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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6平方公里的斋堂岛，犹如一块巨大
的玉如意安卧于黄海海面。狭长堤坝连接
南北岛，岛上拥有青龙泉、彩画石、天然钓
鱼台、悬崖峭壁等多处浑然天成的自然景
观，斋堂岛的传说更是被列入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
　　就是这样一座宝藏般的岛屿，10多年
来岛民出行却仅靠一艘名叫“琅琊号”的小
客船，靠岸时停泊在琅琊港上世纪90年代
初建设的渔船码头，不但运力不足，渡运现
场渔客船舶混杂，也存在安全隐患。“琅琊
号”年久报废后，因没有适配停靠的码头，
再更换的依然是一艘载客量仅40余人的小
客船。一天发5班，即便次次满员，一天也只
能运200多人。
　　不仅岛民出行不便，随着新区加快发
展特色海洋旅游，登岛游客数量与日俱增，
陆岛交通运力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制约
着海岛旅游的发展。琅琊港、斋堂岛陆岛交
通码头改扩建项目负责人相文东告诉记者，
今年旅游旺季，上岛人数超过6万人，打造一
座专业的陆岛交通码头成为斋堂岛发展的
迫切需求。“在琅琊港，我们在原有码头的
西北方向新建客船码头，在斋堂岛，我们在原
有码头的基础上往外延伸160多米，进行扩
建。”相文东介绍，眼下，琅琊港、斋堂岛陆
岛交通码头改扩建项目正加足马力施工。

琅琊港、斋堂岛陆岛交通码头改扩建项目预计明年年底投用，将有效破解新区海岛游发展瓶颈

陆岛交通补短板，海岛旅游树样板

　　□本报记者 王雪

　　冬日的斋堂岛，静静卧于琅琊镇东部的碧波之上，与琅琊港遥遥相望。11月28日，记者在琅琊港看到，虽然
寒意十足，琅琊港、斋堂岛陆岛交通码头改扩建项目施工现场却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只见清淤船
源源不断吸出海底淤泥，码头上正夯实桩基，对岸的斋堂岛码头隐隐可见挖掘机繁忙作业。今年，“海岛旅游突
破行动”被写入西海岸新区文化旅游品质提升三年行动方案，陆岛交通码头建设成为破题海岛旅游的关键。

　　耕涛犁海，筑港兴城。在琅琊港码头建设
现场，推土机、挖掘机隆隆作响，吹泥船、打桩
船忙碌作业，施工人员干劲十足。在斋堂岛码
头建设现场，村民老石指着脚下的土地，笑着
说：“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海呢，明年我们
就有新码头喽。”
　　据相文东介绍，目前，琅琊港、斋堂岛陆
岛交通码头改扩建项目已完成建设总体工程
量的40%。根据规划设计，琅琊港和斋堂岛将
分别建设2个和4个总吨位为500吨的客船泊
位。“预计将于2024年底正式投入使用。”相文
东说。
　　西海岸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旅游特
色资源。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国家文化产
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
单，山东省共有两家入选，新区占据一席。当
前，新区正实践打造海岛旅游新样板，开辟海
岛旅游线路，以凤凰岛-竹岔岛-灵山岛-斋
堂岛为核心，构建“山海岛”一体化扇形海岛
旅游圈。
　　“这也是城市更新的重要一环，补齐新区
陆岛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的短板，将有效打破
制约‘海岛旅游’发展的瓶颈，进一步推动文
旅产业提质升级。”相文东表示，海投集团将
以高效率、高质量项目建设，服务当前城市战
略，助力开辟海岛旅游线路，推动新区打造高
品质滨海度假胜地。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更新和
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任务之一。今
年，西海岸新区将琅琊港、斋堂岛陆岛
交通码头改扩建项目列入落实青岛市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的重
要项目，由青岛海洋投资集团负责投资
规划建设。
　　陆岛交通码头建设并非易事。其
中，如何最大程度将尊重生态、保护历
史、彰显海洋特色与项目建设有机协
调，成为项目开建前的一大难题。
　　“项目位于琅琊台文物保护区内，建
设受限。为此，我们积极协调省、市、区各
级文物保护部门，用最短的时间取得了
国家文物局的批复。”相文东告诉记者，
在海上倾废区及倾废量受限的情况下，
办理倾废许可证批复也异常困难。于
是，海投集团积极与生态环境部海河管
理局沟通、提报材料，及时获批倾废许
可证，缩短了审批时限。
　　克服了文物保护、海域使用、资金
筹备等重重困难后，今年6月份，琅琊港、
斋堂岛陆岛交通码头改扩建项目迎来
开工建设。“建设过程中，我们将充分立
足自然资源、历史文化和功能特色，将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融
合统一。”相文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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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眼下，新型显示产业园“龙头”项
目——— 京东方青岛生产基地内，处处
涌动着铆劲冲刺四季度的生产热潮，
产能爬坡不断提速。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青岛开
发区从政策引领、要素保障等方面聚
力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企业从技术
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不断提高行业
地位。研究制定《青岛市新型显示产业
园发展若干政策（部分）实施细则》，细
化科技创新、企业培育、项目落地、人
才引育等方面的支持措施，并全方位、
多角度做好政策解读和送政策上门等
工作，激发企业发展意愿。
　　青岛开发区深入开展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春雨行动”，设立全市首家园
区“金融管家”工作站，合作金融机构
已达16家。举办“青创月月行、春雨进
园区”走进新型显示产业园区等高层
次、大规模线下“金企对接洽谈会”10
余次，参与企业500余家次，推动创投
风投、金融机构与园区企业高效对接。
已成功设立2支新型显示产业基金，借
力“资 本 引 擎 ”推 动 产 业 项 目 加 快
落地。
　　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发展，青岛开
发区深度服务投产企业扩生产、搞科
研。全方位支持海信电视加强高清电
视研发，首推全球首台分区数达4万级
的Mini LED电视，在海信自研画质芯
片——— 信芯X加持下，不断刷新“冠军
画质”。在激光电视领域，海信首创集
成式RGB全色激光器，获得全市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解决了激光全色显示
普及的一系列难题，引领行业发展。

　　基础设施和功能配套是园区实现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青岛开发区
统筹城市更新和专业园区建设，不断
完善交通路网、丰富城市业态，区域面
貌焕然一新。
　　目前，青岛市新型显示产业园A区
王台南三路、王台东路、环台东路南延
等已具备通车条件，水电气通信等配
套齐全；B区“四纵两横”配套路已具备
通车条件，“七纵四横”配套路正加快
推进路基路面及管网施工；C区实施的
海尔、海信、澳柯玛周边区域改造提升
工程已近尾声，预计年内完工。
　　全面推行产业用地“标准地”，明
确新型显示产业用地容积率不低于
1.8、亩均税收不低于60万元、亩均投

资强度不低于800万元。精准有序实施
征迁，今年新腾空低效建设用地2900
亩、累计腾空用地10071亩，有力保障
了园区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同时，青岛开发区精准导入城市
功能，总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园区
公共服务中心建成启用，实施88万平
方米的王台旧改项目，青岛大学医学
医疗中心项目9月份开建，“青年创业
美食集市”商业街区10月份开市，“专
业园区+便民服务圈”正蝶变无限生
机。王台片区被纳入全市中心城区规
划，“芯屏产业新城”入选全省首批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青岛开发区将继续锚定新型显示
产业园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招大引强、
延链补链和配套建设等，加快推动产
业园区规划蓝图的落地落实，努力打
造全市标杆式新兴产业专业园区，不
断擦亮新型显示“青岛名片”效用。

强化要素保障
助企做大做强

加快配套建设
推动产城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