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1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蓬基

电话：(0532）80889886 Ema i l：qdxw@dzwww.com 19财经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近日，位于青岛高新区的华

仁太医药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研究人员正在用
牡蛎制作一种用于人体补钙的碳酸钙胶囊。公
司商务招商总监程显蓉介绍，这种胶囊是一种
天然的补钙剂，是以牡蛎、贝壳为主要原料，
经过高温煅烧，用现代的新技术、新工艺制备
而成，比普通的补钙剂更易于人体吸收。

与此同时，在高新区的蓝色生物医药产业
园内，青岛明药堂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刚刚研发
出一种新的医用口罩和创可贴。据介绍，新生

产的创可贴中间敷垫含有甲壳素纤维的成分，
具有快速止血和加快伤口愈合的功能。

“近几年，高新区致力于医药龙头企业和
高端人才的引进培育，加快生物制药产业育成
工程，产业环境也更加完善。”高新区生物制
药产业事业部部长耿凯介绍，经过多年培育目
前高新区已经形成了集国家百强药企、创新企
业的医疗医药聚集区，累计引进医疗医药产业
类项目110余个，总投资140亿元；120家生物
医药企业在高新区安家落户，产值达到30亿
元。

为更好地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发展，高新

区不断优化园区产业环境，相继搭建了青岛市
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公共研发服务平台、青岛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青岛中
医药公共研发平台等载体，搭建起科研专家、
企业、各类服务机构间的互动沟通平台，优化
和创新技术转移模式，建立多样化、多层次的
自主研发与开放合作并存的创新模式。高新区
着力打造“医疗医药创新产业和产业平台”，
目前已成功获批“国家青岛海洋生物医药特色
产业基地”，建成了国内最大的生物医药专业
孵化中心。

为了进一步推动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高

新区专门推出了一系列针对生物医药产业的支
持政策，包括鼓励企业研发、鼓励产业发展壮
大等一系列的政策，为高新区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提供了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以此集聚大量医
药企业。

如今，高新区正在利用自身的特色产业基
地、载体、平台和政策，积极引领国内生物制
药创新发展，并促成生物制药技术创新上、
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从更深层次、更广层
面地促进政产学研一体化，持续提升生物制药
产业发展环境，丰富生物制药产业链条，进一
步加快生物制药产业育成工程。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本报通讯员 贵 敏

市场均分防风险

1月3日上午，在位于即墨通济新经济区的
山东英吉多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成品车间，工人
驾驶叉车，搬运产品，装柜出货。公司生产的
高端自主品牌健身器材“RELAX”，与国际顶
尖 健 身 器 材 公 司 如 F R E E M O T I O N 、
TUFFSTUFF合作的EPIC SELECTORIZED、
GENESIS DS等系列专业健身器材，即将出口
到美国、日本、欧洲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

“作为一家高端健身器材设计和生产供应
商的外贸企业，英吉多已有23年的历史，一直
按照精品、高端、特色、专业战略，为国内外
客户，尤其是欧美市场客户提供高端自主商务
品牌产品。”公司总经理王继军介绍，目前尤
为可喜的是，该自主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
比重，正在逐年提高。他骄傲地说：“这是我
们公司综合实力的体现。”

有趣的是，英吉多产品的高端、特色，以
欧美市场为主，但是又不让欧美市场“独
大”。

公司总裁魏名君说，欧美市场的成熟度更
高一些，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公司意识到，不
能仅仅依靠欧美市场，所以我们市场的均分度
比较高。“目前来讲，除了欧美市场之外，包
括亚洲、南美洲，甚至非洲，都有我们的足
迹。”她说，“英吉多健身器材，在各大洲都
有涉猎，从比重上讲，没有任何一个洲的比重
超过30%，这是我们刻意去控制的。如果发现

北美市场份额过高的话，我们下一年就将重点
放在欧洲市场，让其份额尽快上来。如果欧美
市场份额高了，我们就要考虑亚洲市场，鸡蛋
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我们要提高企业的风险
承受能力。”

断臂重生

当年面对沃尔玛1000万美元的产品订单，
英吉多的董事长魏茂昌拍板，愣是选择了放
弃！

谈及发生在10多年前的这一艰难选择，魏
名君依然是“非常佩服”。

英吉多1995年建厂，由于历史原因，2004
年和2005年两年间，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几乎
已陷入绝境。当时魏茂昌与50多名员工凑了850
万元，买下了濒临破产的英吉多控股权，同时
也接下了原大股东留下的1000多万元的银行负
债。

2005年改制后，背着债务“大窟窿”，准
备二次创业的英吉多，手里的订单，满打满
算，也就是沃尔玛的1000万美元。

“英吉多二次创业，我们要对低附加值的
产品进行淘汰，这意味着我们的客户结构要进
行改变，之前合作的客户，像沃尔玛一年1000
万美元的订单，董事长果断放弃了，然后重新
开始。”魏名君回忆说，“他说了一句话，我
特别有触动，我们不能再做‘运输大队长’，
咱不能让中国制造成为廉价品的代名词。其
实，当时我在海外留学，一提中国制造，很多
国外同学的印象就是，肯定很便宜。所以从那
个时候开始，也就是2005年、2006年，我们进
行产品转型升级，将产品定位为‘高端专业有

特色’。”
魏茂昌介绍，国外行业大鳄认准了中国企

业“求单心切”的心理，每一年都在“货比三
家”地压榨企业的利润。与之相反，企业的原
材料与人工成本每年都在大幅增加，企业的利
润微乎其微，稍有不慎就是巨额亏损。

当时我国出口的健身器材产品基本上是以
“委托加工”和“贴牌生产”的方式进入国际
市场，产品附加值非常低。“不再继续当运输
大队长”成为整个企业的决心，魏茂昌果断调
整布局，坚决淘汰简单粗加工的低端产品线，
“走高端路线”成为企业新的发展方向。

魏名君说，虽然之后企业也碰了不少壁，
但是最终还是敲开了高端市场的大门。

机器换人抢先机

断臂重生，英吉多大约用了四五年的时间
进入了第二阶段，新旧动能转换，机器换人。

“现在看来，比国家倡导的新旧动能转
换，提前了5年。”魏名君介绍，一开始，提出
这个理念的时候，公司很多中层管理人员都不
理解，他们当时认为好招工，工资也不高。大
家说，为什么不多招人，还能赚更多的钱，为
什么用机器取代？

魏茂昌召开公司中层管理人员会议，他问
了大伙几个问题：有没有人看即墨的规划，未
来的五六年，有多少家大型生产型企业要进驻
这座城市？在车程30分钟范围内，这些大型生
产型企业进驻后，招工还好不好招？大型企业
在各项制度上，福利待遇上，如何栓心留人，
可能更有优势。几年之后，“90后”“00后”
成为就业生力军，还有没有能力吸引他们？产

品定位于高端，人工制造能不能达到精准度和
稳定性方面的要求？为什么不用机器替代人
呢？！

几个问题的结果，换来了焊接机器人的上
岗。公司总经理王继军说：“一台焊接机器人
可以顶两人。关键是焊得漂亮干净，质量好，
安全性能高。”

机器换人，让英吉多抢得了发展先机。
英吉多正进入发展的第三阶段，产业升

级。具体来说，就是实施“创新领先战略”，
和科研院校合作，开展协同创新，生产智能健
身器材，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魏名君介绍：“比如说，我们几年前与加
拿大多伦多大学康复研究院合作研发的临床机
器人，现在正在多伦多大学附属医院进行临床
试验；我们与武汉体育学院研发的物联网机器
人，转化成果已投入市场；我们与青岛大学附
属医院进行多方位全面合作，将皮肤测试仪引
进健身俱乐部，除了做皮检外，还对健身者的
皮肤状态进行验证，指导科学健身。”她说，
类似于这些机器，以及跑步机等力量产品，其
中都有骨科学、医学科等方面的临床数据作为
支撑，即使最简单的一款机器，其运动轨迹也
是非常准确的，锻炼的科技含量很高。

运动处方、运动干预方案……英吉多正尝
试将品牌发展按照从硬到软、到大数据再到智
能化的转变。对于智能化，魏名君形象地说：
“我们研发的新型跑步机，就像华为的大数据
采集一样，你在家跑步，我在家跑步，咱们互
相PK，我能看到你的运动轨迹，你也能看到我
的运动时间，这样的话，人一多，整个朋友圈
都能分享健身数据，这样跑起来就有感觉了，
增加了趣味性。”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青岛印发《青岛市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一步
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放大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加快
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多元化知识
产权资本投入体系，加快构建具有青岛特色的知识
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给予获国家“贯标”认证的企业10万元补助；
对通过贯标且获得省级示范、优势企业称号的分别
给予10万元、5万元资金奖励……据悉，该办法按
照青岛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部署，重点围
绕高价值专利培育体系、大保护体系和运营生态体
系三大体系，从专利导航、强企、专利质量提升、
管理能力提升等十个方面，详细规定了相关资助和
引导政策，以及专项资金的预算、管理、申请、审
核程序。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2017年12月31日22时30分，“伊

斯特里亚”号船顺利驶离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该
船装载的751个集装箱由青岛港转运至澳洲悉尼等
港口，这标志着青岛港国际转运集装箱同比增长近
50%。

国际转运功能是衡量现代国际航运枢纽辐射范
围和聚集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体现港口综合服务
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黄岛海关将支持青
岛港国际转运集装箱业务发展作为促进海运业发展
的重点工作，积极对接港口国际转运需求，开展国
际转运集拼课题研究；优化具体业务办理流程，减
少审批层级；通过设专人专岗、实施预约加班等方
式，实现业务办理“零待时”，节省集装箱装船时
间。

加快生物制药产业育成工程，青岛高新区———

布局海洋特色医药打造行业标杆

青岛港国际转运集装箱
同比增长近50%

青岛出台办法推动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体系建设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高岱 报道
本报青岛讯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电光

谷0VU创客星”近日获评全省双创公共服务示范
平台。

“中电光谷0VU创客星”运营面积1 . 5万平方
米，以青岛光谷国际海洋信息港为载体，整合政
府、园区、企业、高校、社会机构多方力量，打造
涵盖联合办公、创业咖啡、青年公寓、金融服务、
知识产权、专业培训、创业辅导、众筹众包等功能
为一体的多场景交互式创业MALL，同时引入主题
餐厅、咖啡书吧、便利店、商务培训等商业配套，
打造青岛市规模最大的创业主题街区。

经过两年多的运营，实现在孵企业80余家，已
有20余家达到毕业标准，30%的在孵企业均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10%的企业获得了首轮融资。在孵企
业所属行业主要有软件研发、智能硬件、视频拍摄
&剪辑、商务服务、国际贸易等，代表企业有浦芮
斯光电、欧帝欧环保科技、山科智慧、海洲新能
源、小微OA、青岛新海岸（自媒体）、启坤商务
等。

山东省商务厅日前会同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组织开展了2017年
全省经济开发区创新创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工
作。全省共有10家获评，“中电光谷0VU创客
星”为青岛市唯一上榜平台。

“中电光谷0VU创客星”

获评全省双创公共服务
示范平台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在人社部日前公布的2017年第四

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名单中，全国共有194个社
区入选，山东省入选8个，青岛西海岸新区辛安街
道薛家泊子作为青岛唯一入选社区名列其中。

辛安街道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将充分就业社区作为实现更加充分就业和更高质量
就业的重要抓手。街道充分发挥社区在促进就业中
的指导作用，通过引导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创新推
行“每日一岗”、实施数字化动态信息管理、实行
网络化上门服务、加大居民自主创业扶持、开发社
区公益性岗位等措施，实现了辖区社区居民的多渠
道就业。

近年来，辛安街道把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
紧抓不放，先后通过开展劳动技能免费培训、举办
大型企业招聘会、广泛宣讲创业就业优惠政策、开
展送政策进社区进高校进企业等丰富活动，新增城
乡就业1万余人，培训失业人员1200余人，扶持创
业700余人。

辛安街道一社区

获评国家级
充分就业社区

舍弃千万美元订单 提前五年机器换人

一家外贸企业的智造转型之路

□记者 肖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据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

日发布的数据，2017年全市新增公积金缴存单位
8266个，新增缴存职工23 . 1万人，收缴公积金
188 . 0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8 . 23%、32 . 99%、
9 . 12%。一年内，青岛共有1 . 62万家庭获批公积金
贷款55 . 81亿元，提取住房公积金149 . 93亿元，保
障了职工住有宜居。

2017年，青岛实现公积金增值收益8 . 21亿
元、保障性住房建设补充资金7 . 07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20 . 22%和39 . 02%，为全市安居工程提供了
资金支持。

2017年1 . 62万家庭
获公积金贷款55亿多

□ 本报记者 肖 芳

城市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建筑废弃物，
在很多城市是难以处理的“烫手山芋”，但在
青岛却成了20家企业争抢的“香饽饽”，一年
带来的工业产值超过15亿元。

建筑垃圾实现资源化利用

“我们公司每年可以‘吃’掉110万吨建筑
垃圾。”2017年12月20日，在位于青岛市崂山
区的一间封闭式钢结构大棚内，青岛广联发混
凝土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柯婷告诉记者。该公
司建起了一条完整的建筑垃圾处理生产线，通
过破碎、水洗、筛选等多道工序，将建筑废弃
物变成再生骨料，其中优质细骨料可代替天然
砂石用于生产混凝土、砂浆、透水砖，一般粗
骨料可代替石子用于路基垫层，剩余土渣、粉
末可用于矿坑填埋、山体恢复。“所有建筑垃
圾均可100%转化为再生资源。”公司副总经理
陈士宝说。

在青岛，像广联发这样的建筑废弃物处理
企业共有20家。据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地方建筑
材料管理处统计，截至2017年11月底，青岛全
市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完成1500余万吨，占
全市建筑废弃物排放总量(约3000万吨)的50%，
实现工业产值超过15亿元。加之另有30%的建
筑废弃物直接就地利用回填基坑，全市建筑废
弃物的再利用率达到80%。

经调研，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综合
考量管理模式、技术水平、利用数量等因素，
青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全国第一。

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带来的环保效应显
著。据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地方建筑材料管理处
处长崔旭东介绍，以2017年为例，与传统的填
埋处置方式相比，青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共计可节约填埋土地1500余亩，减少对周边
4500余亩土壤和地下水源的污染，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19万吨。

普通老百姓也可以从建筑废弃物的资源化
利用中受益。例如，平度东北方向的梨沟山，
曾是一座废弃矿山。自2010年起，青岛北苑环
保建材有限公司把利用建筑废弃物生产的再生
渣土，回填到梨沟山，填平了漫山遍野的采石
矿坑。

预计今年底，梨沟山将恢复植树约150万
株，绿化覆盖率达到80%以上。到明年，曾经
满目疮痍的梨沟山将重现青山绿水，成为当地
老百姓生态休闲的好去处。

远程视频监控20家处理企业

青岛市自2009年开始探索改变传统以填埋
为主的建筑废弃物处置方式，以“政府引导、
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为原则，力求统筹解决
好“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两大发展难
题。2013年1月1日，《青岛市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条例》正式实施，这是全省第一部、全
国第二部关于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的地
方性法规，为推动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提供
了法律保障。

该条例明确要求，政府和发展改革部门应
当将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列为重点投资
领域，鼓励企业和个人投资建筑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项目。与此同时，还提出以建筑废弃物为
原料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甚至要求生产预拌混凝
土、预拌砂浆、预制构件等的企业，应当按照
规定使用一定比例的建筑废弃物再生骨料。

鉴于建筑废弃物处理过程可能带来的环境

污染隐患，青岛近年来不断强化行业内的生态
环保理念。自2015年起，青岛利用三年的时
间，对全市所有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企业进
行环保设施升级改造，目前20家企业已经全部
完成。

记者在青岛广联发混凝土有限公司看到，
该公司的建筑废弃物生产线全程处于封闭式钢
结构大棚内。棚内安装吸尘器、洗砂机、喷淋
设备等环保设施，每个环节均采取降尘措施，
将生产过程对周边环境的噪音、粉尘污染减少
到最低。

为改变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行业管理粗
放的弊端，青岛还对全市所有建筑废弃物资源
化利用企业安装了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和地磅数
值分析系统。

崔旭东表示，通过远程视频监控，管理部
门可以直接看到每个企业在安全生产、环境保
护、产品质量等方面的日常状况；安装地磅数
值分析系统后，企业每辆渣土车进出的运输数
据都会实时传送到管理部门，可以方便地进行
行业数据统计、收集和分析，提升行业管理的

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力争主城区建筑垃圾年清

崔旭东表示，2018年，青岛建筑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将确保再增1500万吨，力争实现主城
区建筑废弃物年产年清。

与此同时，青岛还将在李沧区加快建设建
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业园。该产业园将以建
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为主，集科研开发、机械
制造、物流配送等多功能为一体。产业园建成
后，将成为国内首个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产
业园，年处理能力可达500万吨。目前，该产业
园已经破土开建，一期工程预计2018年底完
工。

科技创新是深化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驱
动力。崔旭东表示，青岛将积极搭建“产、
学、研”创新平台，依托青岛理工大学等科技
资源，研发“利用拆除建筑废弃物生产砂浆”
等新课题，力争今年实现突破，进一步丰富建
筑废弃物再生产品体系。

80%再利用，青岛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全国第一

“建筑垃圾”换来年产值超15亿元

□记 者 薄克国
通讯员 齐之虎 报道

为推动“传统文化点翠工艺”行
业发展，提高技能型人才社会竞争
力，近日，市南区举办了传承“传统
文化点翠工艺”技能助力培训、就
业、创业项目会暨市南区名师荟萃、
传统文化点翠工艺现场展示活动，现
场演绎了经典点翠工艺和古装服饰，
居民近距离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20余家影视传媒公司、美容美发机构
会所等相关行业机构现场招聘，提供
岗位百余个。

技能培训
“时尚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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