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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蔚 报道
　　本报9月7日讯 今天上午，省
人大常委会以视频方式召开立法研
究服务基地、立法顾问和基层立法
联系点座谈会。新区设分会场收听
收看，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
佟海燕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当前地方立法工作
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加
强立法研究服务基地、立法顾问和
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是推动地方立
法的必然要求。要充分发挥基层立
法联系点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
的重要作用，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建
设成为民主民意表达的平台载体、
民主法治教育的学习课堂、密切联
系群众的桥梁纽带、展示人大工作
的重要窗口。在抓好立法质量的同
时要讲究效率，把基层群众对立法
的所思所盼所愿、对法规项目的意
见建议，原汁原味地反映上来，不断
厚植地方立法的民意基础。
　　会上，区人大常委会作为全省
区县级人大的唯一代表作了典型发
言，从工作开展情况、工作体会和工
作打算三个方面，汇报了全国人大
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实践经验。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曹雨婷 包永静 报道
　　本报讯 为推进全区就业工作
有力有序开展，9月6日，西海岸新区
人社局组织召开全区就业工作专题
会议，23个镇街分管领导和人社中
心负责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区人社局相关业务科室
负责人通报了2022年度综合考核指
标进展情况，传达了上级关于风险
防控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提出要进
一步加强实地勘验和风险防控，全
面推进全年各项考核指标任务，确
保全区就业形势保持稳定。
　　据了解，为促进全区居民更高
质量更加充分就业，今年以来，区人
社局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全面开展
高质量就业提质行动，创新推出系
列政策措施，开展系列就业服务活
动，打出稳岗扩岗促就业的“政策+
服务”组合拳。今年1-8月，全区城镇
新增就业6.14万人，位列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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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油田2022年最大新建原油增产项目组块陆地建造在西海岸完工

这个“大块头”，又是新区造！

垦利6-1CEP组块是渤海油田迄今为止最重浮托组块。

　　□记者 董梅雪
　　通讯员 仝明磊 报道
　　本报9月7日讯 今天，历时11个
月，我国第一大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
田 2 0 2 2 年 最 大 新 建 原 油 增 产 项
目——— 垦利6-1油田开发项目CEP组
块在新区完成陆地建造工作，标志着
垦利6-1油田开发建设取得关键进
展，为渤海油田高质量完成年度生产
经营目标按下“快进键”。
　　垦利6-1油田是我国渤海莱州
湾北部地区首个亿吨级大型油田，该
油田开发项目由垦利6-1油田4-1、5-
1、5-2、6-1、10-1北等一系列区块开
发项目构成。
　　本次建造完工的垦利6-1CEP组
块为装载有130多台套设备的8腿中
心处理平台，包括一座80人生活楼，
设计重量15500吨，相当于近两个埃
菲尔铁塔的重量，为渤海油田迄今为
止最重浮托组块。其上部组块总高度
约36.5米，超过10层居民楼的高度；
长68米，宽68米，投影面积相当于11
个篮球场大小。
　　该平台投产后将关联垦利6-1、
渤中35-2、渤中29-6等3个油田的8座
平台，助力渤海油田进一步打通渤海
南部油田群的“奇经八脉”，实现资源
利用最优化、区域开发效益最大化。
　　作为海油工程青岛场地全面实
行“工厂化”管理的首个组块，自2021

年9月开工建造以来，项目团队以陆
地建造完工最大化为目标，结合场地
大型吊机资源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施
工步骤，实施双层片预制总装工艺等
举措，有效提高了施工一体化程度。
并科学安排下层甲板关键设备到货，
避免设备侧装，大大提高了甲板片预
制和总装效率。同时，面对壳式生活
楼工序多、作业量大等诸多难题，项
目团队创新采用分段建造模式，减少
五分之三的吊装工作量，为推进组块
整体建造进度赢得了时间。
　　目前，项目团队正紧张有序开展
装船和出海的各项准备工作，多次组
织沟通会及专家审查会，提前识别风
险并全面分析，对作业设备、船舶及

人员进行全程管控，确保作业安全，
为垦利6-1CEP组块的海上安装和后
续投产奠定坚实基础。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打造世界一流海洋港
口，抢占海洋产业发展制高点，建设
人海和谐美丽海洋。海洋是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要地，也是新区最大的特色
和优势。船舶海工产业链是新区海洋
经济六大优势产业链之一，“十四五”
期间，新区将持续做大做强船舶海工
等六大产业链，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
业体系。此次垦利6-1CEP组块陆地建
造在新区完工，将为新区发展海洋高端
装备制造注入新的活力，为青岛打造引
领型现代海洋城市贡献新区力量。

　　□记者 李宛遥
　　通讯员 董璇 报道
　　本报9月7日讯 记者今天从西
海岸新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获悉，新
区目前已顺利完成2022年转业军官
选岗工作，新区36名转业军官完成
选岗。
　　今年，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创新
开展接收安置单位情况介绍会，让
转业军官详细了解各单位情况，有
效避免了盲目选岗。
　　选岗结束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将制定转业军官“辅导员”制度实施
方案，采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对转
业军官进行一对一辅导，让转业军官
快速适应地方生活、融入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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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娱乐新地标。
　　绵长的海岸线、优越的地理环境、
怡人的气候条件、完善的旅游设施、丰
富的功能业态，让灵山湾成为广大游
客的“网红打卡地”和新区的“第一会
客厅”。步履所及，处处皆景，近海亲
海，魅力绽放。
　　“过去，这里海滩侵蚀、杂物丛生，
私搭乱建、违规倾倒废弃物等现象时
有发生，哪有现在这样的好景致？”谈
起灵山湾的华丽蜕变，60多岁的灵山
卫街道白果树股份经济合作社居民李
世红告诉记者，“我们越来越深切地体
会到好生态能带来真金白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
　　近年来，西海岸坚持陆海统筹，推
动海洋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灵山湾全
要素雕琢湾区人文风貌，打造“车行观
海、骑行慢道、亲水步道、观景平台、休
憩驿站、视觉通廊”等要素，新改建道
路22.4万平方米，新增亲海广场2.85万
平方米，完善公共服务设施1.17万平
方米，建成灵山湾慢行系统。投资10亿
元打造占地1075亩的城市阳台和海水
浴场，日容纳客流量可达10万人次。

产业升级 百姓受益
发展与生态协调共进

　　偎依青山，望岛城锦绣；面朝大
海，观巨轮往来……甘水湾，蓝湾旅游
定制专线途经的一站，胶州湾西岸的
一个美丽渔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掩映在苍翠碧蓝之间，“这里是西海岸
隔海远望青岛前海风光的最佳位置，
现已成为了市民游客近海亲海的好去
处，尤其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和新
中国同龄的薛家岛街道甘水湾小区居
民薛清明告诉记者。
　　不同于现在的场景，过去的甘水

湾，岸线荒凉，养殖池遍布，居民靠海
不亲海，生态环境亟待修复。
　　在甘水湾生活了大半辈子，薛清
明也亲历了门前那片海岸的变迁，“小
时候海边一退潮，海螺、螃蟹等随便
捉，海里面海参、鲍鱼随处可见。”后
来，甘水湾搞起了水产养殖，各种水产
大棚和养殖池一拥而上，掩盖住了天
然的海岸线。2016年，西海岸率先开展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甘水湾也迎来了
重生，居民们拆掉了从前的养殖池，在
各级政府的积极引导扶持下进行产业
转型，现在已经有部分居民实现了在
周边企业就业，还有的居民做起了水
产干货加工销售。“蓝湾整治不仅给居
民们提供一个亲海去处，还带动了旅
游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我们这赏
风景、尝海鲜。”薛清明说。
　　在西海岸，“最美海湾”带来的溢
出效应有着更蓬勃体现。
　　9月3日晚，刘德华线上演唱会“把
我唱给你听”最终观看人次超过3.5亿。
此次直播在打破平台直播纪录的同时，
也让本场线上演唱会的直播地点———
灵山湾畔的青岛东方影都再次“出圈”。
　　当前，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总建
筑面积540万平方米，建有40个国际标
准摄影棚、32个置景车间和亚洲最大
的虚拟拍摄制作平台。《流浪地球》《刺
杀小说家》《独行月球》等影视作品均
在这里拍摄。
　　“最美海湾”如何实现高质量发
展？灵山湾以电影这一“无烟工业”给
出了一个高分答案。近年来，青岛东方
影都已累计接拍影视作品200余部，票
房超过163亿元。截至今年上半年，新
区备案影视作品已超过200部，“青岛
出品”崭露头角。灵山湾文化区集聚影
视企业近760家，包含五洲发行、宝荣
宝衣等20余个头部影视企业。

城湾共生 久久为功
渐进式打造最美海湾

　　近年来，一个又一个新地标在灵
山湾畔矗立崛起，共同串联成了西海
岸新区的城市发展新图景。灵山湾“最
美海湾”的建设者之一，参与过新区多
个大项目建设的青岛海洋投资集团项
目经理相文东讲述灵山湾蝶变时，言
语中透着自豪和期待。“灵山湾如今有
东方影都、京东方等越来越多的大项
目落地，更凸显了它的价值。”相文东
眼中的灵山湾正不断汇聚着灵气和人
气，“我们打造‘最美海湾’的过程是渐
进式的，全力保留灵山湾畔的自然风
貌，在把握整体风格的同时，又从小处
着眼，注重整体的和谐统一。”
　　灵山湾蝶变的背后还有一组生态
数据让人振奋：近岸海域优良水质面
积占比连续多年达100％；灵山岛森林
覆盖率达80％，有300多种候鸟迁徙，
成为名副其实的“负碳海岛”；灵山湾
砂质岸线等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周边
2500公顷海域设为皱纹盘鲍、刺参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获批建立6
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然而，如何将“最美海湾”的生态

“颜值”变成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
西海岸新区还在继续求索，久久为功：
探索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修复和
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试点建设海
湾管理信息系统，建成全国首个智慧
海洋管理平台和海洋大数据中心，实
现沿湾综合管控“蓝色天网”；打破部
门之间隔离，探索实施湾长制；编制《青
岛西海岸旅游指南》，让更多市民游客

“一书在手，旅程无忧”……西海岸将沿
着这条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最终实
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