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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十年是西海岸跨
越发展的十年，而创新是取
得辉煌成就的“关键密码”。
十年来，西海岸新区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
科技创新“软实力”，筑牢高
质量发展“硬支撑”。
　　科技型创新企业和创新
研发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全国首个”“世界首
个”从新区不断诞生，全国首
个获得国家批复、首个启动
建设的“十四五”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项目———“仲华”
热物理试验装置在此安家落
户，明月海藻实现了从传统
的海藻加工向现代海洋生物
产业的华丽转身……西海岸
新区科技创新步履不停，加
快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如今，西海岸正处在厚
积薄发、动能强劲、大有可为
的上升期、关键期。如何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秘诀就是要
把科技创新的势能转化为发
展动能。特别是在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坚定
走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
新的路子，加快构建以先进
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对此，西海岸有充分的
信心。
　　从海上试验场、深远海
养殖工船到一个个大国重
器，从新区政府部门、院所高
校到企业主体，西海岸正铆
足干劲，奏响科技创新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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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软实力”
筑牢发展“硬支撑”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西海岸新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关键变量”催生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

　　在琅琊镇陈家贡湾畔，一条条
道路横架在连绵的“水田”之上，“水
田”里，数万只海参种苗自上而下、
立体养殖，这里就是全国首家国家
级刺参良种场、青岛市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 青岛瑞滋集团。
　　“2005年开始从零起步，到2022
年获批‘国家级’刺参良种场，一路
走来几多曲折。”瑞滋集团总经理范
瑞用感慨道，“16年磨一剑，瑞滋的
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多年来，我
们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凝聚发展
创新力，才让企业有了如今的成就。
前不久，依托我们公司建立的海参
科技小院通过了中国农技协审批，
有了‘国字号’科技小院的加持，我
们对未来的发展信心更足了。”
　　瑞滋海参科技小院由青岛农业
大学、青岛瑞滋集团、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中国海洋大学、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中国
科 学 院 南 海 海 洋 研 究 所 等 合 作
共建。

　　“小院”虽小，却大有作为。自建
成以来，通过引进消化及自主创新，
瑞滋海参科技小院建立了刺参苗种
路基池塘规模化保苗技术体系，升

级工厂化培育设施设备，构建刺参
苗种工程化培育模式和刺参综合养
殖模式，并系统研究了刺参池塘水
环境特征，明确了池塘水环境调控

关键技术参数，形成了一系列标准
化技术规程。
　　一项项技术上的创新淋漓尽致
地展现在了海参种苗的养殖上。记
者在瑞滋的扩繁车间看到，一只只
海参个头大而饱满，表皮富有光泽，
它们紧紧攀附在池壁上，呈现出旺
盛的生命力。
　　范瑞用告诉记者，未来，瑞滋海
参科技小院还将聚焦刺参遗传育种
与苗种繁育、刺参健康养殖技术与
模式创新、刺参病害监测与防控三
个重点方向，围绕科技研发、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实现创新突破，
创建现代化、设施化、智能化刺参养
殖新范式，推动海参养殖产业转型
升级和绿色发展。
　　科技小院是一个集人才培养、
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于一体的新型
科技服务平台，不仅把先进技术送
进田间地头助民增收，同时打通产
学研协同创新通道，加快了农业科
技创新，为乡村振兴注入创新动能。

　　□本报记者 王雪 董梅雪

　　2023年，西海岸新区科技型中小
企业数量突破1500家，是2017年的27
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1500家，
是2014年的11倍。
　　2014年至2023年，技术合同交易
额由8.76亿元增长到194.37亿元。
　　2014年至2022年，累计获得各级
科学技术奖励553项，其中国家级奖
励25项、省级奖励207项、市级奖励
321项。
　　……
　　数据是最好的证明。获批成立十
年来，西海岸新区坚持以科技创新引
领产业创新，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
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自主
创新、产业革新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涌动。
　　对西海岸来说，创新从来都不是
喊出来的，而是源于目光长远的全面
布局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入实
施。如何引领科技创新的浪潮？核心
在于精心构筑健全的创新机制体系，
悉心培育具有前瞻视野和创新精神
的主体力量，同时倾力打造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创新研发平台。
　　在创新机制体系构建方面，新区
不仅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更
致力于从根本上深化科技体制机制
改革，通过不断的探索与实践，推动
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的全方位完善与

高阶发展，以适应新时代科技创新的
复杂多变需求。
　　加快建设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
航区，获评首批“山东省科技创新强
县”；强化顶层设计，率先在国家级新
区中成立科技创新委员会，统筹全区
科技创新工作，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高站位建源施策，
健全“国家-省-市-区”四级实验室
体系，打造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加
快技术成果产业化进程；在省内率先
试点开展行政全域科技企业创新指
数评价机制，强化科技企业创新指数
结果运用，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要
素支撑……通过创新机制体系的持
续完善，新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实

现深度融合，全方位推动科技成果进
入新区经济社会主战场。
　　从2017年仅有57家激增至2023
年突破1500家，新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的数量跃升，不仅体现了生机蓬勃的
科技生态，更深刻反映了新区在培育
科技创新主体、激发创新活力方面的
主动性和执行力。据了解，新区通过
开展创新主体培育行动，实施科技型
中小企业春笋、高新技术企业倍增、
科技领军企业引领“三大计划”，建立

“专班+专员+专家+专业”四专服务
模式，目前已构建起“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的
科技型企业梯次培育体系。
　　“核心技术是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密码，而高校、科研机构建
设的科技创新平台则是破解密码的

‘中流砥柱’。”工委科委办主任、区工
信局局长刘然吉表示，近年来，新区
不断推动创新平台扩容提质，高能级
平台加快布局，目前基本形成覆盖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创
新服务”全过程创新平台体系。截至
目前，新区拥有市级以上科技创新平
台载体936家，其中“国字号”科技创
新平台88家。
　　创新要取得实效，就一定要推动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刘然吉介绍，新区
创新“科技专员+揭榜挂帅”机制，推动
高校院所创新成果与企业需求精准对
接，拓展科技成果转化渠道，促进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仅2023年一年，这一举
措就撬动研发投入1.34亿元。
　　如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
量”，已成为助力新区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增量”。2015年以来，全区累计
完成技术合同成交额501.44亿元，
2023年完成量（194.37亿元）是2015年

（12.15亿元）的近16倍。2023年，全区
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值3104.9亿元，
同比增长6.1%，占规上工业总产值的
比重达66.7%，并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以“创”开路、以“新”应变。新的
十年，西海岸新区将继续以科技创新
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培
育新质生产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
海岸实践新篇章。

　　今年4月，世界首台W6X72DF
-2.2+iCER主机在位于西海岸新区
的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船发动机”）成功交验，成为新区
海洋装备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的新成果。该主机的成功交
付，不仅丰富了中船发动机的产品
型谱，也开启了其新型绿色主机的
制造之路。
　　据中船发动机青岛制造事业部
副总经理叶丹介绍，作为世界首制
机型，W6X72DF-2.2+iCER主机是
针对目前船舶运输行业绿色、高效
需求开发的远洋主机，尤其适用大
型LNG运输船舶。
　　作为我国船用低速柴油机行业
的骨干企业，中船发动机不断突破

“卡脖子”难题。“当前，全球能源结
构加速演变，不断催生LNG、甲醇、
氨等新能源动力船舶需求。我们组
建团队开展了新型燃料发动机及其
核心部件的技术攻关。2023年，我们
共获得110项国家专利授权，双燃料

发动机订单占比突破40%。”中船发
动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协
同创新，公司研制的以甲醇和氨为
燃料的新型低碳环保型船用发动机

在技术上取得若干新突破，其中，氨
燃料发动机将采用气缸高压直接喷
射技术，利用柴油引燃技术解决自
燃温度高点火困难的难题。

　　依靠数十年的技术积淀和不断
的研制创新，中船发动机被认定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拥有两个省级技术
中心、一个市级技术中心，2023年获
批山东省船舶动力技术创新中心。
如此雄厚的科技创新力，让中船发
动机在制造更可靠、更智能、更低碳
的动力系统上走在了全国乃至全球
前列。公司目前的各类型号发动机
订单量已经突破了300台，2024年和
2025年的产品生产计划已排满，目
前正在承接2026年的市场订单。
　　“目前，我们已实现LNG双燃
料低速机的批量制造交付。下一步，
将持续推进甲醇、氨等低碳零碳项
目的商务洽谈合作，甲醇和氨燃料
主机将分别实现国内首制和世界首
制，全力支撑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提
升，同时，依托数字化转型等先进的
管理提升方案，不断提升交付总量、
盈利能力，全方位提升产品竞争
力。”中船发动机相关负责人说道。

　　前不久，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
限公司的海洋中药制剂项目获得了
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医疗机构制
剂许可证，标志着明月海藻在海洋
中药制剂的研发和生产上迈出了坚
实的一步。
　　作为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的海藻
生物制品企业、全球第二家能够生
产植入体内级别超纯度海藻酸钠的
企业，明月海藻集团已成为全球行
业内举足轻重的“海洋强企”。谈及
企业发展秘诀，集团董事长张国防
侃侃而谈，“创新”二字被频繁提及。
　　2020-2021年是明月海藻发展
史上有重大突破的两年：2020年10
月，建成年产200公斤体内植入用超
纯海藻酸钠生产线，实现了该材料
的产业化；2021年9月，超纯海藻酸
钠原料产品完成CDE登记备案，标
志着体内植入级海藻酸钠打破国外
垄断，正式开启国产化之路。
　　“我们的生产线以食品级或药
用辅料级水溶性海藻酸盐为原料，
生产出的超纯度海藻酸钠价值翻了

几千甚至上万倍。目前生产线的批
次生产周期已经从最初的21天缩短
至8天，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成熟，
市场前景会越来越好。”明月海藻集

团海洋食品加工与安全控制全国重
点实验室副主任张德蒙告诉记者。
　　从基础的海藻酸盐传统产业，
转型延伸出海洋化妆品、海洋功能

食品、海洋生物医用材料、海洋生物
肥料等新兴产业，近年来，明月海藻
以海洋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不断攻克“卡脖子”技术
难题，将海藻的附加值开发到极致。
　　目前，虽然超纯度海藻酸钠实
现了产业化，但明月海藻的创新还
在继续。张德蒙告诉记者，海藻酸钠
原料应用到产品里才会产生价值，
所以，在为医药制品企业提供海藻
酸钠原料的同时，明月海藻还会为
他们生产下游产品提供相关数据与
方案的支持。
　　打造创新发展优势，平台是载
体，人才是资源。张国防说，产学研
融合是推动海藻生物产业向高端
化、高值化发展的必由之路。目前，
明月海藻拥有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和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等

“国字号”科研平台，通过搭建平台，
越来越多的高端科研人才聚集于
此，与集团展开深度合作，不断助力
企业攻克技术难题，突破海藻价值
天花板。

蹲点点位：中船发动机有限公司

“世界首制”从这里走向全球

蹲点点位：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

创新为擎，小海藻孵化大产业

蹲点点位：青岛瑞滋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科技小院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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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亚洲首艘圆筒型FPSO“海葵一号”在西海岸启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