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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谭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党
外代表人士素能提升培训班暨“凝
心铸魂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主
题教育学习班在南京举办。
　　本次培训班坚持高起点、高层
次，邀请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南京
大学、南京市委党校的专家学者授
课，聚焦党外代表人士思想政治引
领和素质能力提升，结合“凝心铸魂
强根基 团结奋进新征程”主题教
育，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辅导，
围绕党外代表人士的职责使命与能
力建设、统一战线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当前国际形势与国家安全等
开展学习，帮助参训学员进一步凝
聚思想共识，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履
职能力，强化使命担当。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在今后工
作中结合实际、学以致用 ，勇立潮
头、主动担当，争做各自行业领域发
展的领头人，积极助力新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谭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红十
字会在隐珠街道双珠路社区召开镇
街红十字会基层组织和博爱家园建设
工作现场会，全区23个镇街红十字会
和19个博爱家园参加了会议。
　　会上，隐珠街道红十字会、黄岛
街道红十字会和泊里镇红十字会，
以及隐珠街道双珠路社区博爱家园
和珠海街道牌坊街社区博爱家园分
别作了工作经验交流。并为滨海街
道融合路社区、王台街道徐村、珠海
街道小台后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珠
海街道牌坊街社区和珠海街道辛庄
股份经济合作社等5个新增博爱家
园进行授牌。
  今年以来，区红十字会大力加
强基层组织建设，对基层红十字会
年度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实施百分制
评价，基层组织活力明显增强。

新区举办党外代表
人士素能提升培训班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深化作风能
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青岛自贸片
区近日举办锋媒驿站启动仪式暨优
化营商环境媒体观察员聘任活动。活
动中，锋媒驿站揭牌启动，来自中央
和省市区媒体的10名媒体人受聘成
为营商环境媒体观察员，并为首批媒
体新闻联络点企业代表授牌。
　　“营商环境好不好，媒体是最敏
感的观察哨、监测点和风向标。我们
建立营商环境媒体观察员队伍，就是
要发挥媒体监督作用，为营商环境

‘把脉听诊’，对服务短板‘挑刺’‘找
茬’，让我们的服务更加精准、营商环
境更加优化。”青岛自贸片区工委委
员、管委副主任隋斌表示，希望媒体
观察员珍惜荣誉，认真履责，深入企
业调查研究，用眼睛发现真问题、反
馈真情况，用耳朵听实情、听建议，用
声音建言、释疑，用智为发展建言献
策，用情宣传典型经验做法，用心讲

好营商环境故事。同时，青岛自贸片
区对于观察员及企业提出的意见建
议，将强化监督问效，确保观察员意
见建议得到落实。
　　作为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
重要组成部分，锋媒驿站的设立，将
整合更多服务发展的资源要素，架起
媒体与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企业沟通
的桥梁，让驿站成为媒体朋友们开展
宣传的“窗口”、开展工作的阵地、活
动交流的“家”。
　　媒体观察员们纷纷表示，将认真
履责，聚焦热点领域，收集并反馈意
见建议及破坏营商环境的问题线索，
监督政府部门工作，积极深入企业调
查研究，了解企业诉求，对青岛自贸
片区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及重大
改革举措等提出意见建议。
　　青岛自贸片区始终把优化营商
环境摆在突出位置，坚持以制度创新
为核心，聚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
利化，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率先

在全国探索实施商事主体登记即认
制、“自贸+”定制服务等便企利企举
措，一系列改革举措有力激发了各类
经营主体活力。三年多来，新吸引了
2.95万户企业主体、1.56万户纳税主
体来区投资兴业，企业活跃度86.5%，
高出75%的“非常活跃”基准11.5个百
分点。
　　今年以来，为深入落实市委、市
政府关于“深化作风能力优化营商环
境”的部署要求，青岛自贸片区出台
专项行动方案，组织开展了评选“筑
区工匠”、聘任“营商环境出卷师”和

“优化营商环境体验官”等活动，加速
推进营商环境、作风能力、发展质量

“三大提升”。
　　下一步工作中，青岛自贸片区将
继续擦靓“才安企顺”“法润自贸”等
服务品牌，建立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
机制，着力深化营商环境改革，不断
提升经营主体满意度和获得感，打造
企业和人才成功的摇篮。

区人社局在全市率先推行企业职工档案预审服务机制

档案提前“审”，退休“不卡壳”
　　□记者 张静 报道
　　本报讯 为做好新区企业职工
档案预审服务，持续优化新区营商
环境，今年，西海岸新区人社局在全
市率先推行企业职工档案预审服务
机制，由企业劳资人员对临退职工
档案进行信息初审，并与区人社局
建立工作联动，精准筛选推送临退
职工数据信息。通过集中办理与预
约办理、线上办理与线下办理相结
合，提升临退职工退休手续审批效
率，不断增强办事群众的满意度和
获得感。

　　6月21日，区人社局组织召开企
业职工档案预审服务现场会。会上介
绍了新区企业职工退休档案预审制
度，瑞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青岛西
海岸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工
作人员就本企业档案预审工作开展
情况做了交流发言。区人社局业务宣
讲骨干对参会企业代表就档案预审
范围、预审内容、预审机制、预审流程
进行了现场培训。
　　“企业职工档案预审机制可以早
发现、早处理临退职工办理退休手续
时可能出现的问题，避免因材料缺

失、信息不规范等造成的审核时间
长、待遇领取不及时，实现即办即
结。”区社保中心工龄认定科负责人
张涛介绍道。
　　下一步，区人社局将牢牢抓住工
作主动权，进一步扩大企业职工档案
预审范围，主动联系有需求的参保单
位，想方设法为企业和群众解决烦心
事，让“阳光社保温情服务”工作品牌
深入民心，充分展现“人社速度”“人
社温度”“人社力度”，进一步提升新
区人社服务质量和水平，助力优化新
区营商环境。

青岛自贸片区锋媒驿站揭牌，10名营商环境媒体观察员受聘上岗

请媒体“把脉”，给服务“挑刺”

新区又添5个
博爱家园

  （上接第一版）

　　实现“0的突破”有多难？从“深蓝1
号”的诞生或许能够感知一二。
　　“深蓝1号”周长180米、高75米，其
中网箱高度30米，养殖水体约5万立方
米，设计年养鱼产量1500吨，可以同时
养殖30万尾三文鱼，为世界最大的全
潜式深海养殖装备。早在2014年，万泽
丰渔业有限公司就携手中国海洋大学
董双林专家团队开启了养殖和装备制
造的双重探索。
　　然而，在低纬度海域，利用底层冷
水团养殖三文鱼属于全球技术难题，
跨出的每一小步，都步履维艰。
　　2018年6月，“深蓝1号”下水启用。
然而不到半年时间，就因设计建造缺
陷问题，导致网箱网衣出现破裂，眼看
就要成鱼收获的近30万尾三文鱼顷刻
逃逸，不仅为企业带来了损失，也推迟
了三文鱼上市计划。最终企业决定起
浮回港，将“深蓝1号”进行修复改造。
　　2019年7月，“深蓝1号”修复改造
完成，成功复装；再次投入新一批10.5
万尾三文鱼鱼苗，进入规模化养殖阶

段。在“深蓝1号”和养殖工船改造、陆
基养殖场建设等方面进行持续探索之
时，作为民营企业的万泽丰资金告急。
　　在企业完成路径技术探索，需大
规模推广发展的关键时刻，西海岸新
区通过混改成立国企控股公司，搭建
合作新平台，及时解决制约企业发展
的资金问题。
　　在前期探索实践的基础上，2020
年8月，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批
复同意建设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
试验区，这一项目被提升到国家战略
层面。在试验区建设的关键时期，山东
海洋集团全面挺进深远海开发，为试
验区开发建设注入了澎湃动力。2021
年2月24日，新区与山东海洋集团、青
岛市海洋发展局就共建试验区项目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5月17日，山东海洋
集团全资设立山东深远海发展有限公
司；6月底，山东深远海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万泽丰集团、青岛海洋投资集团
三方共同设立合资公司，成为试验区
开发建设的运营管理主体，进一步加
快推进试验区开发建设。
　　“试验区开发建设的大幕已经拉
开，强强联合、国民共进的新格局已经
形成，必将加快深远海开发建设的步
伐。”赵英民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
　　离开青岛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
验区，登上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
业大型养殖工船——— “国信1号”。吸
鱼、预冷、分拣、冰鲜等工序有序运行，
仅需45分钟，即可将起捕的大黄鱼装
箱运出……2022年5月以来，“国信1
号”船载舱养的大黄鱼陆续起鱼上市。
一年来，“国信1号”历经舟山、威海等
锚地作业养殖，累计航程近7000海里，
首期试产深远海高品质大黄鱼1200余
吨。“国信1号”创新了海洋渔业生产方
式，打造了一座移动的“海上牧场”，标
志我国深远海大型养殖工船产业实现
了“从0到1”的突破。今年5月，国信养
殖工船新一代标准化船型———“国信2
-1号”“国信2-2号”15万吨级大型养殖
工船建造签约。
　　水产种业是现代渔业的“芯片”，也
可以看作现代渔业产业链的“前端”。
　　陆域研发培育基地307亩、岩礁池
保种试驯基地101亩、海域生态养殖基
地11625亩……位于琅琊镇的中国北

方海洋种业繁育中心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项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引进6个
海洋育种项目。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成
为北方最大的海洋种业繁育中心，为
实现种业振兴、打造“蓝色粮仓”提供
支撑。目前，项目已吸引7家科研院所与
各海洋苗种培育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前端”发力的同时，新区还聚力做
强现代渔业的“后端”，双向同频共振。
　　目前，总投资330亿元的中国北方

（青岛）国际水产品交易中心和冷链物
流基地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该项目一
期冷库（库容15万吨）和二期冷库（库
容10万吨）均已投入使用，三期冷库

（库容20万吨）预计今年建成。项目全
部建成后，将汇集全球水产品、肉类等
冷冻食品，成为东北亚最大的交易、集
散、中转和仓储中心。项目达产后，将
联动精深加工、渔船修造等产业链，提
升青岛渔业国际竞争力，成为半岛乃
至全国海洋渔业经济的新引擎。
　　践行大食物观，向江河湖海要食
物。新区渔业“国字号”项目麇集，覆盖
全产业链，渔业发展空间大幅拓展，现
代渔业的“西海岸样板”愈发芳容明
艳。未来，新区将继续大力发展海洋种
业，加快探索发展近、远海养殖新模
式，“耕海牧渔”的新时代徐徐开启。

>>国民共进<<
携手探索深远海绿色养殖

>>双向发力<<
打造现代渔业“西海岸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