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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雪
　　通讯员 高军 报道
　　本报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发
布了150家企业重点实验室名单，全
市共有5家企业上榜。其中，西海岸
新区企业康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康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批“农
业农村部兔良种繁育重点实验室”。
该企业目前已搭建集良种繁育、标准
化养殖、屠宰加工和饲料生产等于一
体的全产业链体系，是亚洲肉兔产业
体系最完整、综合技术水平最高的企
业，连续多年兔肉出口占全国总量的
70%以上，是中国兔行业的领航者。明
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获批“农业农村
部海藻类肥料重点实验室”。明月海
藻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海藻酸盐生产
企业，主导产品海藻酸盐国内、国际
市场占有率分别超过40% 、30%。
　　近年来，区农业农村局不断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培
育涉农科技领军企业，高效发挥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
带动作用，引领乡村产业升级发展。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西海岸新区企
业青岛万基万工具有限公司顺利通
过山东凯萨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同线
同标同质（简称“三同”）工业产品认
证，成为新区首家获得“三同”认证
企业。
　　“三同”产品，是指按照相同标
准、相同质量要求在同一生产企业
生产，既能满足境外特定目标市场
要求又可内销的产品。通过“三同”
认证的企业，在认证有效期内，可在
产品上施加“三同”产品认证标志，
用于“三同”产品的识别和宣传，有
助于提高企业知名度，帮助企业开
拓国内市场。
　　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继续
发挥认证引领作用，助力新区企业
拓展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实现内外销有效衔接，推动内
外市场衔接联通与一体化发展，激
发企业的主体积极性，助力新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 龚鹏
　　通讯员 王积旭 报道
　　本报讯 为拓展科技企业融资
渠道，助力辖区企业高质量发展，近
日，古镇口核心区举行科技企业投
融资辅导专题培训，宸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34家科技型企业参加。
　　据悉，本次培训邀请了点金投
资创始人王允准、浦发银行青岛高
新科技支行行长陶磊围绕成长期科
技型企业股权架构设计、股权融资
策略、疫情后企业创新发展的机遇
与挑战等进行专题培训辅导。
　　近年来，古镇口核心区不断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进创
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
融合，新培育高新技术企业14家，瞪
羚、独角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4家，规上企业43家。

新区2家企业获批
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

新区首家企业
获得“三同”认证

加强投融资辅导
助科技企业创新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发布公告，对拟认定的2023年
度山东省瞪羚、独角兽企业进行公示，
青岛聚大洋藻业集团有限公司等28家
新区企业入围瞪羚企业名单，拟认定
数量全市第一，占全市总数的23.9%。
　　今年以来，区工商联（民发局）多
举措做细做实山东省瞪羚、独角兽企
业培育工作。年初即开展新经济高成
长企业挖潜工作，从高新技术企业、
新经济潜力企业、招商引资项目中梳

理挖掘成长速度快、创新能力强、专
业领域新、发展潜力大的企业，充实
到培育库中，目前培育库内企业达到
120多家。对纳入培育库内的企业全
面梳理是否符合瞪羚、独角兽企业申
报条件，逐一落实企业申报意愿和基
本指标，指导企业根据申报通知要求
提前准备相关佐证材料，全面摸排培
育库内企业情况。同时，将培育企业
根据注册地分包到功能区和镇街，与
功能区和镇街时刻保持信息对称，共
同护航企业发展。通过政务网、公众

号等渠道全方位、多角度宣传瞪羚、
独角兽企业申报条件和扶持政策，上
半年组织拟申报企业参加了6场线上
线下政策宣讲会，通过专题调度、现
场调研、一对一辅导企业完善申报材
料。今年有48家企业参与了申报，创
历史纪录。
  此外，区工商联（民发局）还定期
摸排培育库内企业需求，聚焦企业发
展需求，部门协同，通过金融赋能、市
场拓展、供需对接、技术合作等措施，
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2023年度山东省瞪羚、独角兽企业公示名单出炉

新区28家企业入选省级瞪羚企业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包永静 报道
　　本报讯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在官网发布题为《市场机构助
力稳就业促就业》的文章，对全国范围
内帮助劳动者求职就业的一系列行之
有效的经验做法进行了梳理展示。青
岛西海岸新区企业山东大焊服务外
包有限公司作为帮扶重点群体就业
增收的典型，也被收录在文章中，并
获得高度赞誉。
　　据悉，山东大焊服务外包有限公

司以促进农村劳动力技能就业为导
向，提供焊工培训+制造业技工外包
服务。在打造焊工人才队伍方面，通
过开办焊培中心，开发焊接培训课程
体系，免费向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指
导、技能提升、定向安置、就业保障等
一站式服务，年度线下免费培养焊工
3000人以上，合格焊工安置率90%
以上，助力农村劳动力由普工向技工
转化。在“引企入教”方面，联合用人
单位实行订单式培训，探索8-10人
的“小快灵”培训模式，开展小批量多

批次订单班，年度输送近2000人。学
员通过15天的集中培训，基本可达到
企业用工标准，即培即送，可满足企
业人员需求的持续供给。在深入开展
脱贫地区群众培训帮扶方面，与十余
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合作，在
当地设立培训基地，引进市场主流焊
机、打磨机等设备，累计培训1.2万余
人，为当地输送焊工6000人以上，人
均年收入可达8万-15万元，真正实
现“培养一个焊工，致富一个家庭”的
目标。

年度免费培养焊工超3000人，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输送焊工超6000人……

新区“山东大焊”获人社部点赞

　　□记者 张静
　　通讯员 徐猛 报道
　　本报讯 7月12日，西海岸新区
召开支持区内高校大学生留区就业
创业首次联席会议。《留区就业创业
15条》各责任部门、单位分管负责同
志，中国海洋大学（西海岸校区）、中
国石油大学（华东）等14所驻区高校
负责同志参会。
　　会上，宣读了《留区就业创业15
条》《“诗酒趁年华 梦启西海岸”
2023青岛西海岸新区重点产业推介
暨人才供需对接主题之夜方案》，对

各部门重点工作任务进行安排部署。
　　会议指出，新区要实现高质量发
展，最终要靠高质量的人才支撑，新
区现有驻区高校21所、在校生19万人。
这是新区宝贵的人才资源，也是新区
发展的重要力量和优势，各部门要在
思想上高度重视区内高校大学生留区
就业创业的重要性，用心用力用情用功
促进区内高校大学生留区就业创业。
　　会议要求，促进驻区高校大学生
留区就业创业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驻区各高校要紧紧围绕拓宽渠
道“引”人才、聚焦产业“育”人才、搭建

平台“用”人才、优化环境“留”人才等
四个方面，抢抓毕业生就业窗口期，
扎实推进促青年就业创业百日攻坚
行动，让驻区高校毕业生留区就业创
业工作落实落地，力争2023年留区就
业创业人数达1万人以上，留区就业
创业率达20%以上。《留区就业创业
15条》对各项重点任务进行明确责任
分工，对14所驻区高校毕业生留区就
业创业人数提出具体计划，各职能部
门要司其职、尽其责、成其功，共同发
力，全力做好驻区高校毕业生留区就
业创业工作。

新区抢抓毕业生就业窗口期，扎实推进促青年就业创业百日攻坚行动

力争今年超万名大学生“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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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节还是西海岸“与世界干杯”
的窗口。
　　开通“空中啤酒节”主题航班、高
铁专列、旅游专线；
　　德国慕尼黑啤酒节总指挥将现场
参节交流；
　　来自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墨
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国家的近百名艺
术 家将带来精彩纷呈的国际化潮流
表演；
　　联合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中国啤
酒之都·青岛——— 啤酒产业发展 报
告》，搭建高质量对话平台，促进行业
共建、共赢、共享；
　　举办国际啤酒节联盟合作机制
2023青岛会议暨世界知名啤酒节办节
经验分享会，发布《国际啤酒节联盟

2023青岛共识》；
　　……
　　本届啤酒节以啤酒为媒，链接多
方资源，汇聚全球优质的产品、文化、
技术和资源，充分展现西海岸的国际
化风采。
　　啤酒永远是啤酒节的主角。本届
啤酒节突出啤酒体验国际化和多元
化，引入了4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0余
款品牌啤酒，数量再创历史新高，口味
更加丰富。啤酒大篷在国际品牌选取
上，坚持一个国别选取一种品牌，并优
先选取首次参节的国际品牌，引入了
丹麦嘉士伯啤酒、德国沃斯坦啤酒、加
拿大罗塞尔啤酒、荷兰喜力啤酒、葡萄
牙超级波克啤酒等5个国外知名品牌，
其中超级波克啤酒是首次参节。在国
内啤酒品牌选取上，引入了青岛啤酒、
燕京啤酒等国内知名品牌以及本土的
青西金啤精酿，让游客“一次参节畅饮
全球”。

　　同时，紧跟精酿啤酒消费的流行
趋势，在青啤时光海岸精酿啤酒花园、
青西金啤精酿体验馆等推出高品质精
酿鲜啤，并依托啤酒大篷、国际啤酒汇
超市、黄五箱进口网红仓等推出高中
低不同价位、不同风格的啤酒。
　　在青岛国际啤酒节的辐射带动
下，西海岸新区“啤酒之城”的影响力
也在逐步扩大提升。
　　以“开放”为主题，本届啤酒节以
国际元素、中国风采、城市特色、市场
导向为办节思路，将聚力举办一届主
题突出、精彩纷呈、充满活力、安全有
序的国际啤酒盛会，致力于提升青岛
对外开放新水平，集中展现西海岸新
区开放包容、充满活力的国家级新区
形象。
　　这个夏天，青岛国际啤酒节、金沙
滩啤酒城、西海岸新区将“节城共生、
城城共融”，与世界奏响最富激情的干
杯音符。

干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