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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腾
　　本报通讯员 王敏 李贝科

　　开放创新是开发区的天然底色。
作为全国首批经开区和全省、全市改
革开放的“排头兵”“试验田”，40年
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以开放
促发展、在发展中扩大开放，聚力以
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已发展
成为高级开放平台云集、高端发展要
素集聚的全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程度
最高的现代化综合功能区之一。
　　高能级开放平台云集叠加。历经
40年发展，域内集聚山东自贸试验区
青岛片区、青岛前湾保税港区、西海
岸综合保税区、国际经济合作区（中
德生态园）等一批国家级园区，政策
优势叠加效应显著、区域发展活力日
益强劲、对外开放能级持续跃升。青
岛自贸片区建区5年来，坚持制度型
开放与深层次改革双向互促，总体方
案112项试点任务已全部实施，深化
改革创新方案实施率超过70%，有效
发挥了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平台作用，
稳步迈入全国第一梯队。
　　高端化发展要素蓬勃集聚。坚持
开放发展和创新驱动，目前，全域拥有
各类市场主体20万余个，其中世界500
强投资项目112个、外商投资企业3000

余家；拥有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高等
院校9所，在校大学生16.7万余人；拥有
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450人，其中院士58
人，全区人才总量达52.3万人；拥有省
级及以上研发机构49个、国家级孵化器
众创空间12个，主要科技指标均居全省
前列，获“山东省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科技进步考核先进区”等称号。
　　高质量发展局面持续拓展。功能
区体制机制创新以来，青岛经开区立

足功能定位，持续强化内外联动、园
区统筹，区域发展效应持续提升。中
日（青岛）地方发展合作示范区等平台
链接全球，跨境电商保税备货进口占
全省一半以上。开发开放窗口提质升
级，利用外资做法作为全省开发区高质
量发展典型案例发文推广，入选山东

“外贸新业态”和“双招双引”两类特
色园区培育名单，获评“中国区域高质
量发展最具投资价值园区”等称号。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10月14日至10月15日，
由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与武汉市江
汉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C40绿色
繁荣社区2024年中国区域城市交流
会”在武汉举行，中德生态园作为青
岛市绿色繁荣社区与清洁建造领域
的示范项目（全球首批绿色繁荣社区
试点）受邀参加活动。
　　在气候危机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实施绿色低碳转型、加速迈向碳中和
已成为全球性的战略共识。在绿色
转型的过程中，社区类的次城市级场
景和空间，能够利用规模与灵活性之
间的平衡进行创新，探索在城市全域
尺度复制推广的综合解决方案，有潜
力成为社会经济绿色转型的催化剂

和加速器，并提升城市的韧性、包容
性、宜居性和综合竞争力。此次研讨
会旨在携手各方深入合作探索绿色
繁荣社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深化关
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务实合作、供需
对接和联合创新。
　　在“从社区到城区——— 多尺度次
城市区域绿色繁荣建设路径”主题研
讨环节中，中德生态园代表青岛市作

“青岛自贸片区·中德生态园绿色生
态建设发展建设实践”主题分享，并
与众多国内外的城市、学者和行业代
表探讨多尺度次城市级区域绿色转
型的最新进展和经验。
　　2021年，中德生态园在绿色低碳领
域的探索实践，成为C40城市气候领
导联盟发布的《绿色与繁荣社区》全球

指南中绿色建筑和绿色能源板块唯
一入选中国案例；2022年，中德生态园
参加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C40联合举
办的绿色繁荣社区国际研讨会并发言，
青岛市将中德生态园绿色发展和零碳
试验区建设成果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全
球推广；2023年，中德生态园入选C40
绿色繁荣社区全球首批试点项目，零
碳试验区项目入选C40绿色繁荣社区

（近/净零碳社区）全球案例库。
　　未来，中德生态园将继续秉承

“田园环境、绿色发展、美好生活”的
发展理念，发挥在绿色低碳建设领域
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快零碳试验区建
设实践，精心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绿
色繁荣社区，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
作出应有贡献。

　　□记者 谭宁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省民政厅公布了全
省“五床联动”试点县（市、区）名单，全省
共有26个县（市、区）上榜。其中，西海岸新
区榜上有名。
　　据介绍，开展“五床联动”试点是新
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
医养康养资源深度融合的又一次探索和
尝试。试点主要通过建立养老床位、医疗
床位、家庭养老床位、家庭病床、安宁疗
护床位“五床联动”运行机制，探索建立
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整体方案，实现老
年人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
活照料以及安宁疗护有序衔接的一体化
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为失能失智老年人
照护提供系统、连续、专业、优质的高质
量照护服务。
　　下一步，新区将以此次试点为契机，
以完善医养服务体制机制为突破口，逐
步建立起信息数据、服务转介、评估结
果、政策衔接深度融合的“五床联动”服
务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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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水平开放促进高质量发展

　　□记者 陈蔚
　　通讯员 胡全福 王孜祎 报道
　　本报10月16日讯 今天，青岛都
市圈毗邻区（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发
展现场交流会暨签约仪式在西海岸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举行。
　　青岛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潍坊诸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日
照东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主要负责
人和有关科室负责人等齐聚一堂，
共商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共议区域
协作融合发展，共同推动青岛都市
圈毗邻区（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发
展。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书记、局
长刘伟志在现场交流会上表示，自

《青岛都市圈发展规划》印发以来，
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聚焦政
务服务联通互认、协同合作，坚持改
革创新，促进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
动，科学构建都市圈政务服务合作机
制；坚持协同协作，围绕“高效办成
一件事”，把企业群众高频办理的事
项作为政务服务合作切入点，逐步推
动政务服务事项业务办理高效协同；
坚持联通互认，充分发挥一体化政务
服务平台和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作用，
推进青岛都市圈内跨地区业务好办
易办。
　　活动最后，三地毗邻区（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代表签订合作协议。三地
将围绕拓展跨域“一件事”合作、推

行“全量通办”服务、服务青岛都市圈
重点项目建设、推进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联通合作、加强政策信息共享、建
立线上政企沟通机制、建立改革创新
典型案例共享库等七个重点方面，强
化数据共享、丰富服务渠道，推动政
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实现三地毗邻
区（市）政务服务事项业务办理高效
协同，让企业群众办事享受更多、更
高水平“同城待遇”。
　　下一步，西海岸新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将与诸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东
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携手，以更高站
位更大力度推动青岛都市圈政务服
务一体化发展，为青岛都市圈高质量
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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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平台公司、专业招商部门
和属地街道，瞄准海洋生物医药、生命健
康等重点产业和优质项目，坚持集中土
地、资金等资源保障要素，通过合成攻
坚，将各类优质资源“攥指成拳”，优先保
障海洋生物医药特色产业和链主大项目
建设。
　　近年来，在隐珠街道、珠海街道等大
力支持下，海洋高新区发挥海高集团等
重点国有企业突击队作用，通过拆迁改
造将原本亩均效益较低的小厂房聚集区
规划为千亩生命健康产业园，成为新区
集聚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项目的又一优
质载体。
　　另一方面，在拓展产业发展赛道上
做文章。政企研产联合发力是新质生产
力集聚发展的核心动力。海洋高新区在
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发展过程
中，充分聚合海藻活性物质国家实验室、
产学研联合实验室、国家公共检测平台
等创新资源优势，争当全市及新区建设

“蓝色药库”主力军。
　　在一系列有力措施的带动下，辖区
企业科技创新潜能争相迸发。明月海藻
集团在多方资源帮助下突破技术壁垒，
成为国内首家取得岩藻多糖食品生产许
可资质的企业，海藻酸盐产能全球第一，
主导的治疗幽门螺杆菌的岩藻多糖制剂
成功进入临床应用；聚大洋集团生产的
海藻生物制品全球占有率超30％，海洋
寡糖已从工业级产品转型为食品级、海
洋生物医药级高附加值产品，与自然资
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合作研发的海藻多
糖空心胶囊年产已达80亿粒；琅琊台集
团的小球藻加工产业在国内市场占有率
达30%……这些企业已经成为新区海洋
医药和生物功能制品高值化提升的新
示范。
　　为更好发挥这些领军企业的“头雁”
效应，近年来海洋高新区着力通过优先
配置重点发展要素，支持企业抢抓机遇，
加快引进新技术，推出新产品，拓宽新赛
道。“目前我们正全力做好土地资源要素
保障，确保占地100多亩的明月海洋生命
康健产业园和聚大洋药用褐藻多糖两个
大项目按期开工建设。”海洋生物医药产
业园资源规划工作业务负责人丁磊说。
　　“我们将坚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
章，全力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档升
级，争当新区乃至全市打造千亿级生物
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的突击队，为加
快建设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核心区提供
强力产业支撑。”谈及海洋生物医药产业
的发展未来，韩延春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