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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腾

　　6月27日，青岛思锐智能半导体先
进装备研发制造中心在青岛自贸片区
落成投产。该中心填补了青岛市在半
导体核心装备领域的空白，标志着青
岛在半导体产业自主创新和高端装备
制造领域迈出重要一步。
　　作为2024年度和2025年度的山东
省重大项目及青岛市重点项目，思锐
智能半导体先进装备研发制造中心由
思锐智能与青岛城投集团联合打造。
项目总占地约95亩，总建筑面积达8.6
万平方米，计划投资超12亿元，聚焦原
子层沉积镀膜（ALD）和离子注入机

（IMP）两大核心半导体前道设备的研
发与量产。
　　“思锐智能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
同时提供离子注入机和原子层沉积设
备并实现关键技术自主突破的高科技
企业。项目从建设到投产仅用一年时
间，展现了龙头企业的责任与担当，进
一步完善了青岛市集成电路产业链布
局，对产业升级具有重要的示范引领
作用。希望思锐智能以此为契机，深化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育，为青岛半导体
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青岛自贸片区
管委副主任隋斌表示。
　　思锐智能半导体先进装备研发制

造中心不仅是一座年产百台设备的生
产基地，更是构建“技术-制造-生态”
闭环的关键节点。青岛思锐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翔表示：“我们
将依托该中心加速突破ALD、IMP等关
键技术瓶颈，深化在集成电路、功率化
合物等领域的布局。同时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深化与政府、高校及海外机构
的合作，打造全球领先的研发验证平
台和人才聚集区，助力中国半导体产
业链自主可控。”
　　据悉，青岛思锐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由中国中车集团及旗下基金通
过深度“产融结合”的方式联合发起设
立，注册资本11亿元，主要聚焦关键半
导体前道工艺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
售，提供具有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
术的系统装备产品和技术服务方案，
主要业务包括原子层沉积设备及离子
注入设备，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以功
率与化合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半导体、
新能源、光学、生物医学等诸多高精尖
领域。
　　2018年9月，思锐智能完成对ALD
技术发源地——— 芬兰倍耐克公司100%
股权的收购工作。思锐智能及子公司
BENEQ在全球拥有近480项专利，在
ALD和IMP技术及应用方面具备雄厚
的技术积累，是国内极少拥有全球客

户拓展能力的中高端半导体装备生产
制造商，业务范围覆盖全球40个国家
及地区，累计超过500个全球客户。
　　思锐智能项目的落地进一步增强
了青岛自贸片区在半导体高端装备领
域的竞争力，为青岛打造“中国芯谷”
注入新动能。未来，青岛自贸片区将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实现更高质量、更
高水平的发展。 
　　青岛市集成电路产业园自2022年
11月揭牌成立以来，紧紧围绕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坚
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集成电路产业规模持续壮大、
产值稳步提升。青岛城投集团发挥市
直国企担当，深度参与产业园发展，协
同管委专班共同推动园区规划前瞻性
研究、专业载体投资开发、产业联合招
商、专项基金搭建等工作，促成以思锐
智能为代表的关键链条企业落地投
产。截至目前，产业园已累计集聚产业
链上下游项目46个，总投资约1803亿
元，涵盖设计、制造、封测、材料、设备
等全产业领域，入围“中国集成电路园
区综合实力TOP30”榜单第17位，带动
青岛市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综合竞
争力百强城市第81位，展现出强劲的
发展潜力。

　　□记者 李宛遥 报道
　　本报讯 6月28日，山东省首个综
合性低空经济现代产业学院及“新质
慧”质量基础设施低空经济服务基地
在西海岸新区揭牌成立。
　　低空经济现代产业学院是在青岛
市低空经济产业专班指导下，由山东
科技大学、青岛空天动力结构安全研
究所、青岛协同创新研究院三方共建。
本着“资源互补、共同建设”的原则，共
同开展低空经济领域的科学研究、技
术开发、人才培养、技术咨询、飞行器
适航认证支持，承接地方政府低空经
济政策研究，为青岛市乃至山东省培
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端专业人才。该学
院将开设机械电子工程（低空技术与

装备）特色班，计划于2025年起招生，
每年1-2个班（每班30人），将搭建起连
接高校、科研院所与产业的“立交桥”，
为青岛市乃至山东省低空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新质慧”质量基础设施低空经济
服务基地是国内首家主要面向低空航
空器制造、维护维修等产业的质量基
础设施。基地将发挥青岛空天动力结
构安全研究所等单位人才和技术资源
优势，满足低空经济产业链上下游企
业的检验检测、认证认可，以及标准
化、计量、知识产权等方面需求。
　　产业学院与服务基地的成立，标
志着青岛市在低空经济领域产教融合
与产业服务体系构建方面迈出坚实一

步。这不仅是青岛市高等教育主动对
接产业变革、服务地方发展的积极实
践，更是打造集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社会服务于一体的协同创
新平台的关键举措，将有力破除学科
专业壁垒，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
为低空经济这一未来产业培养输送亟
需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应
用型研究人才与管理人才，为产业健
康、安全、可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注入创新动能。
　　揭牌仪式上，青岛空天动力结构
安全研究所与早鹰集团签署合作协
议，并进行无人机及人工智能技术路
演，进一步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山东首个综合性低空经济
现代产业学院在新区成立

◆计划今年起招生，培养低空经济领域高端专业人才
◆“新质慧”质量基础设施低空经济服务基地同步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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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青岛半导体核心装备领域空白

　　□记者 李涛 报道
　　本报讯 日前，青岛市海洋发
展局下发《关于确定2025年水产养殖
业绿色发展促进项目实施单位的通
知》，确定8家企业为我市2025年水产
养殖业绿色发展促进项目实施单
位。其中，西海岸新区5家企业全部申
报成功，将获得补助资金共计350
万元。
　　据悉，项目申报工作开展以来，
区海洋发展局积极组织指导青岛贝
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青岛金沙滩
水产开发有限公司、青岛卓越海洋
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大村鲜达水产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青岛亿海丰水
产品有限公司等5家企业进行了申
报，并多次到申报单位进行勘察和
初审，了解项目申报内容，现场查验
项目进展情况。经企业申报、区市推
荐、专家评审、公示等程序，最终5家
企业全部申报成功。
　　下一步，区海洋发展局将加强
项目日常监督管理，推动项目顺利
实施。同时，做好资金监管，严禁资
金截流、挤占、挪用，保障项目资金
使用安全，确保项目按时保质完成，
促进新区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

青岛市2025年水产养殖业绿色
发展促进项目实施单位确定

西海岸新区
5家企业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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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
工作提质增效。
　　会议听取了关于中央生态环保督
察迎检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牢
问题整改政治责任，实行“清单制+责
任制”管理，不折不扣推动问题整改落
实。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

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确保问题整
改见到实效、见到长效。要持续开展环
境突出问题排查整治，常态化打好蓝
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建设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新区。
　　会议听取了关于上半年安全生产
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会议强调，要深
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提升本质安全

水平，盯紧看牢重点领域，坚决守好安
全底线，加强安全生产督导检查，提升
执法监管效能。
　　会议还审议了工委（区委）编制委
员会会议有关议题，听取了关于开展
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工作情况、关于
组建青岛西海岸创新产业投资集团有
关事宜的汇报，研究了其他事项。

（上接第一版）说明“四风”问题具有顽
固性和反复性。我们要坚持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尺度不松，一体推进学查
改，持续深化警示教育，从严从实抓好
违规吃喝问题专项整治，锲而不舍把
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会议强调，要从严从实开展深入贯
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一体推

进学查改，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
有成效。要紧扣主题深学细悟，持续推
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优良作风凝心
聚力、干事创业。要从严整治违规吃喝，
把作风硬要求变成硬措施，持之以恒加
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要深入开展警示
教育，动真碰硬纠治突出问题，形成露
头就打、反复敲打的高压态势。要扛牢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责任链
条，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党
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加强党员干部全方
位管理和经常性监督，把好作风管出习
惯、抓出成效。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
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在深学细
悟、真查实改、责任传导上带动“绝大多
数”、激活“神经末梢”。

（上接第一版）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
带，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关系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要始终站稳人民立
场，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寻对
策、找思路，实事求是、依法依规做
好信访工作。要严格落实领导干部
接访下访制度，不断健全诉求表达、
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为群众多
办实事、多解难题。要紧盯重点领
域，加大摸排化解力度，科学评估风
险，堵塞监管漏洞，推动问题系统解
决，全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要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信访工作，
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同时
梳理共性问题、把握普遍规律，努力
做到以“一件事”带动“一类事”解
决，切实将信访制度优势转化为社
会治理效能。

（上接第一版）详细解读了《中国医
院创新转化报告（2025）》，系统分析
了医学科技成果和转化现状。复旦
大学青岛研究院心血管器械工程研
究中心正式启动；复旦大学青岛研
究院与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签署了
共建“心血管技术创新合作中心”合
作备忘录。
　　大会主论坛汇聚多位院士、专
家，洞察科技前沿，剖析转化路径。
大会还设置近20场专题论坛及交流
会、超100个主题报告，近200位来自
政、产、医、研、资领域的嘉宾出席并
作分享，系统呈现了医学创新从“技
术突破”到“临床应用”、从“单点实
践”到“生态共建”的完整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