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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烟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集来福士”）建造的全球最先进
超深水双钻塔半潜式钻井平台“蓝鲸1号”在烟台命名交付，这是中国船厂在海洋工程超深水
领域的首个“交钥匙”工程，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平台将由Blue Whale联合中国石油集团海洋
工程有限公司（简称“中油海”）共同履行服务合同，进行海洋能源勘探。

“蓝鲸1号”是中集来福士交付的第九座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完成了从设计到采购、生
产、调试至最终交付的总承包建造，并顺利通过中油海安全运营管理体系认证，交付后即刻投
入作业。该平台由中集来福士完成全部的详细设计、施工设计、建造和调试，配备DP3动力定位系
统，入级挪威船级社。平台长117米，宽92 . 7米，高118米，最大作业水深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15240
米，是目前全球作业水深、钻井深度最深的半潜式钻井平台，适用于全球深海作业。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姜元武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海关获悉，烟台市

2016年进出口数据日前出炉，去年全市出口1641
亿元，进口1261亿元，全年外贸总值为2902亿
元，占全省进出口值1/5，继续保持全省第二的
位次。

具体统计数据显示，加工贸易是烟台市主要
进出口贸易方式，占比超过5成。2016年全市加
工贸易进出口值为1518亿元，仍居全省首位。

2016年烟台市以海关特殊监管方式进出口
391 . 8亿元，增长8 . 4%。其中以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物流货物方式进出口321 . 7亿元，增长6 . 3％，
占全省该方式进出口值的57 . 3％，较上年提高2 . 8
个百分点；保税监管场所进出境货物为68 . 7亿
元，增长17 . 7％。

韩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国，烟
台市全年对韩进出口584 . 4亿元，占全省对韩进
出口总值的30 . 7%；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2016
年烟台市对美国进出口为475 . 5亿元。

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大幅增长。
2016年烟台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
口535 . 8亿元，增长3 . 7%，其中进口大幅增长
17 . 1%。占全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值的12 . 6%，位于全省第二。2016年，铜矿砂、
液化石油气及其他烃类气、原油、合成橡胶和肥
料进口值分别为31 . 2亿元、30 . 7亿元、20 . 7亿
元、13 . 1亿元和11 . 4亿元，分别增长15 . 8%、
69 . 1%、1 . 1倍、1 . 7倍和1 . 1倍，总计拉高该市进
口增速3 . 1个百分点。

去年，该市机电产品出口值为1079亿元，其
中部分单项商品的出口实现了较快增长，如游戏
机及其零附件出口243 . 3亿元，增长47 . 1％，汽车出
口78 . 5亿元，激增6 . 9倍，二者合计拉高该市出口增
速8 . 4个百分点。同期，农产品出口207 . 9亿元，
增长12 . 4%，拉高该市出口增速1 . 3个百分点。

农产品、汽车出口逆势增长。2016年烟台市
农产品出口值为207 . 9亿元，增长12 . 4%，其中水
海产品、鲜干水果及坚果出口值分别为93 . 3亿
元、30 . 6亿元，分别增长12 . 4%、26 . 3%，占全省比重
近1/3和1/2，对山东省农产品出口增长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此外，2016年全市汽车出口成为一
大亮点，全年出口6 . 3万辆，增加2 . 7倍，价值78 . 5亿
元，增长6 . 9倍，拉高出口增速3 . 9个百分点。

□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高 林 衣 丽

“两天时间，去了马家沟、和圣休闲农
场，泡了温泉，下了酒窖，感觉没玩够，春
节后还得再来……”1月15日，来自青岛的游
客李先生一家结束了蓬莱的周末假期，又开
始盘算着春节后到其他村庄的行程。

从马家沟到木兰沟，从和圣休闲农场到
绿村农庄……一个个休闲乡村让游客目不暇
接、流连忘返。结合“全域旅游”战略，蓬
莱把旅游空间拓展到占全市面积86%的农村，
把乡村旅游纳入全域开发格局，量身打造了乡
村旅游发展重点片区规划，构建了丘山区片、
葡萄长廊、潮水片区等重点乡村旅游板块，辐
射带动周边65个“美丽乡村”创建村开发旅游
项目。目前，已成功打造10个省级旅游特色
村、5个旅游强乡镇、9处省级工农业旅游示
范点和1处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投入50多万元，硬化村内道路3000平方

米，新增绿地660平方米，村内水渠、老旧民舍
整修一新……”作为省级传统村落的北沟镇北
林院村，去年基础设施“再升级”后引来了“大
项目”。“有企业正与我们接洽，对传统民居、古
寺遗址等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到时我们也能
吃上‘旅游饭’了。”村委会主任贺忠文表示。北
林院村基础改建是去年蓬莱在农村实施的248
项重点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之一。

在马家沟生态旅游度假区体验田园野
趣，在和圣农庄品尝有机农产品大餐，到渔
家乐感受豪迈的渔家风情，到葡萄酒堡品味
美酒佳酿的醇厚……“一村一看点、一村一
体验，是蓬莱乡村旅游的独到之处。”该市
旅游度假区负责人介绍。结合各村庄的山、
海、湖、酒、林等优势资源，蓬莱差异化打
造各村庄的旅游品牌，把乡村旅游与民俗文
化、现代农业、休闲养生等嫁接融合，形成
了葡萄酒体验、农业采摘等多种旅游业态。

村村有特色，让各村庄吸引力十足。马
家沟村打造的酒堡临风、休闲垂钓、果蔬采

摘、木屋风情等10大休闲项目，成为炙手可
热的旅游热点，2016年“十一”黄金周接待
游客超过5万人次。

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入，补齐农村在交通
出行、居住环境、水电通信等方面“短板”，近5
年，蓬莱市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开发累计投入
资金70多亿元。新建了农高区环区路、艾山旅
游通道，拓展了中南部乡村游发展空间。借助
实施“村村通”和“网络化延伸”等工程，配套完
善乡村旅游点的路网、通讯、供水、供电等基础
设施，乡村旅游点公路硬化率、自来水通水率、
互联网接通率均达100%。

2016年8月，蓬莱入选全省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示范县，11月又入围全国2016年休闲农
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全省仅有两个县
（市）入选。短短几个月时间，蓬莱乡村旅
游品牌完成了“两连跳”，省级荣誉、“国
字号”招牌等荣誉加身。蓬莱市全年乡村游
接待游客达264万人次，成为蓬莱旅游名副其
实的主力军。

□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本报通讯员 张玉鹏

“我们首创的技术改变了过去蛋白质跑
胶图像分析的传统模式，分析效率提高了几十
倍，而且直接由机器量化读数，更为精确。”新
年伊始，在烟台载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实验
室里，张建棣博士踌躇满志，“现在已经进入全
球推广阶段，随时可以进行量产。”

张建棣首创的载通专利技术，解决了困
扰蛋白质分析领域30多年的一个技术难题，
国内外众多企业向张建棣伸出了橄榄枝，他
却于2013年在山东国际生物科技园创办了烟
台载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政产学研金’一体的创新创业环境
就是一个资源丰富的‘朋友圈’，背后是技
术、产业、经济要素深度融合发展的完整生
态。”张建棣说。园区吸引了中科院上海药
物所等国内外最优秀的院所、大学和机构，
形成以创新药物等生物科技新产品研发为目

标的企业化研发大平台。
与一般意义上政府建设的孵化器不同，山

东国际生物科技园由烟台高新区管委和绿叶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建设。“生物园采用‘产
品开发为核心，市场为导向，政府支持，企业运
行’的创新型运作模式，最大限度地激发了企
业的创新活力。”留日博士杨小平，既是生物园
的副总经理，也是园区平台的技术负责人。

“围绕新药研发，我们构建了九大公共
技术平台，进驻孵化企业都可以用。进驻项
目若有技术需求，我们可以联合开发，也可以
直接入股，互为‘朋友圈’的深度合作，大大提
高了孵化成功率。”杨小平说，目前已有20多家
国内外相关知名研究院所和高校与园区签订
入园协议，50余个创业项目已入园发展。

2016年11月25日，软通动力烟台创新综合
体正式启用，海涛科技、京通网络、恒高技术等
20多家创新型企业争相进驻。这个综合体也是
以企业为依托打造的。软通动力借助深厚的行
业资源，打造了“通力平台”和“通软中小企业

云服务平台”，将上下游2万多家中小企业整合
起来，“从抱团‘吃低保’式的孵化器升级为‘朋
友圈’式的孵化器，共享行业优质资源，以系统
的成功带动企业的成功。”山东软通动力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晓林说。

“在由企业主导的‘孵化器’系统中，政府
要做的就是‘服务员’，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打
造好了，优秀企业自然被吸引来了。”烟台高新
区相关负责人说。烟台高新区建立科技信贷补
偿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知识产权质押等金
融产品96个，形成了20亿元规模的融资服务能
力，帮助各类企业融资达14亿元。

进驻企业也回报了爆发式增长。目前，
烟台高新区已累计引进培育科技含量高、成
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型科技小微企
业4000多家，年均增长40%，华鼎伟业、方硕
电子等40家企业先后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上
市。高新技术企业从无到有，目前总量达到
8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31%，高于
全市平均增幅10个百分点以上。

2016年乡村游待客264万人次，同比增长15%

加大投入补短板
蓬莱乡村游“两连跳”

烟台高新区科技型小微企业数量年均增长40%

“朋友圈”孵化器让企业“挑大梁”

进出口规模

稳居全省第二
去年外贸总值达2902亿元

占全省1/5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杰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中华优良

传统，传承孝亲敬老文化，帮助老年群体改善生
活生命质量，使其有一个“温暖、有爱”的晚年
生活，烟台市老龄办日前下发通知，决定2017年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双关爱”活动。

本 次 活 动 主 题 为 “ 孝 行 烟 台·爱 传 港
城”——— “双关爱”在行动。关爱对象包括失能
半失能、贫困、空巢和“三无”困难老人等弱势
群体老年人。活动内容是“敬老文明号”单位、
参创单位，各级敬老爱老助老模范集体和个人以
及有爱心的企事业单位、志愿者和社会各界人士，
以“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的形式深入社区和家
庭，为失能半失能老人、贫困老人开展物质帮扶
和精神关爱的服务活动，突出春节、中秋、重阳
节等重要时间节点和重点人群，开展尊老、敬
老、爱老、孝亲活动。主要有爱心捐赠、上门服
务、心理支持、权益维护和文化帮扶5个方面。

烟台市将结合实际，采取项目化运作和社会
化推进的方式，把服务单位、服务内容、服务方
式、服务对象、工作目标进行细化分解，开展
“一对一”或者“多对一”结对服务，引导社会
各界力量形成接力帮扶，形成一批固定的关爱项
目，建立一批服务阵地和网络，推动“双关爱”
活动深入持久开展。

烟台启动

“双关爱”活动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衣丽 报道
本报蓬莱讯 去年以来，蓬莱举全市之力狠

抓政策落实，不断培育出外贸竞争新优势，统计
数据显示，该市实现实际利用外资5982万美元，
外贸经济逆势增长27 . 6%。

据了解，面对下行经济压力及严峻外贸形
势，蓬莱不仅调动当地部门加入到“双招双引”
队伍中，还吸引驻蓬各部门积极融入地方工作，
号召驻蓬部门成立专门课题组加强招商政策研
究，充分发挥部门职能提供优势服务帮助企业破
解难题，切实提升地方对外开放水平。

烟台海关驻蓬办事处便是该市“双招双引”
队伍中涌现出的“精兵强将”，“走出去”广招
商为蓬莱引进“金凤凰”。与此同时，该办事处
加强服务支持，积极推进区域通关一体化、通关
无纸化改革，推进企业AEO认证，4家企业通过
高级认证，实现全年进出口总值占蓬莱市进出口
总值的60%；为辖区重点企业上门培训业务，指
导蓬莱巨涛海洋重工申请设立海关监管场所，方
便货物进出，2016年该企业进出口总值达到5 . 3
亿美元，同比增长353%，占蓬莱市同期进出口总
值的46%。

蓬莱外贸去年

逆势增长27 . 6%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朱志明 报道

本报烟台讯 55岁的李成秀，这个春节一
直没闲着。忙着抄谱子，最近每周都要去烟台
大剧院排练两次，为将在4月份启动的环渤海
17市巡演做准备。尽管已退休，还有自己的青
少年音乐教育事业，她最上心的还是在华韵民
族乐团做文化志愿者。

“元旦期间，烟台文化爱乐乐团和华韵民
族乐团，给市民贡献了4场高水准的演出，场
场爆满。”烟台文化馆馆长解维力告诉记者，
烟台老百姓对于这种高雅交响乐的爱好，超出
了预期。两个乐团都是由热爱音乐的志愿者组
成，全部无偿演出，市民免费欣赏。虽然是志
愿者，但是水平都很高，华韵民族乐团的环渤
海巡演入选了国家文化基金项目。

既有阳春白雪，又有下里巴人。刚刚结束
的毓璜顶文化庙会，6天时间里，7个演出场地
共安排演出66场次，演员达到2000多人次，
14 . 57万人次参加了庙会，近距离感受了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魅力。

本届庙会成了非遗展演的盛宴，胶东拉洋
片、皮影戏，烟台剪纸、栖霞八卦鼓等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吸引了市民的极大兴趣。
老艺术焕发出勃勃生机。

据烟台市文广新局统计，春节期间，烟台
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展演5000余场，演出形式
灵活多样，既有交响乐，又有大秧歌，还有非
遗展演，满足了各种文化需求。

去年，烟台市经过两年多的创建，顺利通
过了各项验收，获得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荣誉称号，成为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
国文化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城之后获得的又一
国家级文化荣誉。

烟台市从供给侧视角重新审视公共文化产
品供给主体、供给结构、供需对接等深层次问
题，从供给侧改革入手，全面提升公共文化服
务效能，走出了一条“靠政府主导强化保障，
靠设施建设夯实基础，靠改革创新增添活力，
靠优质服务惠及群众”的发展新路。

“百姓的文化需求是多层次的，作为文化
产品的‘生产者’，如何生产出百姓喜闻乐见
的产品，满足各种需求，是我们思考的问
题。”解维力说，现在的家长对孩子的音乐教
育越来越重视，几乎每个孩子都会学一两门乐
器。这样带动家长的整体欣赏水平也越来越
高。像交响乐这种音乐形式，现在也为更多市
民接受。“就像年夜饭，既要有海参大虾，也
要有爽口小菜，这样，才能满足不同群众的口
味，提升群众的文化获得感。”

为促进城乡文化整合发展，烟台市建立了
城乡服务联动机制，各级文化馆普遍建立了
“结对子，种文化”包片辅导制度。2000多名
经过培训的群众文艺骨干进驻社区农村，带动
群众文化活动开展，达到“培训一个人，带起
一支队伍，影响一个社区”的效果，促进城乡
文化资源有序流动，推动城乡文化共同繁荣。

为使公共文化资源更加丰富，烟台大力培
育社会组织，吸引文艺志愿者参与。目前，文
化类社会组织较示范区创建前增加了50%，全
市文化志愿者达到2万余人，发展文化志愿者
队伍200余支，服务对象20多万人次。烟台文化
爱乐乐团、华韵民族乐团，200多名团员，都

是志愿者。他们每年开展公益演出20余场，所
有演出均向市民免费赠票，并深入社区、福利
院、SOS儿童村等普及推广高雅艺术，产生良

好社会反响。
优秀人才走进去，优质节目进城来。每

年，烟台都会邀请民间艺术家们进城亮相，满

足市民的文化需求。老艺术形式也保持了生机
活力。每年春节期间，海阳、福山、蓬莱等地的秧
歌进城，已成为老百姓过年的必看文化大餐。

“海参大虾”搭配“家常小炒”，从供给侧视角重塑公共文化产品

烟台：多渠道增强群众公共文化获得感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纪振兴 报道
本报长岛讯 省发改委日前对外公布了“十

三五”全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名单，全省27
个县（市、区）入选，烟台市长岛县位列其中，成功
进入“十三五”全省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县。

“十二五”期间，长岛县高度重视全市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把服务业发展作为推动结构转型
的重要抓手，长岛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
16 . 8%，占GDP比重达到36 . 3%。2015年，长岛服
务业增加值人均达到5 . 4万元，人均旅游收入超
过8万元，位列全国12个海岛县之首。

未来五年，长岛县将抓住国家、省开展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机遇，充分利用资源、产业、
生态等优势，继续实施旅游带动、创新发展、开
放发展战略，引导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优化服
务业产业结构，膨胀服务业经济总量，提升服务
业发展质量效益，全力打造产业优、环境美、人
民富、名声响的生态旅游度假岛。

长岛获批“十三五”

全省服务业

综合改革试点县

“世界级”超深水

钻井平台

命名交付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赵振磊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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