临沂段等工地修补3年完好的成
熟应用案例，未来发展空间广阔。”该
技术负责人表示，公司联合山东建筑
大学交通工程学院，深耕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首批生产
的130吨新型冷补料投入使用，将解决
西海岸新区冬季道路养护的难点、痛
点。 
　　据介绍，作为新型材料，此次冷补
料在新区落地、生产、应用，既是产学
研合作的“试验田”，又是国省道改造
的“新高地”。下一步，融发集团华鲁
公司将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与高校对
接，提高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让科研成
果在新区企业落地生根，增强企业核
心竞争力，匠心独具打造精品工程，更
好地服务新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12月28日，由《环球时
报》社、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和中国
经济新闻联播网联合主办的“2021中
国经济高峰论坛暨第十九届中国经济
人物年会”在上海举行。会上，青岛经
济技术开发区荣获“2021中国经济十
大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称号。
　　据悉，中国经济高峰论坛自2003
年起已连续举办19届。论坛以“聚焦经
济发展，评点新闻人物”为宗旨，是凝
聚海内外专家学者、弘扬中国企业家
精神、树立中国经济榜样人物的年度
经济盛会，已成为中国经济领域最具
含金量的活动之一。本届论坛以“新经
济、新格局、新征程”为主题，评选出
2021中国经济年度人物、中国经济十

大领军人物、中国经济十大最具投资
价值开发区等奖项。
　　其中，“2021中国经济十大最具投
资价值开发区”作为评选奖项在历届
论坛活动中首次出现，凭借在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和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
面的突出贡献，青岛开发区在诸多开
发区中脱颖而出，首获殊荣，进一步擦
亮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这块“金字
招牌”。
　　青岛开发区于1984年10月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1985年3月动工兴建，是
全国首批14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经
过30多年的开发建设，逐步发展成为
青岛市乃至山东省开放型经济发展程
度最高的现代化城区之一，综合发展
水平连年位居全国国家级经开区前

列、全省首位，获批国家生态工业示范
园区、国家智能化工业园区示范试点、
国家级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先
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连年获评“山
东省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青岛开发区始终坚持产业至上、
项目为王，全面推行链长制，以开放思
维、宽广视野谋划项目招引、产业发
展，系统推进建链、补链、强链工程，大
力提升区域产业链韧性和竞争力。未
来，青岛开发区将聚焦经济发展、“双
招双引”、创新创业、改革开放等主责
主业，努力建设高端产业集聚区、创新
发展先行区、绿色发展示范区、对外开
放引领区、营商环境样板区，全力打造
全国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标杆。

青岛开发区获评2021中国经济
十大最具投资价值开发区

　　□记者 王培珂 报道
　　本报讯 12月28日，由西海岸
新区政协书画院组织举办的“琅琊
画派”创建论坛在琅琊台学院举行，
来自国内的著名琅琊文化专家和书
画艺术家们围绕“琅琊画派”及琅琊
文化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论 坛 上 发 布 了“琅 琊 画 派 宣
言”，旨在充分挖掘琅琊文化等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吸收融合先进
文化理念，以书画艺术为主体，赓续
中华文化优秀血脉、弘扬中华文化
思想精髓，为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
信、打造中国书画艺术新辉煌贡献
琅琊力量。
　　此外，还举行了“琅琊画派创研
基地”签约仪式，海右珠山美术馆、
琅琊台学院等成为首批琅琊画派创
研基地，将以打造“琅琊画派”为核
心，围绕“琅琊画派”宗旨和任务，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为广大艺术家、艺
术爱好者、文化艺术机构等搭建创
作、研究、学习、交流、创新、发展的
平台和促进服务中心。

西海岸新区举办
“琅琊画派”创建论坛

（上接第一版）周安对企业取得的诸
多成绩表示肯定，并指出一定要坚持
科研创新，推动企业发展和产业升
级，进一步增强龙头企业引领带动作
用，助力新区制造产业提档升级。
　　下午，周安先后走访调研了青岛河
钢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胜汇塑
胶有限公司、青岛海达盛冷凝器有限

公司以及青岛西海岸万达广场。每到
一处，周安都与企业负责人广泛交
流，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发
展思路以及运营中遇到的困难。周安
指出，岁末年关将至，各项任务繁重，
企业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落实好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切实抓好安全生
产工作，共同营造安全稳定的发展

环境。
　　周安强调，企业与城市共生共
荣，是“命运共同体”。相关部门要主动
靠前服务，加强与企业衔接沟通，科
学谋划、精准施策，营造支持企业创
新发展的良好生态，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推动新区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
展。 

（上接第一版）积极协调海洋控股集
团，以“参股+赋能”的方式向明月海
藻集团注资2.6亿元，帮助其回购股
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扩大生产规
模；向聚大洋藻业集团注资5000万
元，帮助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助力企
业发展。“政府帮我们解决资金问题，
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攻克技术
难关。”聚大洋藻业集团相关负责人
说。 
　　“企业是珍珠，产业链就是一条金
线。唯有串珠成链，才能形成众星捧
月、集群发展之势。”夏秀彦说，新区
在做好已落地项目服务工作的基础
上，瞄准行业龙头企业，通过“走出
去、请进来”“网上会谈”“屏对屏网
签”等形式，鼓励龙头企业引进配套企
业、关联企业，多措并举筑牢人才“堡
垒”，提升产业链竞争活力。

　　“实行‘链长制’，就是要在全面梳
理产业链发展现状，掌握产业链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平台、关键性技
术、发展制约瓶颈等情况的基础上，分
别制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明确工
作计划和发展目标，让相关产业快速
发展。”夏秀彦说，链长办统一调度各
链条建立健全“五库一清单”，动态掌
握企业（或项目）推进情况，提供“一窗
受理、一站式服务、全流程跟进”服务，
支持企业做大做强。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载
体。今年1-11月份，新区九条产业链共
洽谈和招引重点项目208个，总投资
3068亿元，其中，签约和注册项目140

个，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962亿元，年
税收53.8亿元，用工3.4万人。
　　夏秀彦表示，新区将继续坚持招
引培育并重，高标准延链补链强链固
链。制定“一个图谱”和“N张清单”，定
向招商和靶向招引，打造有带动、有引
领、有辐射、有赋能的产业链生态。同时，
积极引导推动龙头企业与当地中小企
业之间的合作，引导联盟成员企业抱
团发展，加快形成创新协同、产能共
享、供应链互通的融通创新产业生态。
　　西海岸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
实施“一链一策一方案”，聚集科技创
新、金融服务、供地保障、人才保障等，
加快推动土地、资金、人力等优质资源
要素向产业集聚，实施“人才强链计
划”，按照产业链部署人才链、通过人才
链提升产业链的原则，打造线上招聘平
台，促进产业链与人才链融合发展。

新区企业与山东建筑大学深化产学研合作，首批生产的新型冷补料投用

坚持招引培育并重
当好企业“店小二”

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和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方面贡献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