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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提出，西海岸现代水网建
设要全面衔接山东水网和青岛水网，
从国土空间规划布局要求出发，谋划
好“纲、目、结”三要素的科学布局。
　　要以重大客水调引、输配水通道
及骨干河流为“纲”，以其他河流、城
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水系连通工程为

“目”，以水库、净水厂、污水处理厂、
非常规水利用等工程为“结”，构建防
洪排涝防潮、城乡供水、城乡排水、水
生态保护治理、水文化景观、智慧水
务管理体系，形成“四干五库联全域，
一带九水通两区”的西海岸新区现代
水网总体布局。
　　“四干五库联全域”即依托棘洪
滩至西海岸新区输水管线一期和二
期、棘洪滩水库至董家口输水管线、
沂沭河雨洪资源利用东调工程以及
官路水库输配水工程南部输配水管
线，铁山水库、吉利河水库等5座本地
中型水库以及多座净水厂，构成水资
源优化配置主骨架，互联新区全域。
　　“一带九水通两区”是由沿海风
暴潮防护带和洋河、镰湾河、风河、横
河、白马—吉利河等九大水系，构成
全区防洪排涝防潮主动脉，畅通城镇
发展区和现代农业发展区。

　　《规划》明确，到2035年，新区防
洪减灾能力得到全面提升，5级及以
上堤防达标率提升至80%，涝区治理
率达到55%。系统推进白马河、风河、
海龙河及汶河治理等工程。
　　水资源调配与城乡供水保障能
力显著增强，用水总量控制在省、市
下达指标以内，城市再生水利用率达
到60%；全区新增水资源供水能力
1.71亿立方米；规模化供水覆盖人口
比例高于85%。新建铁山水厂和北部
王台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小珠山水
厂扩建工程、城区供水管网建设工程
和农村规模化供水工程等加快建设。
　　河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明显提
升，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99%以上；
水土保持率达到89.78%，重点河湖基
本生态流量（水量）达标率达到95%，
地表水考核断面达到或好于Ⅲ类水
体比例达到90%。系统保障白马河、
洋河等7条河湖生态廊道建设及文化
景观提升工程，风河等4个水美乡村
建设及文化景观提升工程建设。
　　水网智慧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水
网智能感知体系全面构建，建成共建
共用的数据资源中心；重点工程数字
化率达到100%。

　　在优化水资源配置格局上，《规
划》提出建设六大网络格局，构建现
代水网工程体系。
　　一是加强防洪减灾规划，实施扩
排、控险工程，构建“百库千堤、通河
达海”的防洪排涝防潮体系新格局。
二是以加大客水调配能力为重点，统
筹常规水源和应急战略水源，扩展规
模化供水覆盖范围，构建“南北贯通、
东西互济、主客联调、海淡互补”的供
水安全保障总体格局。三是加快补齐
城乡污水收集、处理及回用设施短
板，综合推进污泥处置工程建设，强
化农村农业点源、面源污染控制，构
建“厂网联动、多区分排、泥水共治”
的高效完备城乡排水网。四是实施幸
福河水系连通，建设生态廊道，构建

“一带多湾、三源五片、多廊多点”的
水生态保护治理格局。五是实施水文
化软实力提升和精品水文化工程，构
建“一带三山谱底色、七廊多片强驱
动、水旅融合润新区”的水文化景观
发展格局。六是以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数据资源中心建设、业务智能应
用建设、数字孪生能力建设为四大抓
手，构建“感知互联、数据共享、业务
应用、数字孪生”的智慧管理网。

　　□记者 陈蔚 报道
　　本报讯 9月20日，西海岸新区
第十四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在
新城吾悦广场举行。此次活动以“经
济大普查 数说新时代”为主题，宣传
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重大意义、普
查内容、普查方式、普查特点。
　　活动现场，西海岸新区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青岛西海岸新区调查队
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答疑
解惑等形式，让社会公众认识普查、
了解普查、支持普查。
　　区统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程宇
宇表示，通过经济普查，可以更加全
面地了解新区二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摸清各类单位基本情
况，将众多普查对象的“小账本”汇聚
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数据”，有利于
各级党委和政府制定规划、宏观管
理和战略决策，为新区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科学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持。

 构建形成“四干五库联全域，一带九水通两区”的总体布局 

新区现代水网建设亮出规划图
　　□本报记者 张静　本报通讯员 王茂梅 葛晓睿

　　为加快构建西海岸新区现代水网，推动新阶段水务高质量发展，全面增强水资源统筹调
配能力、供水保障能力、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生态治理保护能力，日前，西海岸新区发布《西
海岸新区现代水网建设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提出，到2035年，“系统完备、安全可
靠、集约高效、绿色智能、循环通畅、调控有序”的现代水网基本建成；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现代水网，水资源集约节约高效利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水安全得到有力保障。

区政协开展
“党建引领 同心同向

倾心聚识”活动

新区举办第十四届
“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

 全面衔接上级水网 
构建“纲目结”布局

保障重点项目建设
全面提升四大能力

构建六大网络格局
加速建成现代水网

　　□记者 龚鹏 报道
　　本报9月21日讯 今天上午，区
政协开展“党建引领 同心同向 倾心
聚识”活动，邀请市政协委员联络活
动工作室主任吴中建现场授课。区政
协党组书记、主席逯鹰出席并讲话。
　　活动中，吴中建以《关于界别同
心汇、界别委员工作室如何开展活
动》为题进行授课，详细介绍了界别
同心汇和界别委员工作室的性质、
定位、意义，以及开展活动的内容、
方式、机制保障，为区政协界别同心
汇、界别委员工作室的发展提供了
思路和参考。
　　逯鹰指出，要突出党建引领，把
握好界别同心汇、界别委员工作室的
工作方向，发挥好平台功能，体现出
新区特色，从而真正将界别同心汇和
界别委员工作室打造成理论学习的
园地、联系群众的桥梁、社情民意的窗
口、议政建言的渠道、凝聚共识的平
台，为服务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
展现政协新作为，作出政协新贡献。

逯鹰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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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提升绿色出行吸引力

  （上接第一版）

　　当天，10余名市民参与了现场活
动。市民杨虹告诉记者：“平时上下班
我驾驶私家车出行，以前总感觉私家
车比公交车更快更方便。但是今天体
验下来，高峰时段公交车行驶在专用
道上，明显比私家车要快，而且更经
济、更环保、更安全，甚至更舒适，可以
放松地看看手机、听听歌。当然，如果
公交专用道能够形成连贯的网络，公
交出行的效率不低于小汽车，那一定
会有越来越多的市民愿意长期选择公
共交通出行。”

　　“前期我们对市民出行进行了随
机抽样调查，超过89%被调查者表示，
在日常出行中，乘坐公交出行总体时
间与开小汽车相当，愿意选择公共交
通出行；乘坐公交出行时间比开小汽
车增加10分钟以内，有75%的被调查者
仍愿意选择公交车出行；如超过30分
钟，仅有8%的被调查者选择公交出行。
可以明显看出，行车速度成为影响市
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重要因素。”真
情巴士客服中心主任李琴告诉记者。
　　如何进一步提升绿色出行吸引
力，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政策？在活动现
场，记者也听到了好消息。
　　“做好交通疏堵保畅工作，提升城
市交通整体管理水平一直是交警部门
的工作目标和工作重点。今年6月，公
安部推出10项公安交管服务群众服务

发展便利措施，对优化城市公交专用
道管理作出部署。下一步，我们将会结
合新区实际情况，对占用公交专用道
等行为加大执法力度。”青岛开发区交
警大队一中队队长宫承兵表示。
　　今年8月，青岛市政府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动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
展的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见，到2025
年，青岛城市公共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
率达到60%，绿色出行比例达到70%，高
峰时段城市公共汽电车平均运行时速
不低于16公里。“下一步，我们将联合区
自然资源局、区城市管理局、交警等相
关部门，在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实施、城
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保障城市公共
交通路权优先、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品质
等方面不断完善和提升。”西海岸新区
交通运输局副处级干部宋铁军表示。

（上接第一版）的变频驱动与智能化控
制解决方案。2012年，国内首台3300V高
压隔爆变频器在天信诞生，并成功应用
于兖矿济三矿刮板输送系统，矿用隔
爆高压变频系统通过科技成果鉴定，填
补了国内空白。如今，该公司生产的矿
用高压变频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企业的快速成长，一方面得益于
平台技术和科技方面的积累；另一方
面，与西海岸优渥的营商环境密不可
分。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新区
专门出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培育三
年计划，构建覆盖企业成长全周期的
培育体系。同时，建立“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服务专员制度，推动民营和中小
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街道按照‘一企一策、精准培育’
的原则，为55家‘专精特新’企业配备
了一对一的服务专员。作为‘助企服务
员’，就要切实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蒋
梦影说，她每周至少联系一次企业，每月
至少2次深入一线，主要收集企业在发
展中遇到的各类困难以及政策获取、
兑现等方面的需求，主动靠前服务，做
好对接协调，“现在辖区的‘专精特新’
企业都知道‘有问题就找服务专员’。”
　　对于“专精特新”企业来说，技术
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研发
费用是企业进步的关键“燃料”。对此，
滨海街道携手银行举办信贷支持企业
发展对接会。在新区金融政策的支持
下，街道帮助企业以最低的利率拿到

贷款，共计为19家企业放款2.9亿元，为
企业稳定有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窥一斑而知全豹。高频接触、敏捷
反应、关注长期需求，这样的个性化服
务，彰显出滨海街道服务“专精特新”
企业的鲜明姿态。近两年，滨海街道的

“专精特新”企业从33家增长到现在的
55家；2022年，街道“专精特新”企业共
实现产值42.7亿元，同比增长15%。
　　“未来，我们将继续鼓励和引导街
道内的中小企业向专业化、精细化、特
色化、新颖化方向发展，成为行业‘小
巨人’。”滨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新
说，下一步，街道将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不断创新工作措施，为企业纾困解
难，为优化营商环境按下“快进键”。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讯 为 发 挥 金 融 政 策 带
动作用，提高银行机构对区市金融
政策的认知程度，近日，区地方金融
监管局、区人社局、区工信局、区民营经
济发展局、团区委联合举办金融政
策宣讲交流会，就《金融支持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和助力市场主体培育八
项措施》（以下简称“金融八条”）和创
业担保贷款政策宣讲交流，40余家
驻区银行机构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区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负
责人对“金融八条”进行细致讲解，
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解读了创业担
保贷款系列政策。参会人员针对“金
融八条”和创业担保贷款政策进行提
问咨询，相关部门负责人积极回应。
　　此次活动，通过搭建“政金”交流
平台，能更好宣传新区扶持实体经济
发展的各类政策，优化区域营商环
境，用金融“活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搭建政金交流平台
助力“金融八条”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