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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生态园构建起“引育留用”全链条人才发展体系，为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激活“第一资源”，点燃“第一动力”

　　完善的功能配套和有力的要素
保障，是一个园区留住人才、提升竞
争力的关键。
　　绿色是中德生态园的发展底色，
也是引才聚才的一大特色。近年来，
园区坚定不移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
建设绿色研究推广中心，推广绿色建
筑 和 市 政 设 施 ，探 索 绿 色 发 展 新
模式。
　　其中，中德未来城D2组团零碳试

验区打造集碳中和建筑技术研发、体
验、展览展示、会议交流等功能为一
体的蓄能和智能化能源控制、展示中
心。建成后，将实现可再生能源利用
率100%，年减碳量约850吨。
　　发力绿色低碳的同时，园区还打
造涵盖教育、卫生、住房、文旅等要素
的“人才服务生态体系”，教育园区、

国际化医院、人才公寓、创意文化综
合体、商业街区以及TOD商业综合体
等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建设，全方位满
足人才住宿、餐饮、就医、娱乐等综合
需求。
　　产业是人才展翅高飞的重要载
体。园区创建院士和专家工作站、离
岸双创中心、青岛留学人员创业园等

20余个平台。加速推动创芯汇、智造谷
等8个产业载体建设，目前已投入运营
先进制造类载体34.28万平方米、商务
孵化办公类24.8万平方米、服务配套
类38.06万平方米，公寓类项目4个、共
约1590套，总建筑面积15.41万平方
米。通过深入实施功能完善、特色打
造、环境优化等一系列行动，一个宜
居宜业的综合空间正成为招才引智
的“强磁场”。

亚洲首艘圆筒型“海上油气加工厂”在新区完成主体建造，最大储油量达6万吨

　　□本报记者 刘腾

　　落地山东省首家国际人才社区，
引聚经营管理、技术技能等海内外专
业人才2.3万余名；构建园区数智化服
务体系，全方位服务人才创新创业；累
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8家，入库科技
型中小企业64家，市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达47家；累计授权专利2000余
件，其中发明专利791件，每万人专利
数163件……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中德生
态园通过打造人才“智高点”来抢占发
展“制高点”，着力构建起“引育留用”全
链条人才发展体系，聚优第一资源、增
强第一动力，为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提供
坚实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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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的运营服务，是园区必须修
炼的“内功”。
　　针对企业服务、政务治理、产业
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核心需求，中德生
态园围绕数字贸易、经济运行、企业
服务、一网通办、招引建设、安全防
范、协同办公、数字基建等业务场景，
上线运行30多项数智化系统，初步构
建起园区数智化服务体系。

　　以青发产城综合运营管理平台
为例，该平台目前可以同步园区、楼
宇、楼层、房间的最新入驻率以及入
驻企业具体信息，并且实现万条省市
区新政策及青岛自贸片区政策快速
匹配。
　　同时，该平台借助金融超市（包

含银行和保险业务）以及第三方服务
商城（包含5大类企业百余优质服务产
品），可实现企业服务工作的延伸与
拓展，将政府职能部门、区域、产业、
企业、人才进行深度整合和协同，为
产业协同发展提供高效服务。
　　依托青发产城综合运营管理平

台，园区也为人才搭建起“6+N”服务
运营体系。该体系包含金融赋能、人
才赋能、政策赋能、资源赋能、服务赋
能、场景赋能、基础服务等，助力创新
型中小企业的培育与发展，加快园区
产业集聚，为园区企业实现跨越式发
展保驾护航。这一系列创新举措有效
激发企业入驻和高层次人才扎根园
区的热情。

　　通过搭平台、优服务，中德生态园
创新创业动能澎湃。目前，园区累计培
育高新技术企业58家、入库科技型中
小企业64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47家。成功培育优派普公司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转系统（新三板）挂牌交
易，培育6家技术交易合同属地企业。
　　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更加凸显。正

大制药（青岛）有限公司被国家发改
委等5部委评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卡奥斯工业智能研究院获评科技部
首批工业互联网全国重点实验室；荣
华（青岛）建设科技有限公司被认定
为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青岛

华大基因研究院被省科技厅认定为
省级优秀新型研发机构；清原集团主
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正式立项，入选
山东省“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培育试
点；累计授权专利2000余件，每万人专
利数160余件。

　　园区先后被中国科协认定为“科
创中国”国际合作创新基地和“科创中
国”海外工程师型研发社区，被中国
侨联认定为国家级“侨联新侨创新创
业基地”；中德生态园双创中心分别被
工信部和山东省工信厅认定为国家小
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和省级
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完善功能配套 建设宜居宜业综合空间

打造数智园区 为人才提供全周期服务

搭平台优服务 创新创业涌动澎湃动能

　　□记者 董梅雪 报道
　　本报12月6日讯 记者今天从海
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由我
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洲首艘圆筒型

“海上油气加工厂”——— “海洋石油
122”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在位于西海
岸新区的海油工程青岛高新装备制造
基地完成主体建造，标志着我国全类
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设计建造技术
实现高水平自主化。
  据介绍，“海洋石油122”主体由船
体和上部功能模块两部分组成，最大
直径约90米，主甲板面积相当于13个
标准篮球场，高度相当于近30层楼，总
重约3.6万吨，由近50万个零部件组

成。设计排水量10万吨，最大储油量
达6万吨，设计寿命30年，可连续在海
上运行15年不回坞。
  “海洋石油122”采用新型的圆筒
结构设计，相对传统的船型结构可有
效降低油田开发与运营成本。通过自
主研制海陆一体化智能中控系统，在
台风来临时可切换到“智能台风模
式”，实现在台风期间“无人化”生产，
为海上油气田设施的智能化和数字化
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新模式。
  这个圆筒型的“海上油气加工厂”
被形象地称为“超级能源碗”。通过航
拍画面记者看到，上面堆满了不同大
小和形状的立方体，它们被叫做“功能

模块”，是能源碗的核心装置，承担着
油气处理、生活办公等不同任务。上
部模块承担着油气处理、动力输出等
核心功能，相当于“海上油气加工厂”
的“心脏”。上部模块包括工艺、电气、
动力、生活楼等8 个单体 ，总重量约
8900吨，集成了713台关键设备，电缆
总长可以绕北京五环近4圈，模块底部
立柱与船体对接精度达到毫米级，两
个模块之间的最小间距不足成年人手
掌的宽度，施工难度极高。
  自2022年3月开工建造以来，面对
工期紧张、技术空白多、施工管理难度
大等诸多难题，项目团队集中力量进
行科技攻关，攻克圆筒型浮式生产装

备系统设计、高精度建造集成等一系
列难题，实现15项关键技术设备自主
化应用，使我国具备了根据不同油田、
不同海域，自主设计制造不同类型深
水油气装备的能力。目前，现场有近
1000人施工，24小时轮班，进行机械设
备的连接、调试等工作，全力保证“超
级能源碗”高质量完工，为能源强国建
设提供深海重器。
  目前，“海洋石油122”已进入集成
调试阶段，明年建成后，将应用于我国
第一个深水油田——— 流花11-1油田，
屹立在324米水深的南海深水区，每天
能处理约5600吨原油，成为开发我国
深海油气资源的又一重器。

看看这个“超级能源碗”究竟有多硬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