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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智能制造生态圈，为区
域制造业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

　　在成立大会公布的数据中，不难
感受到新区智能制造产业澎湃的创新
动能：2024年新区智能制造装备产业
总产值达423.97亿元，占全区规上工业
总产值的8.86%；优势高成长企业不断
增多，目前新区拥有工信部专精特新

“小巨人”19家、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
冠军企业16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1
家、省级工业设计中心7家、省级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6家……
　　亮眼数字的背后，是一批领军企
业突破“卡脖子”技术的硬核实践。
　　潍柴智慧重工项目实现量产，全

年实现产值10.8亿元；中加特参与完成
的“深部煤炭数智化高效开采成套技
术与工程应用”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其自主研发的变频电机
一体机在我国矿用领域市场占有率超
过80%，行业排名第一；国华(青岛)智能
装备研发的高性能机器人关节谐波减
速器，突破了进口谐波减速器在高端
谐波减速器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实现
了高端谐波减速器产品的国产替代；
北船重工与华世洁合作的VOCs治理
项目，将排放值控制在国标1/3水平；
山东港口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皮带机技
术改造项目，应用中加特解决方案后
总体节能达到20%以上……这些案例
印证着新区“科技-产业-生态”的良性
循环。
　　“创新已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攻
关。”刘然吉说。目前，新区正引导重点

企业联合上下游组建技术攻关联合
体，在工业母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形
成创新联盟。随着潍柴智慧重工等百
亿级项目量产，新区智能制造产业集
群的虹吸效应日益凸显。

　　站在“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
五”规划谋划的交汇点，新区为智能制
造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了路线图：
　　设备更新与场景革命，借力国家
设备更新政策，推动5G、AI、边缘计算
深度融入生产环节，建设智能工厂、黑
灯工厂示范标杆；
　　数据驱动与数字化转型，通过工
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实现全流程数据
贯通，培育数据要素赋能的新质生

产力；
　　跨界融合与能级跃升，依托联盟
平台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加速
智能制造与纺织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
的交叉创新；
　　……
　　“我们要让智能制造从‘盆景’变
成‘风景’。”新区智能制造加工中心联
盟理事长、青岛大东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巍表示，随着共享加工中
心线上平台辐射半径扩大，预计将带
动区域产业链综合成本降低15%以上。
　　从一家企业的技术突围到一个联
盟的生态共建，西海岸新区正以智能
制造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
卷。当资源共享成为共识、协同创新成
为常态，这座承载国家战略的开放新
城，将在“品质西海岸”建设过程中，构
筑起面向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新优势。

　　□本报记者 刘腾

　　北京时间3月7日凌晨，国际学术
期刊《细胞》以封面专辑的形式，发布了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和华大集团等共同主导
的深渊生命科研成果。该成果包括1篇
旗舰文章，勾勒项目全貌；3篇研究论
文，分别聚焦深渊中的原核微生物、无
脊椎动物（钩虾）和脊椎动物（鱼类）。
　　这是人类首次系统性地研究深渊
生命。该成果揭示了深渊生态系统的
生命适应策略与资源潜能，拓展了人
类对极端环境下生命过程的认知，推
动科学研究“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
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
发力，不断突破人类认知边界”。
　　据悉，2021年，上海交通大学、中
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华
大集团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了马里亚
纳海沟环境与生态研究计划（MEER
计划）。该计划依托“奋斗者”号载人潜
水器及深海生命研究领域自主可控的
软硬件体系，在国际深渊科学研究领
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研究团队通过对2000多份深渊沉
积物、深海鱼类及深渊钩虾样本的分
析，结合深渊海底现场观察，取得三大
突破性发现。
　　一是深渊微生物新颖性成因及其
适应策略。该研究构建了迄今最完整
的深海原核微生物基因数据集，并鉴
定出7564个物种水平的代表性基因
组，其中89.4%为尚未被报道的新物
种，其多样性与全球已知海洋微生物

总量相当。研究发现，深渊微生物通过
“精简型”和“多能型”两种适应策略，
在深渊高压、低温、寡营养环境中异常
繁盛，支撑了深渊生态系统的繁荣。
　　二是深渊钩虾的适应机制。端足
类钩虾是深渊生态系统中的核心物
种，扮演着“能量枢纽”的角色。研究发
现钩虾基因组达13.92GB，是人类基因
组（3.2GB）的4倍多，刷新了端足目的
基因组纪录。首次通过染色体水平基
因组和群体遗传学分析，并综合转录
组、宏基因组、代谢组等多组学数据，
揭示了钩虾这种万米深渊动物的群体
分化、种群动态历史以及其适应深渊
环境的分子机制。
　　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范广益
表示：“极端环境作为地球上最独特的
生态系统之一，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命
形式，蕴藏着极具开发潜力的生物资
源。华大研究院在极端环境生物适应性
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先后在《细胞》《自
然》和《科学》主刊发表了南极磷虾基
因组适应性进化、全球海洋微生物多
样性和水熊虫极端环境耐受机制等系
列突破性研究成果，解析了各类海洋
极端环境的生命过程分子机制，并发
掘了多个具有重要应用价值的功能基
因，为极端环境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提
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创新突破口。”
　　三是深渊鱼类突破高压生存禁区
的适应性重塑和演化轨迹。通过11种
深海鱼类的高质量基因组的比较研究
发现，深海鱼类的演化奇迹从白垩纪
开始，而深渊鱼类的环境适应机制也
挑战了传统理论。发现TMAO（氧化三

甲胺）并非唯一抗压法宝，多不饱和脂
肪酸的积累也能维持细胞膜流动性，
助力鱼类对抗高压。其代谢策略与微
生物研究成果形成系统印证。
　　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生物信息副
研究员宋跃表示：“这项研究不仅刷新
了我们对深海生命极限的认知，还为生
物技术（如高压耐受酶的应用）和生态
保护（如深海污染评估）提供了关键线
索。”
　　该成果系统研究深渊生态系统食
物链，从微生物到无脊椎动物（钩虾）
再到脊椎动物（鱼类），阐明了极端环
境下生命协同演化的科学规律，将人
类对海洋生态的认知拓展至万米深
渊。同时，繁荣的深渊生态系统展示出
深渊在新基因、新结构和新功能方面
的巨大资源潜能，为解决全球生物资
源枯竭困境提供了新思路。
　　自2016年落地西海岸新区以来，
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牵头成立国际海
洋基因组学联盟，发布全球首个《海洋
生物基因组学白皮书》，联合多国院士
设立“海洋新锐奖”，连续承办多届国
际海洋基因组学大会。完成迄今为止
最完整的海洋微生物基因数据库，海
洋生物基因测序能力位居全球第一，
对全球贡献度达到28%，占中国贡献的
49%。先后承担、参与了40余项国家、省
市级海洋方向的项目，主导、参与制定
各级标准20项。积极发挥海洋前沿科
学研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和带动作
用，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在青岛集聚发
展，为区域海洋及生命科学产业发展
注入新动力。

　　□记者 王雪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省大数据
局公布《2025年全省数据要素市场
化配置改革“揭榜挂帅”名单》，西海
岸新区共有3家企业揭榜，居全市前
列。其中，青岛真情巴士科技有限公
司成功揭榜任务“基于公交企业运
营数据的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应用实
践”，青岛大数据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成功揭榜任务“数据安全合规可信
流通交易”，太一数据科技（山东）有
限公司成功揭榜任务“利用可信空
间技术构建世界级港口群数据流通
共享服务枢纽”。
　　在山东省大数据局组织开展的
2025年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揭
榜挂帅”工作中，经单位申报、各市
推荐、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了77项
揭榜任务。区工信局（科技局、大数据
局）高度重视本次“揭榜挂帅”工作，
结合当前国家和省有关政策文件要
求，以及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
中遇到的痛点问题，广泛发动全区
企事业单位，找准申报方向，突出专
业优势，提升“揭榜挂帅”申报水平。
　　下一步，区工信局（科技局、大
数据局）将积极联合揭榜企业，围绕
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扎实开
展数据领域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和
应用实践，推出一批符合数据要素
特性的创新成果，推动数据要素协
同优化、复用增效、融合创新，释放
乘数效应。

　　□记者 仪博文 报道
　　本报讯 3月7日和3月9日，区
自然资源局分别在唐岛湾公园和珠
山国家森林公园组织开展义务植树
活动。活动共吸引300余名市民参
加，种植樱花、麻栎等苗木2000余
株，为美丽新区建设增添了一抹新
绿。 
　　此次活动特邀林业专家为市民
讲解了树木修剪及养护有关知识。
植树过程中，大家手持铁锹、锄头等
工具，认真完成挖坑、扶苗、培土、浇
水等工序，现场秩序井然。
　　接下来，新区计划在各镇街组
织30余场形式多样的义务植树活
动，鼓励更多居民参与其中，为建设
宜居新区、绿色新区贡献力量。

青岛华大基因研究院参与绘制全球首个万米深渊生态系统画卷

研究成果登上《细胞》封面

　　□记者 刘腾 报道
　　本报讯 近日，青岛自贸片区举
办2025年“自贸新机遇，金融新动能”
金融助力实体经济发展大会暨年度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活动发布会。50
余位企业家代表、金融机构代表和行
业专家参加，共商金融赋能实体经济
新路径、新思路。
　　活动中对《中国（山东）自由贸易
试验区青岛片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发
展若干政策》《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
验区青岛片区大宗商品贸易风险补偿

资金池管理试行办法》《中国（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自贸助贷”实
施方案》进行政策解读；中国出口信用
保险公司山东分公司解析国际业务风
险防控案例与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业
务；才企综服集团发布“2025年度青岛
自贸片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活动
计划”；各金融机构依据自身特色分享
了个性化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提供
了丰富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选择。
　　近年来，青岛自贸片区始终坚持
以制度创新为核心，深化金融领域开

放合作，通过搭建政银企对接平台，创
新金融产品，持续优化金融生态，助力
企业突破发展瓶颈，推动金融资源精
准滴灌实体经济，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下一步，青岛自贸片
区将通过举办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系列
活动，积极搭建企业与金融机构之间
的桥梁纽带，切实打好“政策+服务”组
合拳，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安全高效
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金融服务
企业的深度和广度，打造一流企业营
商环境，助力片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优化金融生态，赋能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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