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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白晓 通讯员 张军朴 报道
本报讯 我省拥有的港口具有无可比拟的区

位优势、岸基优势和航线优势。港口经济的发展将
推动全省迈向港口强省的步伐。作为我省进出境
监督管理机关的青岛海关，其工作与港口发展息
息相关，正以“港兴则关兴”为依托，积极提升港口
功能，支持港口做大做强。

目前，我省有青岛、烟台两个保税港区，在海
关监管下，保税港区整合了港口作业、保税物流、
保税加工等功能，具有发展国际中转、国际采购、
分销配送、集拼箱等业务的良好条件，吸引国际、
国内物流向保税港区集聚。

除了在全国海关通行的优惠政策外，青岛海
关还为我省企业专门定做了优惠：结合关区实际，
实行启运地退税和入港退税模式。

“这相当于放大了保税港区退税政策。”青岛
海关通关监管处处长王继军介绍，“我们现在对港
区货物实行出口预结关，改变海关必须在装载出
口货物的运输工具实际离境后才能办理结关并签
发出口退税证明联的做法。对于出境口岸为保税
港区的货物，在启运地申报放行后直接签发退税

证明联，使关区所有从保税港区出口的海运、陆运
货物便利地享受到入港退税和启运地退税政策。”
这样一来，企业通关手续简化了，资金占用减少
了，保税港区的政策优势被放大到我省各地。

依托港口优势，能让企业攀上高起点；拓展港
口功能，则可以给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发
展空间。通过搭建省内中转快速通道，青岛海关积
极推进我省港口发展。

直通模式率先贯通了我省24个隶属海关监管
区域间的网络。这一模式允许进口货物卸船后直
通至特殊监管区通关，出口货物在特殊监管区内
集拼报关后直通至港口装船出口，真正实现一次

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将口岸功能延伸到特
殊监管区，解决了传统方式中转运力不足、两次报
关、成本较高等问题。

跨省区域通关合作则实现了全省港口与省外
经济腹地的对接。王继军介绍说，区域通关实行

“属地报关，口岸验放”的监管模式，外省企业进口
货物在到港前即可向当地海关申报，货到即放；出
口货物在生产线上或运输途中即可在家门口向当
地海关申报。“这样的模式对于吸引外省区货源向
我省港口聚集的效果显而易见。”据了解，目前青
岛海关已经与北京、上海、深圳等24个海关签署了
区域通关合作备忘录，实现了我省与沿黄流域、环

渤海经济圈、长江三角洲经济圈、泛珠三角洲经济
圈的对接与合作。

口岸通关效率是影响港口综合竞争力的重要
因素。多年来，青岛海关精益求精，不断优化我省
口岸通关监管服务，简化通关手续。

分类通关改革大幅提升了口岸通关效率。青
岛海关监管通关处副处长张颖介绍说：“分类通
关实施后，约有80%强的出口货物和50%强的进
口货物被计算机分流至低风险处理环节，几乎在
分流的同时即被放行。货物自我省口岸进出，平均
出口通关时间不足1分钟，进口通关时间平均为5
分钟。”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讯 为缓解新建住宅区域适

龄儿童入学难问题，青岛市政府近日
公布了2011年配套学校建设计划，将在
市内五区共建10所中小学，其中市南、
市北、李沧、崂山四区给1所，四方区6
所，计划规模达351个教学班，可容纳
近两万学生。

近年来，随着城市经济建设不断
发展和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深入，新建
住宅小区不断涌现，居民大量迁入，
使得青岛市居民居住条件得到较大改
善。但一些新建小区应配建的学校却
因拆迁费用、土地用途变更、土地转
让补偿费、规划不尽合理等问题迟迟
不能建设，使得区域内适龄儿童的数
量超过了周边现有学校和幼儿园的接
纳能力，造成适龄儿童入学难问题。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讯 2月26日14：11，“运12”

飞机满载着增雨催化剂——— 干冰，迎
着浓浓的云雾，从流亭机场起飞奔赴
作业区域。此次作业高度在3000米，机
外温度为零下5度，在增雨条件最合适
的平度、莱西、即墨和崂山上空作业
后，于15：47返回流亭机场。据作业飞
行员介绍，飞机升空后基本都是在雨
中飞行，作业效果明显。山东省人影
飞机13：48飞抵青岛胶南、胶州等区域
展开作业，至此，青岛首次实现双机
全区域覆盖人工增雨作业。

据了解，根据气象台预报，2月26
日有一次小到中雨过程，在北航航管
中心，民航青岛空管站、国家海洋局
北海分局等单位的支持下，青岛市政
府人工影响天气办公室抓住有利时
机，及时开展了全市规模的人工增雨
作业，并首次实行人工增雨双机(山东
省人影办的“运7”飞机和北海分局海
监“运12”飞机)作业，部分区市实施
了地面碘化银发生器作业。

截至2月26日21时，山东省人影飞机
在青岛上空进行增雨作业、海监“运12”
增雨飞机仍在守候待命，继续抓捕增雨
时机开展作业。而26日夜间至27日凌晨，
山东省人影飞机、海监“运12”飞机“夜
航”，再次人工增雨作业。

□记者 梁旭日 报道
本报讯 “三年之内，青岛将解

决老城区居民的供热问题。”两会期
间，青岛市政协委员、市市政公用局
局长单强炜表示。

据了解，“十一五”期间，青岛市区
新增供热面积461万平方米，供热普及率
提高了35个百分点。但老城区供热却推
进较慢，截至目前，仍有5万户居民盼着
供热，待供热面积超过了400万平方米。

单强炜介绍，面对热源缺乏、换
热站选址难以及路线选择难等问题，
青岛将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在老城区
的两翼建设热源，从外围向城区输
送；二是在学校等公共场所建设换热
站，向周边的居民供热；三是合理设
计线路走向，寻找线路可能。

□记者 梁旭日 报道
本报讯 继地铁3号线全线开工之

后，日前，青岛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2
号线分一、二期工程)总体设计工作已
经全面展开，将于2012年上半年开工建
设，2016年年底通车运营。

据悉，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是青岛
近期轨道交通建设的第二期工程，线
路自泰山路站起经辽宁路、台东一
路、延安三路、香港中路、香港东
路、深圳路、枣山路、李村、夏庄
路，终点金水路站，全长25 . 2公里。

目前，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前期各项
工作已依次展开，勘察单位已经展开地
质勘查作业，预计3月底完成初勘工作。

城区新建住宅小区

配建10所中小学

首次实施全市规模

双机人工增雨作业

三年实现

老城区供热全覆盖

地铁2号线

明年开工

让文化和旅游相得益彰
——— 政协委员支招文化青岛建设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报道

青岛市市长夏耕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
出，要加快文化青岛建设。青岛市两会期间，政
协组织“建设‘文化青岛’”专题讨论会，来自

青岛高校、文化、旅游等行业的20多位政协委员
围绕打造“文化青岛”出谋划策。

文化是城市旅游的灵魂。青岛市政协委员、中

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盛红认为，青岛旅游
发展中要尊重传统，保护文化，把城市文化建设作
为旅游事业的核心。传统建筑、老商品街、海滨景
观等都是青岛的特色旅游资源，而青岛的现代旅
游资源也应当予以重视和开发，如青岛的海洋科
技、家电制造业、音乐、影视、美食等都很发达。

青岛市政协常委赵高潮认为，文化和旅游是
相互关联、渗透、交叉的整体。从旅游的角度发
展文化和从文化的角度审视旅游，都是一种新的
思维方式。发展文化应当从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高
度来认识。发展文化旅游战略，推出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影视、音乐、动漫等艺术作品尤为重要。

市政协常委、香港大中实业股份公司总裁尹
德胜建言，青岛可以借鉴香港发展文化产业的优
秀经验——— 作为融汇中西文化的移民城市，自回
归祖国后，香港特区政府以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带

动经济转型。
尹德胜说，青岛应充分把握机遇，解放思

想，吸收包括港澳在内先进地区的经验，推动青
岛迈向国际大都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

人才。目前世界各国的竞争，实际上是高素质人
才的竞争，在青岛未来建设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战
略中，提升教育的素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
素质人才，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

青岛若要力争成为国际大都市，就必须营造
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谐相处的氛围。如青岛的
奥帆中心目前在冬季利用率偏低，有关部门应举

办更多跨文化的体育娱乐活动，既能物尽其用，
又可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青岛也可借鉴香港美
食文化的经验，利用一年一度的啤酒节等传统活
动，打造和推广青岛独有的美食旅游文化，吸引
海内外游客。

政协委员们认为，建设文化青岛，需要立足青
岛现状，做出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综合性的规划。

青岛市政协委员牛鲁平说，建设文化青岛，要
用世界眼光谋篇布局。结合环湾保护，拥湾发展战
略和十二五规划，综合考虑文化旅游发展，制定一

个综合性的发展规划。
市政协常委、青岛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马波认

为，加大青岛城市文化资源开发力度，开发富有
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和高端文化旅游项目，加快
文化与旅游的有机融合，全力打造文化旅游产业

品牌，将有力推动青岛市旅游业的转型升级。如
充分发掘利用滨海文化，打造“东海福地”文化
品牌，开发建设便利游客祈福的旅游景点。充分
发掘利用山海文化，打造“海誓山盟”文化品
牌，适时组织举办大规模的婚姻庆典，完善对婚
庆产业的服务环节，推动岛城婚庆旅游业提升发
展。

市政协委员、青岛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局局

长徐增敏，则谈到在体育中应注入文化内涵：
“我们可以借鉴英国曼彻斯特、西班牙巴塞罗
那、美国洛杉矶等城市的经验，全力打造以青岛
国际帆船赛、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等为代表的国际
国内大型体育赛事，打造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
‘体育城’，吸引和争取更多具有较强影响力和
吸引力的大型国内外赛事来青举办。”

文化是城市旅游的灵魂

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打造“东海福地”等文化品牌

居民收入未来五年翻一番
——— 青岛“十二五”规划亮点解析

□本报记者 梁旭日 白晓 报道

“‘十二五’期间，全市生产总值预期年均增长
11%，增速比‘十一五’规划低2个百分点；同时，还
首次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生产总值增长保持
同步，年均增长11%，比‘十一五’规划高1个百分

点。”2月24日，本届人代会就“十二五”规划纲要专
门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议发布的有关青岛未来的
上述两个不同变化引人关注。

一增一减之间，体现的是发展理念和发展方

式的变化。在新闻发布会上，青岛市发改委副主任
李希琨如此诠释：“生产总值预期增速调低2个百
分点，主要是为了引导各方面把主要精力用在转
方式、调结构上；居民收入预期增速提高1个百分
点，主要是为了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2011
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青岛并未一味追求规模
和速度，而是将发展质量和成果共享摆到了更加

显著的位置。
“目前，青岛的GDP已经进入了中国的第一

方队，在经济总量跟上以后，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在新闻发布会上，
青岛市发改委副主任王奇表示，未来五年，青岛
要在保持同步的基础上，争取居民收入增速超过
GDP增速。

“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位居规划纲要列举
的十项战略任务之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其主线
就是推动产业升级。其中，实现由“制造青岛”到

“服务青岛”的转变，可以说是未来五年青岛经济
转型的最大看点。

“从大的产业结构来讲，我们首先要发展三
产，使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6 . 4%提
高到2015年的57%，甚至超过57%，到了60%之
后，青岛就会成为真正的服务业为主的城市。”
王奇介绍。

在领域众多的服务业中，青岛选取的发展重

点是金融、旅游和物流三大产业。“未来五年，青岛
将从‘小金融’向‘大金融’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
向资本市场挺进。”

另外，如何打好蓝色牌，对于身为山东半岛蓝
色经济区核心区的青岛来说，是又一大机遇。

根据规划纲要，未来五年，青岛将全面推进
蓝色经济区改革发展试点。规划建设青岛西海岸
经济新区，创新开发区、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
等的管理体制。建设中日韩区域经济合作实验
区，在海洋产业合作、投资贸易便利化、跨国交
通物流、电子口岸互联互通等方面先行先试。

根据规划纲要，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方面，未
来五年，青岛将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拓宽增收
渠道，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分别增长11%。

“首要的是调整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
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
比重，否则，承诺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1%或者
同步GDP增长，就是一句空话。”在说到如何提高
城乡居民收入时，王奇如此表示。

对于农民增收，规划纲要提出的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成为一大看点。

“土地生财。”王奇的解释很干脆，“青岛将围

绕着土地增加农民的财产收入，一个是土地的承
包经营权，一个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这是保证农民
收入11%增长的必备条件。”

另外，“十二五”期间，青岛将按照“非禁即入”
的原则，放宽民间投资进入领域，扶持中小微企业
发展，藏富于民。

“与南方城市相比，青岛的民营经济还比较落
后，而这正是增加居民收入的基础之一。”李希琨
表示，未来五年，青岛将落实财政和税收的优惠政
策，为民营企业设立生产经营提供便利的服务，扶
持民营企业蓬勃发展。

随着青岛市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结束，备受
关注的《青岛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

年规划纲要》也浮出水面。
对青岛来说，在“十一五”末工业产值迈上万

亿大关、生产总值升到5666亿元的基础上，“十二
五”期间，如何让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成为首要

目标。未来五年，青岛将保持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
同步，到“十二五”末实现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

“一增一减”折射理念变化

服务业将成支柱产业

土地将成农民生财依靠

2月26日，顾客在青岛香港中路一超市选购炒豆。农历二月二临
近，青岛多家超市专门设立了炒豆销售专区，花样繁多的炒豆吸引顾
客尝鲜选购。据了解，每逢二月二“龙抬头”山东有吃炒豆的习俗，象
征“金豆开花，龙王上天”，期盼新年能有好收成。 □新华社发

“龙抬头”尝炒豆

青岛海关：助推山东

迈向港口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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