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滕敦斋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来我省考察

指导工作。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姜异康在
济南汇报介绍有关情况，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伟参加。

孙家正一行来我省主要是出席全国暨地方政协教科文卫体
委员会工作座谈会。孙家正指出，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深厚
的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基础，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也不断取得
新进展。山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推动由文化资源大省向文化
强省跨越。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愿意发挥人才智力优
势，为促进山东文化建设贡献力量。

姜异康说，这次全国暨地方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工作座
谈会在山东召开，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工作的关心支持，也是对
山东教科文卫体事业发展的有力推动。当前，山东正在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繁
荣发展。希望全国政协继续给予有力指导，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不断取得新进展。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于永湛、江绍高、张大
宁、赵沁平、胡家燕、高敬德、张秋俭、蒋效愚、张耕、王全
书、张玉台，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安纯人；省政协副主
席乔延春、王新陆参加会见。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姜大

明在济南会见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徐宪平。客人此行主要
就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转方式调结构、交通建设等情况进行
调研。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仁元，济南市市长张建国，山
东大学党委书记李守信参加会见。

□记者 张海峰 报道
本报济南11月7日讯 今天上午，省城持续几天的阴霾开

始逐渐散去，但气温并未回升。11月8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
冬，今后几天北方冷空气将频频南下，我省温度将持续走低。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鲁西北西部、
鲁中南部和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间阴。
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全省一般在8℃左右。8日夜间到9日白
天，全省天气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
和半岛内陆地区6℃左右，其他地区8℃左右。9日夜间到10日
白天，全省天气多云间阴。北风2-3级。最低气温鲁西北、鲁
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4℃左右，其他地区7℃左右。

据专家介绍，立冬之后，冷空气活动开始频繁，每次冷空
气到来都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而后又转
晴，并逐渐转暖回升，形成“三日寒、四日暖”的寒暖交替的
天气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天气变化，公众在生活起居和饮食调
理上也要作出相应调整。

□记者 王红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强悍的土著女人、王子与

美人鱼、经典国粹艺术……将历史题材、时
尚主题、神话故事与传统魔术表演有机融合
的大型魔术主题晚会“梦幻飞舞”，11月3
日和4日晚在济南奥体中心体育馆震撼上
演。少为人知的是，这么大型的演出活动，
只有4名魔术演员是出品方的签约演员，其
他演员都是临时聘用的。

“我们完全以市场化手段来打造这台晚
会。”山东东奥演艺公司董事长田子淳介绍
说，“目前公司只有4名签约魔术演员，45

名舞蹈演员全是从省歌舞剧院聘请的，演出
一场拿一场的钱。”

晚会虽然走市场化路子，但并不意味着
降低艺术追求。田子淳表示，“这台主题晚
会整合魔术、舞蹈、舞美等多元艺术元素，
从传统的魔术表演形式中脱胎而出，为观众
献上的是一场‘跨界’魔术艺术表演，这种
演出形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第一次。”

据介绍，“梦幻飞舞”主创阵容强大。
总导演梅昌胜是湖北省歌舞剧院院长，曾担
任亚运会大型乐舞“火凤凰”的编导，并多
次担任央视春晚特约编导；编导汪斌、吴媛

婕、羿萍也曾多次担任大型综合晚会的舞蹈
编导。4名魔术演员不仅多次在全国魔术大
赛中获奖，还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等
节目中跟成龙、洪金宝等明星合作过。

此外，出品方花费巨资购买了先进的演
出器材、魔术道具等，仅仅首演租赁道具的
费用就达到了100多万元。有着40多年国有
艺术院团从业经历的田子淳，曾担任过省杂
技团团长，他对自己的投入有着独特见解：
“无论是聘请专业团队，还是设施的投入，
都是为了打造演艺品牌，吸引经纪人和演出
商，为了后续的演出活动。”

“现在的演出市场，不是没有观众看，
而是没有优秀的演出吸引观众来看。”田子
淳表示，“我们的国有院团，谁邀请就去谁
那儿演出，没人邀请就在家里待着，这样文
化市场怎么能活跃起来？”

“梦幻飞舞”首演现场，还有一批特殊的
观众，那就是全省各体育场馆的负责人。“我
们要从省内演出开始，逐步走出去，到省外和
国外演出。”接下来，田子淳表示会继续走市
场化路子，“我们会跟其他团队合作，实现利
益、风险共担。有合适时机，我们还会聘请职
业经理人，更好地做好市场运营工作。”

市场化手段打造全新魔术晚会“梦幻飞舞”

一台大戏仅用4位签约演员

孙家正来鲁考察指导工作
姜异康汇报介绍情况 刘伟参加

姜大明会见徐宪平

今日立冬冷空气来袭
生活起居饮食调理请作相应调整■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开创文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 本报记者 李 梦

实施“蓝黄”两大战略，等于重新组
合、调度、配置了两大经济区域内外各种发
展要素，对外吸引要素流动形成洼地效益；
对内错位互补、优势互促呈现要素叠加效
应，从而带动区域合作、产业转移、结构调
整日趋活跃，区域经济活力四射，“山东板
块”竞争力不断增强。

突出比较优势

强化“重点”带动
“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第一出发点是促

进重点地区发展。”“蓝黄”两大战略规划
编制组负责人、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司长范恒
山说，重点地区包括两类：一是发展基础条
件比较好的地区，目的是发挥其辐射带动作
用；二是发展潜力较大地区，目的是推动其
加速成为新增长点。

这与山东半岛地区、黄三角地区的基础
条件、发展要求完全吻合。截至山东半岛上
升为国家战略前的2009年底，该地区海洋生
产总值居全国第二，形成了以海洋渔业、海
洋生物医药为主的较为完备的海洋产业体
系，并在海洋科研实力、海洋生态环境保
护、海陆基础设施、海洋管理水平等方面走
在全国前列。此时，借助国家战略进一步推
动地区加快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冲动极为强
烈。黄三角地区土地后备资源得天独厚，
792万亩未利用地具有发展高效生态经济的
独特优势。在国家战略层面配置该地区未利
用地资源，将加快吸引跨区域要素集聚，持
续激发该地区的发展活力与潜力，加速培育
成为沿海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实施“蓝黄”两大战略的实践证明，两
大经济区的重点带动效应非常明显。初步统
计，青岛市上半年境外投资项目数百个，全
部为高端高质高效大项目；日照市今年已开
工建设大项目114个，完成投资243亿元，为
历年之最；东营市在黄河入海口建起20万亩
现代渔业、20万亩生态畜牧业为主阵地的高
效生态农业示范区。尤其令人欣慰的是，在
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等比较优势吸引下，日
韩、欧美等国家的汽车零部件、电子信息、
食品加工、建筑材料等产业高端环节开始加
快向“蓝黄”两区转移，这一现象在青岛、
烟台、潍坊等“两区”核心区域最为普遍。
据粗略统计，仅日资企业上半年就向青岛转
移项目27个、烟台近20个、潍坊15个。

事实上，国家战略本身即具有强大号召
力，实施国家战略规划一般都会随之配套出

台系列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的优惠举
措，此类发展要素可集结、调动更多的项
目、资金、人才等资源，带来更多发展机
会。从省委、省政府日前对“两区”建设的
督导检查情况看，“两大战略”规划实施以
来，交通和水利设施、产业园区、大项目投
资、未利用地开发、集约用海、环境治理与
保护等方面，皆呈现又好又快发展态势。

改革试点探路

谋求要素协调
陆海统筹科学发展海洋经济和高效生态

经济模式，无先例可循，需要通过大胆改革、
先试先行，走出一条适合发展需要的新路。

在高效生态经济建设方面，我省将792万
亩未利用地开发作为重要突破口，分农业用
地和建设用地两大类进行高效集约开发。在
农业用地开发上，实施集中连片开发，推进规
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力图探
索一条与未利用地开发相适应的黄三角高效
生态农业生产新模式；在建设用地开发上，实
施园区化、集聚化开发，提高投资强度和产出
效益。同时，创造性地设立建设用地“备用区”
和“飞地经济示范区”，科学高效开发利用每
一寸未利用地，推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

调查显示，劳动力、生产资料、空间、
技术、政策等要素，在海陆之间都存在着制

度性分割。以海洋污染治理为例，就有环保
局不下海，海洋局不上陆的说法。海洋经济
发展改革试点着力陆海统筹，将海洋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临海产业布局
与海岸线保护开发、海洋资源综合利用和生
态保护有海洋特色的政策体制与法规体系建
设等统筹考虑，重点探索能够使各类要素在
陆海之间建立关联，统筹发展的新机制，为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探索科学发展之路。

从两大经济区的试点和探索情况看，抓
住黄三角未利用地开发这一“主要矛盾”，可
有效吸引东部沿海与国内发达地区的资金、
人才、技术、信息向黄三角集聚，加快解决黄
三角地区基础设施滞后、产业层次偏低等自
身制约问题，也能为省内外其它地区提供新
机遇和空间。而坚持创新驱动、开放带动、海
陆联动推进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在更大范围
内重新调动、组合、配置要素资源，发展的支
撑和动力变多，建设发展的步伐加快。数据显
示，上半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主阵地6市2
县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28%，增幅较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
增长25 . 4%，占全省总量的76 . 3%。

凸显“转调”目标

加速结构优化
区域经济发展与转方式、调结构相辅相

成，以区域为平台，可以更有效地推动转方
式、调结构；以“转调”为动力，可以进一
步加深区域一体化发展。“蓝黄”两大经济
区建设，给山东转方式、调结构搭建了最佳
平台。

青岛市突出海洋科技、基础性研究等优
势，着力打造“蓝色硅谷”，加速青岛海洋
科学与技术国家实验室高性能科学计算与系
统仿真平台、国家深海基地等15个海洋科技
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带动蓝色经济区
海洋科技发展和海洋科技产业转化。烟台市
围绕调整优化渔业结构，在12处苗种繁育基
地推行健康育苗制度，建设全国最大健康海
水苗种供应基地。上半年，仅海参出苗量就
达400万斤，同比增加20%；名贵海水鱼出苗
量同比增加10%。威海市以建设国家海产品
质量检测检验中心、南海海洋经济新区和荣
成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等重大事项为抓手，加
快加工贸易、城市环境、新兴产业转型升
级。潍坊市全力打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八
大千亿级产业链，带动大企业、大项目纷纷
落户，高新技术融入其中……

目前，以高端高质高效为目标，以培育
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方向，以发展海洋优势产
业集群为重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强化园
区、基地和企业的载体作用，吸引烟台·莱
阳丁字湾滨海省级旅游度假区开发项目、日
照·新加坡国际海洋城项目等近百个超大项
目加速集聚，带动传统产业和城市发展加速
转型升级。以发展循环经济，推进清洁生
产，突破制约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为切
入点，东营、滨州等黄三角核心地区致力于
培育油盐化工循环经济示范园区、优质粮棉
区、生态渔业区、生态畜牧区、绿色果蔬
区，构筑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建设全国重要
的高效生态农业基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推动两大经济区率先转入创新驱动、内生增
长轨道。

事实上，“蓝黄”两区进入国家区域发
展大战略，既是沿海地区的发展机遇，也是
“山东板块”整体的发展机遇。在两大经济
区建设中，根据产业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
构差异等情况，我省还以海洋产业链、高效
生态产业链为纽带，以产业配套协作、产业
链延伸、产业转移为重点，专门打造了28个
海洋产业区联动发展平台，将发展平台延伸
到整个“山东板块”。

毫无疑问，“蓝黄”两大发展战略，在
一个新高度上，为山东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
提供了平台；同时，又在一个新的目标上，
为山东更加长远的发展，蓄积了后劲，夯实
了基础。

■记者观察·山东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

重配发展要素 再蓄发展大势
——— “蓝黄”战略撬动山东区域经济大变局( 下 )

“10+3媒体合作研讨会”今开幕

海内外媒体老总共聚泉城

感知齐鲁风采
谋求合作发展

 今日关注·3版

□CFP供稿
东营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水草丰美，鸟类云集。

公投欧盟援助方案引发政治危机

希腊总理被逼“让位”
 国际·县域·6版

莱莱山山形形成成新新商商圈圈
烟烟台台商商业业新新格格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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