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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李媛
通讯员 陈丽娟 王恩全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两节期间，居民孙先生来到
市北区鞍山一路和谐宜家农贸市场，发现这里
变了模样：每家摊位都摆着新型智能秤，秤上
装有摄像头，还安装了一个液晶显示屏。

“我把选好的西红柿放到秤上，摊主、菜
品菜价、消费者评价等信息瞬间出现在显示屏
上，一目了然，然后我用微信扫码付款。前后
总共不到3分钟。既有质量保证，又能避免缺
斤少两等消费纠纷。逛农贸市场更舒心了。”
孙先生说。

饭碗虽小，盛着民意；菜篮虽小，连着民
心。为做好国庆节民生保障工作，市北区围绕
群众购物支付便捷化，市场管理智能化，商品
和商户信用信息明晰化，努力打造“智慧”农
贸市场。这套系统采集交易数据，通过“一云
多端”，实现农贸市场管理、服务和监管的信
息网络化、工作规范化、管理现代化。

该系统主要由智能网络秤、简易支付系
统、视频监控系统、信用评价系统和市北购电
商平台等5大部分组成。智能网络秤可打印售
货凭证，有防作弊功能；支付系统连接银联收
银系统，可用任何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微

信、支付宝支付；交易录像与每笔交易行为一
一对应，存储备查；信用评价系统有营业执
照、许可证、处罚等政府监管信息，还有消费
者对该商户的“好评”、“差评”等评价信
息；市北购电商平台实现市场主办单位和商户
联合经营销售，实体店与网店融合发展，消费
者可在网上逛市场购物。

“我们打造‘智慧’农贸市场，实现了售
货凭证当场打印，交易数据系统云保存，交易
过程现场监控等等。”市北区市场监管局办公
室主任陈丽娟介绍，“最棒的是工作人员即使
不到现场，通过手机执法终端调阅交易记录也
可处置消费纠纷，从而节省大量行政资源和时
间。监管科技化，市场也品质化。”

家住市北区新华里的于伟说：“‘智慧农
贸’让市场变得更温馨、更祥和、更洁净，感
觉连空气都变清爽了。我现在每天都和家人来
逛市场。”

目前市北区共有41家农贸市场，已有6家
完成“智慧”农贸系统改造启用，辖区农贸市
场消费纠纷次数比原来下降了53%。

□记 者 白晓
通讯员 袁灵秀 刘珊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7日，国内首批“智能
搭线快充”新型实用纯电公交车在青岛交运
温馨巴士774路上路运营。

新型实用纯电公交采用搭线充电技术，
具备空中快充、边走边充、绿色节能等多项
优势，可以大大提高公交企业电动公交车的
综合运营效率，减少市民的等车时间。

从2010年国内开始推广新能源车辆应用
至今，各地纯电动公交车均采用充换电站换
电模式或充电桩充电模式。此次新型纯电公
交车的充电线网采用空中快速充电模式，这
在全国尚属首次应用。

交运温馨巴士高新区分公司安全科副科
长陈震介绍，快充线网只需充电5分钟，车辆
就可以运行40公里，主要用于车辆临时补
电；慢充电网用于车辆结束运行任务后停车
充电，快、慢充电线网均可以同时为30辆车
充电。同时，新型实用纯电公交具有动力电
池保护功能，在电量接近饱和时，车辆就会
智能由快充模式切换到慢充模式。

据介绍，智能搭线快充新型纯电动公交

车及其配套设施投资只占换电站的1/10或充
电站的1/2。

交运温馨巴士同时还推出交运智慧云平
台，在20辆电动公交车上搭载危险品检测系
统、驾驶行为监控平台、安全预警系统、导
盲系统以及人脸识别、客流量监控等6项国内
顶尖的智能物联网信息技术，是目前最“高
配”的公交车。

新型电动公交车安装有两个监控探头，
分别位于驾驶室上方和车前挡风玻璃的中央
位置，车内探头可以记录驾驶员的行车状
态。

“疲劳驾驶、东张西望、接打电话等危
险驾驶行为都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及时发现，
向驾驶员发出警告。”交运温馨巴士信息管
理处副处长门恺介绍说，车内的监控探头通
过记录驾驶员打哈欠、眨眼的频率判断是否
存在疲劳驾驶，车外探头可以检测周边的道
路环境，一旦出现急加速、急刹车、车道偏
离等行为，便会自动报警，提醒驾驶员安全
驾驶。

公交车上下车门扶手处还各安装了一个
外型类似音响喇叭的危险品探测仪装置，乘

客上下车时，它可以快速识别汽油、乙醇、
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品，一旦乘客携带危险
品乘车，智能终端便会立即发出警报。

这些公交车上还安装了移动支付系统和
导盲系统，盲人乘客可以下载“叨叨巴士”
手机APP，定位公交车位置，并预约乘坐。

从去年8月份开始，交运温馨巴士与高新
区管委共同邀请中国道路运输协会新型实用
纯电公交示范应用项目考察组到青岛实地调
研考察。综合考虑城市公共交通环境、场站
供电、车辆运营等因素，中道协考察组最终
确认高新区新韵路温馨巴士公交场站条件较
好，适宜开展国内首批新型纯电动公交车运
营示范工作。

当日，交运集团还与大唐电信科技产业
集团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成立国内首
个智能交通研究中心，今后将共同在新能
源、智慧交通、智慧城市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领域，实现跨界、跨领域的合作，双方将共
同推广应用公交车智能充电管理系统，缩短
公交车充电时间，提高充电的便捷程度，推
动城市公共交通更加绿色便捷顺畅。

“智能搭线快充”公交车上路运营

饭碗虽小，盛着民意；菜篮虽小，连着民心———

市北区“智慧”农贸市场节间亮相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9月27日，《青岛市2017—2018年

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出台，提出了秋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基本工作思路。

青岛将坚持问题导向，把煤炭消费压减、燃煤
锅炉超低排放改造和小锅炉淘汰、“散乱污”企业
整治、清洁煤炭推广使用、建筑施工扬尘整治、重
型柴油货车整治、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业企业错峰
生产和限产、环境执法等9项工作作为秋冬季大气
污染防治重点，多措并举，联防联控，打好秋冬季
大气污染治理“组合拳”。其中，全年煤炭消费量
净压减100万吨，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1442万吨。

今年，青岛由青岛市环委会对全市工作进行统
一部署，各区市建立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负责本
辖区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布置推进，并强化
督导问责。青岛将成立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督查工
作组，由各专项方案牵头部门对各项工作任务每半
月进行一次督导，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督导。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0月1日起，《青岛市政府投资

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开始施行，对政府投资项目
后评价工作程序、成果运用、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规范。这是青岛贯彻落实“放管服”改革、投融资体
制改革的重要举措，旨在加强政府投资项目全过程
监督管理、提高政府投资决策水平和投资效益。

项目后评价是指在项目已经完成并运行一段时
间后，对项目的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进
行系统的、客观的分析和总结的一种技术经济活动。

根据《办法》，政府投项目单位需开展自我后
评价，并提交后评价报告及相关资料清单。市发展
改革委和项目主管部门以及相关单位将组织指导管
理项目后评价的具体工作。

《办法》强调，成果应用是项目后评价的一项
重要内容，要通过开展后评价活动，总结同类项目
的经验教训，把项目后评价成果作为规划制定、项
目审批、资金安排、项目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

《办法》明确要求：项目单位应积极配合开展
后评价工作，咨询机构应加强行业自律；建立信用
记录，纳入信用信息共享交换平台；对违反有关规
定的行为明确了处置措施。

政府投资项目

后评价制度建立

跨年秋冬季大气污染

防治方案出台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在‘双一流’建设中，青

岛校区应当发挥‘新引擎’的功能。”9月26
日，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全面启用，在新闻发布
会上，山东大学副校长、青岛校区管委会主任
张永兵说，山东大学事业的大船需要多台强有
力的发动机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需要源
源不竭的充沛动力。

根据9月20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印发的《关于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山东
大学要在2020年奠定世界一流大学坚实基础，
到203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到2050年跻
身世界一流前列，全面建成“综合性、创新
性、国际性、引领性”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

张永兵介绍，青岛校区这个“新引擎”有
其鲜明的特征，概括讲就是具有“三个特性”
的“三区四基地”。“三个特性”是指“高端
性、集群性、交叉性”；“三区”是指“引领
学术前沿的创新型校区、全面开放办学的国际
化校区、深化综合改革的示范性校区”；“四
基地”是指“高端人才的聚集和培养基地、高
端学术和应用技术研究基地、高新技术成果的
孵化和产业化基地、高水准的国内外学术交流
基地”。

学校将进一步明确三地办学定位，优化学
科空间布局。青岛校区将在学校“双一流”建设
方案确定的“学科高峰计划”、“学科激励计划”、

“学科整合调整计划”中发挥应有作用。青岛
校区将与学校一同发力，集中配置资源，强化
政策支持，推动重点学科快速发展；发挥学科
综合优势，推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发展；持
续加强学科方向凝练，推动学科现代化。

未来，青岛校区将进一步推动办学体制与
管理机制改革创新、建立能够激发创新活力的
人才引育机制、搭建完整的科技创新与成果转
化体系、延展拓宽国际合作办学领域与空间、
建立具有竞争力的经费筹措和资源配置机制。
青岛校区将担负起“先行区”和“试验田”的

角色，将打造成“引领学术前沿的创新型校
区、国际交流合作的开放型校区、深化综合改
革的示范性校区”。

青岛校区围绕学校“双一流”建设总体目
标，按照“综合性、创新性、国际性、引领
性”的全局要求，坚持存量调整与增量发展并
重的原则，进行学科与学术机构的设置规划。
具体为：以现有学科为基础，在青岛校区规划
建设生命与健康学科群、信息学科群、环境能

源学科群、政法学科群；增量建设海洋学科群
和创新转化学科，成立交叉科学研究院，推动
新兴交叉学科群建设发展；建设德国学院、山
东大学—弗吉尼亚理工跨学科联合学院及其他
国际合作办学机构。

目前，校区一期学科已基本调整到位，信
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等
6个学院和海洋研究院、国家糖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8个研究机构整建制迁入青岛校区。根

据二期建设规划，青岛校区将继续深化与国内
外诸多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充分利用
青岛的地缘优势，面向全球，广揽人才，新建
包括海洋学院、德国学院、创新转化学院、山
东大学—弗吉尼亚理工跨学科联合学院等4个
学院，以及交叉科学研究院、青岛金融与财富
管理研究院、公共治理研究院等9个科研机
构，努力把青岛校区建设成为推动山东大学
“双一流”建设的新引擎。

山东大学青岛校区全面启用
将在“双一流”建设中发挥新引擎功能

和谐宜家农贸市场里，每家摊位上都
摆着这样的新型智能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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