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忠德 宋弢

作为唯一一个以海洋经济发展为主题的
国家级新区，青岛西海岸新区获批3年来，
依海而生、以港而兴，蓝色成为新区的最大
特色，强大的海洋经济成为西海岸最亮眼的
标签，也成为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的触发器。

蓝色经济规模占比超30%

西海岸新区“十三五”蓝色经济发展规
划显示，力争到2020年，海洋经济规模达到
1650亿元，总量占地区生产总值的33%。

这样高远的目标自然有十足的底气：
2016年新区海洋经济指标实现两个首次，即
实现海洋生产总值 8 6 6亿元，同比增长
21 . 3%，增速首次位居全国各新区首位；海
洋生产总值占全区GDP比重首次超30%，达
到30 . 37%，占GDP比重提升幅度连续三年在
青岛市考核中位居第一。

而放眼获批3年的发展历程，西海岸的海
洋经济增加值从2014年的547 . 6亿元，迅速增
长到2016年的866亿元，三年平均增速22 . 3%。

速度与规模的双增长，得益于海洋经济
在陆域海域的统筹布局。

西海岸新区陆域面积2127平方公里、海

域面积5000平方公里。3年来，这里规划建
设了海洋生物基因科技产业园、海西湾船舶
与海洋工程产业基地等10大特色海洋产业园
区，逐步形成了海洋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
系。2016年，共计有总投资3300多亿元209个
海洋经济项目加快推进。其中，哈船科技高
性能船舶等 4 2个项目投产运营，总投资
437 . 3亿元；东方影都影视基地等97个项目
加快建设，总投资1943 . 5亿元。

成绩的取得还得益于政策的支持，西海
岸积极承接国家赋予新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
领航区等“四区一基地”功能定位，实施政
策研究和产业发展“双轨推进”工作机制，
设立20个推进小组，加大功能承接的保障力
度。出台了科技人才支持、重奖科技成果转
化和便民服务等新区产业发展的十大政策，
建立了新区发展的政策体系。

传统海洋产业二次勃兴

新旧动能转换，对于西海岸新区的海洋
经济来说，早已是抢先一步。

船舶海工产业是西海岸新区的传统优势
产业，其中海西湾船舶工业基地聚集了包括
北船重工、武船重工、中海油海洋工程等海
洋工程骨干企业，是我国四大海洋工程基地

与重要的船舶修造基地之一。
一个现实情况是：船舶产业主要是受国

际船舶海运形势低迷影响，在手订单较少；
海工行业目前在手订单较为充足，但受发展
空间限制等原因，逐步达到产能饱和。

以何破局？这个例子或许能说明：今年
5月24日，由青岛海西重机建造的我国首个
110米桁架式自升式海工平台从新区启运阿
联酋。该平台关键核心部套实现国内首创，
打破了国外垄断。截至目前，青岛海西重机
已成功交付8座海工平台，是目前国内手持
订单量最大、成功交付数量最多的海工服务
平台生产制造企业。

无独有偶，6月3日，由中船重工武船集
团总承包的挪威“海洋渔场1号”养鱼平台
在西海岸新区完工交付，这是世界上首座半
潜式智能海上“渔场”，也是全世界规模最
大的全自动智能海上养殖装备。

而这一切几乎是水到渠成：在海西湾基
地共设有各类研发机构17家，其中国家级和
省级研发技术中心各4家；获得国家专利67
项，其中发明专利26项，在各自领域均处于
技术领先水平，自主创新硕果累累。

寻找新增长极

增量崛起，无疑是西海岸海洋经济的主
动探索。

2016年，西海岸新区海洋生物产业全年
完成产值86 . 1亿元，增长16 . 6%。其中，被
誉为青岛制造业“新五朵金花”的明月海藻
集团更是个中翘楚。

通过深度开发海藻活性物质，明月海藻
成功跻身世界规模最大海藻生物制品企业。
青岛明月海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防介
绍，通过专业性的全产业链产品运营，明月
海藻正在建立以新兴产业为重点的海洋生物
产业发展体系，计划“十三五”末年产值达
到100亿元，成为全球海洋生物制品领域最
优秀的企业。

同样是增量崛起，2016年，西海岸新区
的海水淡化产业实现新突破，董家口碧水源
海水淡化项目试运营，是全国首个全流程自
主研发的海水淡化项目，日出水量达10万
吨。

增量崛起的概念在规划中也有即时的体
现：到2020年，西海岸新区海洋新材料、海
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海洋科技应用
能力大幅提升，涉海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
入的比例达到4%左右，涌现一大批技术能
力强的海洋高端人才。

西海岸涌动蓝色动能
青岛西海岸新区海洋生产总值三年均增22 . 3%，增速跃居国家级新区首位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王聪 韩志刚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正海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至
此，烟台开发区上市企业累计达8家，总市值
1000多亿元；在“新三板”挂牌企业20家、占全
市1/4；在区域性股权交易中心挂牌23家。

为帮助更多企业“鱼跃龙门”，烟台开发
区出台多项政策鼓励企业改制和对接资本市
场，点燃了企业上市的雄心和热情，也吸引了
众多区外企业“加盟”，已成功登陆新三板的
海格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海格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
交通信息化建设的高新技术企业，其推出的
科目三智能化考试系统、机动车电子档案管
理系统等一系列交通管理辅助业务系统，在

业内具有领先水平。
这家企业最初注册地并不在烟台开发

区，促使企业下定决心“搬家”的，正是该区打
造的良好营商环境。

“烟台开发区管委在我们上市过程中发
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海格尔公司负责人
说，“企业搬到开发区后，从公司注册、发展融
资，再到邀请专家指导挂牌，管委会各部门都
提供了‘一条龙’服务。事实证明，我们选择到
开发区发展是非常正确的。”

为帮助众多“鲤鱼”强身健体，开发区先
后设立各类股权投资基金155只，资金认缴总
规模达994亿元，基金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
市第一。此外，该区还实行企业挂牌上市联席
会议制度，由18个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协调解
决企业挂牌上市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正是得益于有力的基金扶持和精准化服
务，三和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实现
了关键一“跃”。该公司是一家以新能源研发
为主的企业，在快速发展期迎来了资金短缺
的“阵痛”。这个节骨眼上，有关部门及时出
手，不仅协调引入投资基金为企业解决了资
金难题，还在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各个环节
为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使企业摆脱了困
境，并顺利跻身新三板创新层。

有力的政策扶持和丰富的“营养套餐”，
助力烟台开发区众多企业实现批量“跃龙
门”。目前，全区累计兑现挂牌上市支持资金
5524万元，推动完成企业规范改制68家、上市
2家、上报IPO申请材料2家、“新三板”挂牌20
家。仅2015年至今，已推动上市企业通过定向
增发再融资72亿元，完成资产收购4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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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田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黃学芬

6月7日，在“创新驱动·智汇水城—2017院士专家聊城
行”专家与企业对接会现场，莘县华祥盐化有限公司分管技术
生产的负责人王明柱，正耐心等待着太原理工大学副教授常
宏宏的到来。常宏宏落座后，两人并没有过多的寒暄，便就企
业生产遇到的难题热络地讨论起来。

莘县华祥是一家生产烧碱、液氯、次氯酸钠、氯乙酸等化
工产品的企业。王明柱坦言，近两年，企业面临产品转型升级、
产业链延伸、环境保护等多种问题。为寻求解决办法，莘县华
祥联系到了太原理工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系主任、副教授，同
时也是行业技术大咖的常宏宏。

王明柱与常宏宏在对接会现场交流了十几分钟，便决定
带着常宏宏去企业实地参观。常宏宏告诉记者，聊城有着较好
化工产业基础，但是多家企业存在产品延伸开发和环保等问
题，他们的科研团队将深入企业，了解企业遇到的具体问题，
就某个关键技术和产品研发达成合作协议。

山东博奥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聊城一家成长型高新科
技企业，公司主打产品是基因工程制药相关的重组蛋白、酶、
抗体及试剂盒。在研发生产过程中，博奥克研发中心副主任石
党委发现，公司现有的pcr快速检测技术不如raa检测技术更具
优势。毕业于英国东安格列大学的程奇对此造诣较深，掌握
raa恒温检测技术，这对博奥克来说是迫切需求的。石党委告
诉记者，7日下午，程奇教授将会到博奥克进行实地参观考察。

此次院士专家聊城行，由聊城市联合人社部留学人员和
专家服务中心、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共同举办，共邀请两
院院士、千人计划专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专家等40名高层次专
家，与近百家企事业单位进行现场对接。

烟台开发区助力企业“跃龙门”
上市企业总市值累计破千亿元

三线城市抢人才

“接口”在技术攻关

□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通讯员 李娜 报道
本报东平讯 东平县老湖镇贾村村民姚来花一大早来到

村里的“就业扶贫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姚来花今年48岁，丈夫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两个孩

子都在外地上大学，家庭的重担全压在她一人身上。自从村里
建起了“就业扶贫车间”，她足不出村就能每月挣一千多元，生
活渐渐有了盼头。就业扶贫车间——— 浩兴服装厂负责人陈可
安介绍，厂子主要承接服装订单代加工，效益一直不错。“在这
里上班的员工近一半是贫困户。”陈可安说。

为解决贫困群众挣钱和顾家之间的冲突，东平县劳动就
业办从去年开始建设“就业扶贫车间”，他们将扶贫车间建
到了贫困群众家门口。目前，全县的“就业扶贫车间”已经
安置了543名贫困人员。

东平县把就业扶贫作为抓手，扎实推进“技能提升、就
业推介、创业帮扶、基地引领”就业扶贫四项计划，通过开
展点对点、一对一的精准服务，将各项优惠政策送到扶贫对
象手中，促进农村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就业创业。县劳动就业
办统筹全县职业培训场所、师资、经费、信息等资源，采取
流动式、“大篷车”式教学方式，深入田间地头、库区鱼
塘、工地厂房，对每一名有培训需求的人进行培训，并逐一
建档立卡，跟踪服务，实现了“愿培尽培”。

东平：“就业车间”建村头

脱贫致富有盼头

□隋翔宇 报道
日前，正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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