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晓 吴元庆

山东金改三年，金家岭金融区扮演着重要
角色。自2014年9月获批以来，青岛金家岭金融
区实现迅速的角色转变与发展，撑起青岛财富
管理试验区的核心区与主阵地，交出合格答
卷：金融企业数量、证券交易额、保险业保费
收入、银行本外币存贷款余额等主要指标，相
比三年前均实现了倍增。用数字证明了金家岭
的实力与发展潜力。

优质资源洼地

自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
国家批复以来，凭借独特自然和区位优势，金
家岭金融区当仁不让成为试验区内的“试验
田”，承担着探索形成财富管理发展的新模式
和新途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富管理体系
的重要使命。

我们欣喜地看到，三年来，青岛金家岭金
融区不负众望，在规划建设、招商引资、氛围
营造、政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
境内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青岛金家岭金融区规划总用地面积23 . 7平
方公里，核心区规划面积4 . 3平方公里，为金融
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特别是金融
区构建金融生态环境上下了大功夫：由上实金
融城、国旅中心、青岛金融中心大厦等构成的
高端金融载体拔地而起，在“每年新开工项目
100万平方米、新建成项目100万平方米、新落
户金融企业和总部企业100家”的总体目标下，
鑫海财富大厦、国信金融中心、青岛环球金融
中心等项目在稳步推进。

金改三年来，落户青岛金家岭金融区的金
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从220家增加到482家，银
行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从1650亿元和1300亿元
分别增长到3350亿元和2800亿元，保险业保费收
入从13 . 5亿元增长到29亿元，证券交易额更是达
到了2万亿元，各项指标均比三年前翻了一番。
2016上半年，实现金融业增加值35 . 02亿元，同
比增长16%，占全区GDP的13 . 4%；实现金融业
税收23 . 57亿元，增长16 . 9%。三年的时间里，青
岛金家岭金融区创造了一个“奔跑着的金家岭
速度”，造就了一个日新月异的金家岭金融
区，成为财富青岛的重要标签。

筑巢引凤，优质的金融资源纷至沓来。目
前，全区金融机构及类金融企业总数达到482
家，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家族理财
办公室、私人银行、互联网金融等20类金融业
态。累计落户大型法人金融机构11家，占青岛
市的四分之三。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18000平方

米的青岛PE·基金中心，形成区域基金发展高
地，累计落户基金管理企业138家，管理基金
122只，管理基金规模超过两千亿元。建设青岛
互联网金融中心，协商引进北京中关村互联网
金融服务中心，引导海尔消费金融、蓝海股
权、红岭创投等一批新兴机构集聚丰富了金融
业态、完善了金融体系……

可以说，作为国家财富管理试验区的核心
区，金家岭金融区实现了从无到有，进一步变强
的嬗变。如今，这里成为金融机构必争之地，而
新机构欲从这里开启进入青岛的“捞金之旅”。

政策创新高地

在当下金融改革“深水区”，金家岭金融
区不仅抢得了先机，更是敢于破冰，全面打造
财富管理创新政策高地。

青岛55项财富管理创新政策落地。在全市

首批5家申请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
试点企业中，4家落户金家岭。成功办理全国首
批、山东省首笔地方法人机构直接与央行开展
中韩货币互换项下韩元贷款业务，开创出一条
跨境融资新通道。中韩跨境人民币贷款试点业
务，为本地企业借用境外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打
开了政策通道，形成了在全国具有复制推广意
义的经验做法，“青岛经验”推广到山东全
省。率先出台了促进基金业发展扶持政策。通
过加大私募投资基金落户奖励、购建租赁办公
用房补贴等扶持政策，加大对基金投资类企业
的招商力度，努力打造基金业发展高地。

依靠政策创新这一核心竞争力，青岛金家岭
金融区被评为“2015年全国金融改革创新示范
区”。据悉，下一步，青岛金家岭金融区还将陆
续研究出台支持互联网金融、融资租赁、保险
业、金融高管所得税奖励等领域的扶持政策。

金家岭金融区还致力于打造成财富智慧的

汇聚地和发声地，逐渐叫响了金家岭财富管理
品牌。近年来，先后举办了CF40金家岭首次闭
门研讨会、2016青岛中国财富论坛、2016中国财
富管理创新创客大赛、2016中国金融公司论
坛、金家岭财富管理沙龙(每月一期)、2016青岛
财富管理博览会等一系列论坛会议，在境内外
产生较大影响，上海财经大学财富管理研究
院、山东大学财富管理产品风控实验室、山东
财富管理研究院、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研究院
等国内知名智力机构落户金家岭。与美国宾夕
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
分校、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海财经大学、
山东大学、青岛大学等一批机构建立战略合作
关系。上财(青岛)—伯克利(哈斯)国际人才培养
基地落户金家岭，首批金融硕士已开班授课；
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中国培训中心项目以及英
国特学证券投资协会培训中心项目都已初步达
成意向，借助更高的国际平台吸引高端人才，

与国外这些高水平院校机构的合作标志着青岛
市在引进世界一流大学来青开展国际合作办学
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在金融氛围、人才培养、
风险防控等方面有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保障，
成为财富管理改革创新的风向标。

五年打造区域性财富管理中心

“财富管理”没有经验可循，是机遇更是挑
战。然而，正是靠着“敢为先”的破冰精神，金
家岭的成绩得以在山东金改中一枝独秀。

展望未来，金家岭金融区还将在金融创新
能力、产业聚集、金融生态环境、普惠金融、
跨境财富管理等方面实现新提升。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一带一路”为金家
岭带来了新的机遇，未来这里将成为财富管理
“桥头堡”

据此，金家岭将打造内地企业“走出去”
窗口。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开展并购投资、证券投资和联合投资，探
索设立海外并购基金等各类产业投资基金。发
展海外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海外租赁保险业
务，为企业海外投资、产品技术输出、承接国
家“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提供综合保险服
务。充分发挥“一带一路”相关财富基金作
用，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等互联
互通项目，为金家岭财富管理参与国际竞争提
供全方位支持。

同时，建设外资项目“引进来”基地。探
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大力引进重点
产业企业和优质金融资源。支持“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重点产业的领军企业到金家岭设立区
域总部，引进周边国家(地区)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法人金融机构落户，为外资银行在区内
设立分支机构提供便利，吸引境外优质财富管
理资源向金家岭聚集。

未来，着眼于财富管理品牌的国际化，金
家岭还将构筑“一带一路”国际交往平台，拓
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财富管理机构合
作，提升金家岭在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城市中的
地位和影响力。金家岭还将与境内外先进城市
建立沟通合作机制，吸收引进美国华尔街、伦
敦金融城、瑞士、新加坡、韩国、香港、北京
金融街、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深圳前海等顶级
金融区经验，在城市建设、金融市场体系、金
融运行机制、金融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全面对
接，打造金融生态建设示范区。

此外，金家岭还将建设全国领先的私募基
金中心、打造中国北方的互联网金融中心、建
设青岛金融配套服务中心，并以要素平台为支
撑，促进区域资金流通效率，引导民间资本进
入金融领域。

山东金改的“金家岭实践”

□白晓 李泽洛 辛克杰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崂山区北宅街
道大手笔投入，建立多项组合式民生保障长效
机制，惠民工程构筑幸福家园，安民服务夯实
幸福基石，便民实事提升幸福指数，助民善举
托起幸福人生——— 4个“民”字，写就了北宅街
道全体人民的幸福华章。

惠民工程构筑幸福家园

以现代农业为依托的生态旅游业是北宅的
主导产业之一，打造功能完善、风景优美的生
产生活环境，既能提高群众生活质量，也能促
进富民增收。因此，北宅街道下大力气，先后
投资2 . 4亿元，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
治工程，使区域面貌发生较大变化，一座宜居
宜业宜游的现代化新城区以亮丽的形象展现在
了广大市民眼前。

为构筑交通出行“便民网”，北宅街道先
后实施了村村通工程、乡村道路修缮工程、经
济落后社区扶持项目，为所有进村路安装了太
阳能路灯，协调交通部门增设5条公交线路和3
条辖区内微循环公交线路，建成北宅公交枢纽
站及附属站点，新建2760平方米停车场，全面
改善了辖区交通出行条件。

近几年，北宅街道先后投入9000余万元，
开展了“向垃圾宣战”整治活动和社区环境综
合整治行动，对世园会周边、滨海公路沿线建
筑立面和居民楼院及36个社区小巷进行环境综

合整治，委托2家保洁公司对36个社区进行统一
的垃圾清运工作，使社区环境面貌得到极大改
观，获批省级城乡环卫一体化先进单位。

便民实事提升幸福指数

抢抓蓝色产业项目和世园会后勤保障项目
建设机遇，北宅街道着力破解制约整村改造的
规划编制及亏盘子问题，实现了双赢。在项目
推进过程中，调整了石岭子以南片区城市规划
内土地容积率、用地性质，扩大约170余亩土地
规划范围，促成8 . 58亩集体经济发展用地落地
涧西路西侧，扩大片区发展空间、平衡村改盘
子。

辖区教育由普通向优质华丽转型。累计投
入3095余万元，先后实施了十一中续建工程、
惠特小学、华楼海尔希望小学塑胶运动场完善
及周边改造工程，配备先进教学设施，综合办
学(园)水平不断提高。街道6所中小学有5所创建
为山东省规范化学校。

致力为群众提供优质医疗服务。开展“名
医下乡”活动，邀请市立医院、市第八人民医

院等三甲医院的专家在卫生院长期固定时间坐
诊，极大地解决了基层群众特别是山区看病
难、看专家更难的问题。充分利用新技术新手
段，通过远程PACS、LIS系统、远程心电诊断
及安装三级医院自助终端服务机等手段，将卫
生院与三甲医院无缝隙即时链接起来，高效快
捷地为就诊群众提供服务。

亲民服务夯实幸福基石

北宅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断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建立人才保障机制，选拔25名优秀大
学毕业生到原社区担任书记助理(社区助理)。加
大投入力度，使36个社区均有符合要求的办公
场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严格实施
社区干部承诺践诺、民主评议、坐班例会等各
项制度，健全党务居务公开和社区各项民主管
理制度，有效激发了社区干部干事创业的热
情，社区集体收入大幅提高。

同时，创新细化社区民主管理，完善6个新
型社区服务中心“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综合
服务窗口建设，通过加强对社区专职工作人员

的管理和培训，规范各项服务流程和制度，确
保职能下沉基层、服务贴近群众。

把文化建设作为建设和谐社区的“润滑
油”和“催化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南
北岭、下葛场等13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文化
广场进行新建、扩建。扎实开展了群众性精神
文明创建活动，共创建省级文明单位(社区)4

个、市级文明单位(社区)标兵3个、市级文明单
位(社区)11个、区级文明单位10个、生态文明社
区26个。

助民善举托起幸福人生

新学期刚开始，街道为公办性质幼儿园在园
幼儿每人每天补助3元，提高在园幼儿午餐标
准。开展学前教育资助活动，共资助幼儿347
人，资助金额达31 . 24万元。街道还联系慈善组
织、各社区对辖区内家庭困难的大中小学生实施
广泛救助，“不让一名困难学生上不起学”。

“不让一位老人无人照料”。对社区内的孤
寡、高龄和空巢老人开展居家养老、高龄补贴、
爱心互助等一系列帮扶活动，仅今年上半年就发
放高龄补贴133万元，为400多名老年人办理了老
年人优待证。建设19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指导
18个社区完成“多项全能社区”创建。

“不让一户困难家庭过不下去”。开展
“应保尽保”专项行动，通过网格化管理完善
新型社区“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社会救助主
动发现机制，及时做好救助资金、物资的发放
工作。上半年，累计发放各类救助资金759万
元。

“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改善民生，让
群众得实惠。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街道党工委书记宋仁登如是说。

如今，北宅街道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已化
为日渐深厚的幸福底蕴。站在新的时代节点
上，北宅这方热土正在进行着一场美丽嬗变，
眺望更加美好的未来。

□白晓 许崇刚 梁太宏

王哥庄街道位于崂山风景区内，有7个社区
位于景区核心区，长期以来规划受限，区域开
发建设受到一定影响。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
时，让守护青山绿水的百姓走上小康之路？近
年来，街道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整合山、海、茶等得天独厚的资源，
立足“特”字，将生态优势变成经济优势、发
展优势，打造王哥庄大馒头、崂山茶、崂山干
海产品等特色产业名片，走出一条富民脱贫的
新路。

老铁锅里“蒸”出的新产业

鳞次栉比的馒头作坊，满载大馒头的车
队，商户们忙碌的身影……车出仰口隧道，从
滨海大道向右拐东行不远，一股馒头香扑面而
来。王哥庄馒头拥有500多年的历史，采用最原
始的制作工艺，特别是世界优质水源——— 崂山
矿泉水，塑就了王哥庄大馒头的独特口味，成
为王哥庄的“第一张名片”。2015年王哥庄大
馒头产销量达15680吨，实现产值9408万元，其
中年产量达到100吨以上的有13户，实现年产值
4800万元，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3800
余个。

严把关口，打好保“胃”战。为确保大馒
头产业的长远发展，近年来，王哥庄街道统一

为大馒头从业人员办理健康证，由街道给予补
贴，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实现了全覆盖；统一
行业和补贴标准，区街两级财政共拿出400万元
用于面粉与酵母补贴，补贴馒头加工机械近30
万元，对特色产品的宣传推介做出突出贡献的
企业及持证(照)规模化生产企业给予扶持，发放
特色产品奖励资金224万元；统一举办“王哥庄
面食制作工艺培训班”。

精雕细琢，做有“灵魂”的面食。在保留
传统工艺的基础上，王哥庄大馒头加入了创意
元素，逐渐形成以大馒头为主打产品，配以老
虎、燕子、福寿桃、元宝等花样馒头，提升面
塑文化内涵。花样馒头系列作品还参加了“第
五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及“山东省首届
非遗产博览会”，其中《崂山面雕》获得第五
届中国民间工艺品博览会金奖，“王哥庄”大
馒头已成功申报市著名商标。

青山绿水中长出“黄金芽”

王哥庄街道是“崂山茶”的主要生产基
地，被誉为“江北第一茶乡”。近年来，王哥
庄街道统一种植品种和技术、改进经营模式、
规范鲜茶购销市场等手段，使“崂山茶”享誉
国内外，已成为王哥庄的“第二张名片”。目
前，茶叶种植已达14500余亩，占全区的80%，
实现销售收入1 . 8亿元，拉动农民人均纯收入增
加近千元。茶叶生产加工企业发展150余家。

“产业需要持续投入，才能积累后发优
势，就像一棵小苗，需要阳光、土壤和水才能
够成长。”街道党工委书记杜乐江如是说。近
年来，街道从政策、资金上加以扶持，着力强
化骨干企业的市场控制能力和农户带动能力，
进行资源优化和品牌整合，大力推进“茶园流
转”、“专业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经营
模式，实现茶叶生产、加工、销售的一体化产
业经营，培育了晓阳春、露涎春等茶叶加工龙
头企业。

推行崂山茶用药、用肥、品种改良“三
项”直补政策，实施了“崂山茶万人培训计

划”。从2010年至今，已累计发放生物有机肥
7000余吨、无公害农药100余吨、改良优质茶园
600余亩、免费为茶叶种植贫困户发放有机无机
复混肥1448 . 7吨、培训茶农15000余人次。

互联网时代，为将本土特色产品推向大市
场，街道投资打造了“傲江山”本土电商平

台，使农户抱团发展，用“互联网+”将本地特
产带到了千家万户。

大海里升起新希望

王哥庄街道拥有海域上万亩的海上牧场，
光是深水养殖年产值就高达5000多万元，崂山
海产品种类丰富，成为王哥庄的“第三张名
片”。

打造百姓“海货超市”。王哥庄干海产
品、海鲜宴均采用农家传统制作方法，以食用
放心、味道鲜美的优势，为市民的餐桌“添香
增色”不少。目前，会场梭子蟹已打造为国内
著名海鲜品牌，黄山社区已成为“中国海蜇特
色第一村”。举办“王哥庄名优特色产品城市
社区巡展”等对外推介特色产品，提升王哥庄
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当好市民“后厨房”。在保护生态环境的
基础上，重扶持、重质量、重推介、重市
场，形成了节会、美食、商贸、旅游经济与
生态农业互促共进的产业格局。目前，王哥
庄已形成了港东渔码头、黄山码头、仰口码
头等渔家宴集聚品牌，紧靠码头，游客能够
边品尝原汁原味饕餮海鲜宴边欣赏山海奇
观，广受欢迎。

“下一步我们要继续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一届接着一届干，进一步促崂山特色产业
增效升级，让更多的农民富裕起来。”面对未
来，王哥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杜乐江信心满怀。

四个“民”字写幸福
——— 崂山区北宅街道民生工作纪实

不让守护青山绿水的百姓吃亏受穷
崂山区王哥庄街道发展特色经济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花样馒头大赛

塘坝加固后效果

高端商务区

金家岭金融区核心区

金家岭金融区一瞥

6 专版 2016年9月27日 星期二

电话:(0531)85196701 Email:dzad@dzwww.com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