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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王秀洁

今年6月份，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青岛西
海岸新区。8月，《黄岛新区建设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14—2016年）》即紧锣密鼓地出台
并获通过。几个月来，新区以海洋经济发展为
主题，立足承接新战略、培育新产业、建设新
城区、探索新机制，在加快实施海洋战略、实
现蓝色跨越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新战略带来新机遇

加快702所深海装备试验检测基地、712所
船舶电力推进系统产业化等项目建设，争取早
日开工建设澳大利亚帆船生产、大连万达游艇
产业园……在一次座谈汇报中，黄岛新区蓝色
经济办公室副主任杜军的发言让人信心满满。

新战略带来的机遇和速度已经显现。
2014年上半年，新区海洋经济增加值达到

260亿元，同比增长15%。在东部，作为全国
四大海洋工程基地与重要船舶和“国家级船舶
制造基地”的青岛海西湾，已发展成为具备完
整产业链条的大型产业集群，世界首艘具备
3000米深水铺管能力的“海洋石油201”号、
亚洲最大的深海油气平台“荔湾31”、国内首
艘300米饱和潜水母船“深潜号”从这里驶向
深蓝；在西部，坐拥世界最大的海藻酸盐生产
基地，海洋生物医用材料、功能糖醇及食品、
海洋生物化妆品等3个百亿级产业链正走向完
善。

目前，规划面积5000亩的海洋生物产业园
正在紧张建设，海洋生物产业发展的高端平台
即将呈现。与此同时，绿色制造国际创新园、
光谷海洋科技城等一批集生态和蓝色元素为一
体的高新产业特色园区已在规划建设中。

加快产学研合作

近日来，黄岛新区科技局局长赵英民非常
忙碌，前来了解洽谈合作的专家、团队明显比

以往更多。赵英民坦言，目前，新区正在从平
台建设、服务体系、工作机制完善等方面，推
进科技创新。

今年6月，明月海藻集团牵头组建了山东
半岛蓝色经济区海洋生物产业联盟，全区市级
以上产业联盟和人才团队分别达到11个和12
个。目前，全区正在通过加快产学研合作，在海
工装备、海洋生物医药等领域培育20个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推进海洋科技的协同创新。

科技创新，人才是关键。新区坚持引资、
引技、引智并重，目前，“国际海洋人才港”
计划正在实行，对国家“千人计划”、“百千
万人才工程”等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着重引
进。同时，积极推进“蓝色小巨人培育”示范
工程，在海洋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中设立专项，
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含量高、成长性高和市场前
景好的初创期科技企业发展，到2020年，培育
200家左右中小企业，使之具备引领、示范的

能力。目前，全区人才总量达到33 . 78万人，
“两院”院士和“千人计划”专家达到17人。

新区批复以来，一批“国字号”“海字
号”高层次科研机构主动前来对接，寻求合作
机会，与中国海洋大学、中科院等的务实合作
也正逐渐加深。

体制机制改革逐步展开

8月27日，关乎新区长远发展的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实施推进大会隆重召开。区政府《关
于进一步深化社会投资类项目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在会上宣读，区城建局、区工
商局、区规划分局和区行政综合服务中心等相
关部门依次就下一步的工作作了表态发言。

根据区政府要求，新区将努力成为国内审
批项目最少、行政成本最低、办事流程最简、

工作效率最高、体制机制最活、服务水平最
优、发展速度最快的区域之一。依据此标准，
各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展开。政府职能转变，经
济发展环境更加优越。

新区将行政审批管理服务职能从区行政审
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剥离出来，成立黄
岛新区行政综合服务中心，“一口式”受理、
“一站式”服务成为常态。

在区建设局，对建设项目施工企业和监理
企业取消招投标、实行备案制，备案环节转变
在为企业节约人力和成本的同时，节省至少20
天时间。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管制
型向服务型转变；在工商局，工商登记实行
“先照后证”，同时，实现营业执照、组织机
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减少环
节、优化流程的做法，让市场主体数量猛增，
3月份以来，已经登记注册企业4362户，同比
增长近50%。

蓝色为底 园区为基 科技为“媒”

黄岛新区海洋经济走向纵深

□ 本 报 记 者 张忠德
本报通讯员 张炜伟

借地域优势发展特色航空

“青岛作为国家第二批低空空域开放试点
城市之一，新区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机遇难
得。”黄岛区副区长孙大贵认为，“新区具有
贯通东西、连接南北、面向太平洋的区位战略

优势。同时，距离青岛市行政中心和规划建设
的青岛新机场（胶州）均不到30公里，驾车20
分钟即可到达，承接临空经济和公务（商务）
飞行基地地理位置优越。”孙大贵认为，低空
空域开放和区位优势是新区发展通用航空业的
先行优势。

除了空域资源和地缘优势之外，经济发展
水平、政策环境、基础设施、产业体系乃至政
府扶持等，都是影响通用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
因素。

黄岛新区获批以来，省、市、区已经出台
了一些列简政放权、支持新区发展的政策措
施，政策的逐一落地将为项目落户和产业发展
提供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新区的建设将突
出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建设目标，海洋经济的发
展将带动私人服务、空中观光、飞行体验、海
岛旅游等海洋飞行方面的市场。”孙大贵说，
同时新区是青岛市的工业经济中心之一，装备
制造、新能源、新技术发展迅速，为通用航空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产业优势。

着重打造航空配套服务

根据规划，新区通用航空产业以通用航空
运营服务为切入点和突破点，大力发展海洋航

空特色产业，重点打造通用航空“一个基地、
两个园区和五个中心”，力争建成国内最重要
的商务（公务）飞行枢纽、特色海洋航空基
地、东北亚地区重要通用航空试飞检测中心和
特色航空产业配套基地。至2020年，力争引进培
育10家规模以上通用航空公司，年产值达100亿
元，区内院校年培养航空专业人才1000人。

“具体来说，一个研发基地指拟在新区南
部临海附近建设通用航空产业研发基地；两个
产业园区指拟在新区北部附近建设两个航空产
业园区；五个服务中心指建立通用航空运营服
务中心、海洋航空服务中心、航空培训服务中
心、试飞检测服务中心和后勤保障服务中
心。”孙大贵介绍。

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着重提到了通用航空
服务的配套。孙大贵介绍：“根据其他航空产
业发展先进的国家来看，航空产业配套服务如
飞行服务、检测维修、海洋航空旅游等是航空
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利润增长点之一，因
此，新区的通用航空产业规划也将航空产业配
套作为发展的重点。”

加强资金扶持人才引育

2010年，省政府在原青岛开发区规划建设

了山东省航空产业园，引进了中俄直升机等重
点项目，包括曾经洽谈的比亚乔飞机等项目，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部分项目搁浅。

“通用航空产业具有门槛高、周期长、投
资大和体系复杂等特点，虽然新区发展航空产
业优势明显，但想要发展成规模仍然有很长的
路要走。”孙大贵说，前期的项目虽然没有成
功落地，但为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规划积累了
很多经验。

为推进通用航空产业发展，黄岛新区将初
步建立起航空产业重点项目库，聘请专业咨询
公司和专家顾问，加强咨询论证和技术指导，
目前已经先后对接了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
所、中航工业等单位和专家，重点在谈入库项
目十余个，同时，事关专项扶持资金、人才引
育工程的发展政策也在制定当中。

“新区已有市级以上科研机构120余所，
驻区高校9所，我们将充分利用区域高等院校
优势，开设相关课程，加强相关专业人才培
养，同时与民办院校和职业院校开展订单式职
业教育培训，加强技能人才培养；同时积极与
国内外专业培训机构合作，开展中短期专业人
才培训，在关键技术、研发设计、试飞行等方
面开展合作。”孙大贵说，另外，新区也将重
点开展定向招商活动，争取在谈的重点项目早
日落户，逐步完善产业链条。

以通用航空为突破，开拓海洋飞行市场

黄岛新区将培育10家航空公司

□张忠德 王文辉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19日，黄岛新区召开轨道交

通工程建设动员大会，正式启动R3线建设。这是
黄岛新区首条轨道交通线路，将于2017年底建成通
车。

R3线起于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嘉陵江路站，
连接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灵山湾影视文化产业
区、新区核心区，古镇口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园、董
家口经济区，止于董家口火车站，总体呈东北—西
南走向，全长70 . 27公里，设车站21座。其中地下站
8座，高架站13座，全线设两段一场。同时，R3线还将
与地铁1号线、6号线和胶州湾环线R2线换乘。

R3线作为青岛西岸城区连接东岸城区、北岸
城区的大动脉，工程建设将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实
施，地上统一建设，地下加快进度。为此，青岛市
地铁工程建设指挥部与区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指挥部
专门研究梳理出R3线工程百项重点工作，明确工
作任务、责任单位、责任领导和责任人，确保工程
如期建成投入运营。

黄岛新区首条轨道交通

开工建设

◆核心提示
9月16日召开的黄岛新区产

业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透露，

黄岛新区初步确定通用航空产

业为未来重点培育的十大新兴

产业之一，确定了“一个基

地、两个园区和五个中心”的

总体规划布局，至2020年将力

争引进培育10家规模以上通用

航空公司，年产值达100亿元。

□王秀洁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2日，黄岛新区召开新闻发

布会，公布支持新区产业发展十大政策。十大政策
旨在为新区力推的六大产业集群和十大新兴产业配
套，这也是新区为加大招商引资扶持力度、引导产
业转型升级而发布的又一“新政”。

这十项政策既包括资金、用地、人才培育等企
业发展的硬条件，也囊括了行政审批服务改革、提
供基础设施配套、科技成果孵化奖励等政府“软服
务”；既有对原有政策的整合完善，又有新政策的
出台补充。

据悉，十大政策的配套细则，各部门也已经在
进一步研究制订中，近期将陆续研究出台并面向社
会发布。

十大政策
产业基金助推发展。设立产业发展母基金，以

股权投资、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方式，引导扶持
重点产业项目发展。

投资贸易便利服务。按照成本最低、流程最
简、效率最高原则，实行行政服务“零收费”，取
消一切非法定前置审批环节，采取“先照后证”和
“三张清单”等模式，全程免费代办项目投资建设
手续。

项目用地熟化供给。对新引进的重点发展产业
项目，用地计划指标优先予以保障，提供经土地整
理达到建设条件的项目用地。

提供基础设施配套。对工业类项目免收基础设
施配套费，对非工业类项目缓缴基础设施配套费，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延伸基础设施配套。

支持产业项目融资。加大对重点产业项目的融
资支持力度，通过加强风险补偿鼓励银行和担保公
司扩大贷款和担保业务，对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
贷款予以贴息扶持。

补助租购经营场所。对总部经济、科技研发、
文化创意、金融贸易、服务外包、高端物流等现代服
务业项目，购置、租赁办公和营业用房予以补贴。

扶持企业增资改造。对企业利用银行贷款或自
有资金实施技术改造和增资扩建的项目，予以资金
补助或固定资产投资贷款贴息。

实施人才特区政策。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对新引进的高级人才提供人才公寓，给予安家补贴
和创业补助，对企业高管人员个人所得分配实行激
励机制。

免费培训企业用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
式，委托职业培训机构，对企业用工免费提供订单
式专业技术培训。

重奖科技成果转化。对科研机构和企业实施的
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和重点科技计划项目，予以项目
补助、贷款贴息和配套资金支持。对承接重大科技成
果成功转化企业，按技术合同交易额予以资金奖励。

黄岛新区扶持产业再出重拳

十大政策助力六大支柱

十大新兴产业发展

□张忠德 俞方平 报道
9月19日，总投资达8 . 58亿元，历

时23个月扩建的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发动
机二期项目正式在黄岛新区竣工投产。
上汽通用五菱青岛分公司发动机产能由
原来的35万台提升到52 . 5万台，产能提
升50%，实现了整车与配套发动机的协
同发展，为上汽通用五菱满足商用车市
场供给提供了产能保障。

上汽通用五菱

青岛发动机

二期项目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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