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岛西海岸新区泊里镇

亿吨大港落定 绿港新城崛起
前 言

2016年8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同意山东青岛董家口港

口岸对外开放的批复》，同意董家口港口岸对外开放，确

定对外开放水域、岸线及泊位；同意董家口港口岸设立边

防、海关、检验检疫和海事等检查检验机构。这标志着董

家口港拿到了走向世界的“国际通行证”，一座第四代物

流交易港从此由这里走向世界。

伴随着董家口港区的大开发、大建设继续向纵深推

进，作为董家口开发建设的核心区、主战场，泊里镇这座

千年古邑，承担着服务保障董家口开发建设的重大历史使

命，更迎来了新一轮千载难逢的重要发展机遇。

早在2013年，青岛市委、市政府就把泊里镇作为青

岛市的小城市试点镇进行培育。经过4年的发展，2017年
1月6日，又被省委、省政府确定为青岛市唯一的新生小

城市试点。假以时日，泊里就将成为一座魅力四射的新

生小城市，似一颗耀眼的明珠镶嵌在活力涌动的青岛西

海岸。

新一届泊里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
把集中精力推进小城市规划建设作为全
镇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产城融合、
以城促乡、远近结合、梯次推进”的总
体工作思路，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
准、新区特色，高起点谋划推进了相关
工作。

创新工作机制

新思路 新架构

如同在一张白纸上作画，针对所面临
的全新局面，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首先
创新了工作体制机制。积极对接国家新区
研究院，设立了泊里小城市研究中心和规
划建设委员会，聘请国务院参事室、国家
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同济
大学城市规划研究院、青岛市新型城镇化
协会、青岛市经济研究学会、青岛市工程
咨询院和青岛瀛森创意规划顾问公司等有
关方面的领导和专家，组建小城市“专家
顾问团”，帮助研究小城市规划建设发展
路径。与山东科技大学、青岛理工大学等
高校进行产学研合作，将地方资源优势同
高校人才、科研优势有机结合，共同推进
泊里的小城市建设发展。公开招聘35名各
方面的专业人才，组建了城市建设、管理
和服务业发展等专门办公室，为加快推进
小城市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了智力支持和
人才支撑。

美好宏图在缓缓展开，工作是千头万
绪的。泊里镇党委、政府依托新体制、新
机制，积极作为，从容面对，全力保障各

项工程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目前，董家口区域涉及泊里镇的重点

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就有20多个，参与施工
的既有国企还有民企，交叉施工引发的矛
盾纠纷时常发生，一旦处理不好，不仅影
响工程进展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为
此，泊里镇及时调整了董家口服务保障工
作体制机制，与董家口经济区管委和青岛
港、青特钢、海湾化学、双星轮胎、中
铁、中建等驻泊里的大企业建立联席会议
制度，定期交流工作，共享信息资源，及
时协调解决工程项目交叉施工引发的各种
矛盾纠纷。

高起点规划

小城市 大手笔

满脸充满昂扬激情的党委书记史桂龙
思路清晰地告诉笔者：“泊里建设新生小
城市完全得益于新区这几年的大发展，得
益于董家口的开发建设。我们完全有信心
经过几年的努力，把泊里打造成青岛西海
岸新区的未来城市副中心核心区、南部主
城区，率先建成现代化花园式绿色新港
城。”据了解，目前泊里镇已聘请同济大
学的规划设计团队，正在修编完善《小城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实施了城市总
体设计，全面提升城市建设规划设计水
平，有望于明年4月份完成控规编制和城市
设计，为下一步加快推进小城市的大规模
开发建设提供“蓝本”。

“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实施规划的
过程中，泊里镇从严把握城市开发节奏和

力度，对涉及董家口区域企业职工生活配
套区建设，泊里镇予以了全力支持，专门
规划了一处占地近300亩的职工生活配套
区，支持海湾化学、双星轮胎两家企业率
先规划建设职工生活配套区，为青岛特钢
公司购置4320平方米的两栋楼房，用于解
决公司新引进的高管人才的居住问题。而
对除涉及民生工程之外的其他开发项目尽
量放缓开发速度和强度，能缓则缓、能停
则停，确保城市开发建设按“多规合一”
科学有序推进，为建设小而精致的宜居型
小城市留足空间。

笔者还了解到，为解决小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泊里镇目前正与
一些国企探讨合作，通过一级整理开发模
式，沿藏马河东岸规划约6平方公里的“绿
港新城”，包括村庄搬迁安置、商业地产
和旧村改造开发三大板块，计划用三到五
年左右的时间打造泊里小城市建设的示范
引领项目。

创造“泊里速度”

快搬迁 快清场

泊里镇把服务保障董家口开发建设视
为首要的中心工作和推进绿港新城建设的
“一号工程”。所有工作均沿村庄搬迁和
征地清场两个维度展开，稳妥扎实的工作
部署和雷厉风行的快速行动，一次次刷新
了青岛西海岸新区村庄和谐搬迁的“泊里
速度”。

今年3月份，董家口铁路物流园、疏港
铁路项目建设涉及的魏家滩、代家村2个

村、558处宅基地、1677口人搬迁，仅用28
天时间全部拆除宅基地和养殖小区、原小
学校舍、生产企业等构筑物3 . 8万多平方
米，拆除率达100%。8月份，双星绿色轮胎
(二期)项目所涉及的庙东、南庄、湾崖3个
村、317处宅基地、964口人搬迁，拆除养
殖小区、生产企业等构筑物1 . 7万平方米，
仅用20天时间就完成了拆迁任务。今年1—
11月份，泊里镇累计顺利完成了5个村、
2641口人的整体搬迁，成为青岛西海岸新
区今年实施村庄搬迁最多的镇。

董家口区域诸多的基础项目建设需
要大量的征地，清场工作十分繁重。泊
里的镇村干部以“五加二、白加黑”的
工作节奏，冒酷暑顶烈日，今年以来，
先后完成了贡北路及综合管廊、康尼尔
工业固废、安置区三期和334省道路域整
治提升等11个重点工程项目涉及的8780亩
土地清点清场。

清场工作面临的一个特殊难题是涉
及几代人情感的坟墓搬迁。为此，每次
坟墓搬迁前，泊里镇都抽调综合素质
高、熟悉风俗人情的机关干部和“社会
贤达”进村入户，广泛宣传厚养薄葬、
文明殡葬新风尚，推动乡亲们殡葬观念
由“入土”向“进室”、由“地下”向
“地上”的转变。由于工作扎实有效，
今年疏港铁路、董家口铁路物流园建设
和贡北路综合管廊项目所涉及 7个村的
3313座坟墓的迁移，仅用了两晚上的时
间，成为服务保障董家口开发建设以来
单次迁移坟墓数量最多的一次。到目
前，全镇累计已有27个村的13842座坟墓
搬迁到了怀念堂集中安放。

一座新生小城市的诞生，既需要若干产业
的有力支撑，也需要城市承载功能的有机融
合，而民生工程的保障，则因为涉及到老百姓
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而更加不
可或缺。

泊里镇历史上就是经济重镇，工业经济
实力雄厚，机械、海洋装备制造、化工、橡
胶、建材、塑料、建筑、印刷、纺织服装、
食品加工等产业发达，现有2处中小企业工业
园，入驻了100多家企业。依托董家口港区、
临港产业区两大平台，泊里镇按照高起点的
综合规划，从容布局，稳步推进，小城市建
设发展的框架正在逐步完成，综合承载能力
明显提高，镇域经济实力不断壮大提升，一
座以第四代物流交易港港口为依托的现代化
小城市的雏形正快速形成。

项目引进异彩纷呈

通过引进项目强化产业对城市经济的支
撑，泊里镇对此有充分的认知。为加快产业项
目的落地见效，今年6月份，该镇专门制定了
“项目落实年”挂图作战行动计划，集中开展
“大战100天·攻坚促发展”活动，对21个区级
重点项目和4个镇级重点项目定人、定责、定时
限，狠抓项目推进攻坚。

目前，董家口港区、临港产业区已布局了
青钢环保搬迁、双星绿色轮胎、海湾化学等30
多个大项目，总投资上千亿元。董家口港区30
万吨级原油码头、中石化LNG等一批大项目陆
续建成投产。充分利用这些大项目的影响力，
成为泊里镇加快推进小城市建设、实现镇域
经济转型升级的生命线。为承接董家口经济
区项目辐射带动，今年以来，泊里镇把发展
服务业经济放在了重中之重，专门成立了服

务业发展办公室，通过实施现代服务业招商，
目前，董家口金融财富中心、港航服务中心等
数十个现代服务业项目落地开花。今年1—11
月份，又有铁路物流园、中石化原油基地等7
个新项目开工，其中省发改委立项的董潍输
油管道项目竣工试运营，可同时停放2600辆大
型货运车辆的重卡服务中心停车场投入使
用，新注册了总投资达 5 6亿元的鲁信达能
源、龙驰船舶制造、洛起机电装备、悦达钢
构装备产业基地和青岛皇丰副食品物流配送
中心等9个大项目。

项目落地，只有通过港城联动才能实现
产业的高度融合，从而对城市经济起到辐射
带动作用。以港口为依托，泊里镇着重培育
发展临港产业，大力吸引冶金、石化、装备
制造、新材料等中下游产业入驻，拉长产业
链条，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加快实现新旧动
能转换，逐步形成以钢铁冶金、机械制造、
国际贸易、仓储物流加工、海洋高新技术为
特征的港口产业集群，按照“大项目—产业
链—产业基地—城市配套”的发展轨迹，着
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
港城联动、产城融合发展。

本着边规划边招商的原则，前期，泊里镇
已与恒大、绿地、卓越、红星美凯龙和碧桂园
等一些国内知名大企业达成参与小城市开发的
合作意向。今年6月份以来，新引进企业13家，
各类市场主体850家；总建筑面积30多万平方米
的金融财富中心、港航服务中心和创业创客中
心三处城市综合体项目目前正在招商当中。为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建成了建筑面积5000多

平方米的青岛西海岸新区首个镇级“行政审
批、公共资源交易、市民综合服务”三大中
心。随着大量闲置资源的整合盘活，整合资
源、对外招商步骤的加快，城市经济正日益繁
荣提升。

今年1—11月份，泊里镇实现财政收入7 . 5亿
元，完成工业总产值15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
23 . 9亿元，到账外资8200万美元，实际利用内资
138亿元，主要经济指标均比去年同期实现翻番
增长。

民生工程造福百姓

泊里镇更把董家口深水大港的开发建设视
为一次改善民生的契机，对涉及民生民计方面
的各项工程加快推进建设，今年以来先后着力
推进了多条市政道路和公园、市民文化中心、
医院、学校幼儿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设。

据镇长李海波介绍，目前，泊里镇正在
规划推进占地57亩的农民经济适用房建设，
主要用于解决全镇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但无
土地解决宅基地的村民安置。加快推进董家
口安置区(二期)、(三期)和临港安置区(一期)
工程建设，确保麦墩、口上、沐官岛、肖家
贡4个搬迁村村民于明年春天按时回迁；协调
推进黄岛区第三人民医院综合病房楼建设，
建成使用后，开放床位数可达500张；对全镇6
处村办幼儿园进行全面改造，彻底消除安全
隐患；在董家口安置区规划了社区邻里中
心、社区服务中心和社区文体中心，全面提

升搬迁村民的社区化管理水平；拟规划建设
一处占地24亩、可容纳14万处墓位、可辐射泊
里及周边区域村庄坟墓搬迁的“半地下式”
怀念堂；积极与董家口区域大企业对接，依
托建设人力资源大市场，今年1—11月份，累
计向青钢、双星等大企业输送农民工1600多
名，为搬迁村民家门口就业创造了条件。

留住乡愁

留住红色记忆

现代化工业文明和由此带来的现代生活方
式，往往对传统文化遗产及与其相关的生活方
式带来巨大的冲击，严重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
失。这方面的负面案例，在世界各地更是不胜
枚举。

面对泊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泊里
镇党委书记史桂龙告诉笔者：“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
繁荣兴盛。我们这一届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
已下定决心，就是要传承好泊里的宝贵历史文
化，坚决不能在当下的这场港口建设开发大潮
中给未来的泊里留下一点遗憾。”为此，今年
以来，泊里镇特别注重红色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保护工作。全面深入普查，申报名
录项目和传承人，挖掘、整理、塑造了“泊里
红席”“泊里烧肉”“泊里大集”“西施舌传
说”“沐官岛传说”“胡家烧鸡制作工艺”
“扎扫帚手工技艺”“麦草画手工技艺”等一
批颇具地方文化特色的非遗品牌。“泊里红

席”编织技艺入选山东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泊里红席专业合作社入选青岛市第一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
“泊里大集”入选青岛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麦草画入选“2011·国礼作品选”，
“泊里烧肉”等5项传统工艺入选青岛西海岸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拥有非遗传承人2人。千年
历史文脉得以延续，泊里小城市文化的魅力得
以进一步增强。

在传承和保护现有非遗资源的同时，泊
里镇还围绕“藏马老县城”红色文化的挖
掘，加大了“讨李战役”“泊里战役”“杜
雨烈士”“丁氏三姐弟”等一些红色记忆元
素的梳理、研究和挽救工作的力度，红色记
忆将被有机地融入泊里辉煌的历史传统文
化，成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下一阶
段，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
泊里红色历史文化展馆和特色民俗文化展馆
的建设，发挥红色历史文化优势，打好文化
牌，唱文化戏将拥有更加有力的抓手，泊里
镇厚重的文化底蕴和飞速发展的港口经济齐
头并进，泊里镇将在软、硬实力上打造出强
劲有力的新名片。

千年古邑泊里，今朝绿港新城。泊里正
乘着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的东风，承接着青
岛西海岸新区大开发、大建设的重大机遇，
在新的历程上不断地迸发出更加迷人的魅力
和耀眼的光芒。

①三大中心
②小镇甜美生活
③泊里特色小镇
④横河公园
⑤湿地公园
⑥安置区航拍

“泊里速度”打造新港城

产城融合繁荣“幸福泊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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