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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烟台市现代化经济中心，必须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经济结构、产业结
构、城市品质、社会文明、生态环保等，重
点打造“三个中心、一个示范区”：

打造先进制造业中心，就是坚持以“四
新”促“四化”，围绕全市重点打造的七大
千亿级支柱产业，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基
地、国家高端石化产业基地，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和重点产业培育，构建机械制造、电子
信息、化工新材料三大千亿产业稳健发展，
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竞相崛起的现代产业格局。

打造现代服务业中心，就是以强大的二
产为基础，打造烟台现代化金融中心、高端
商务会展中心、物流中心、大数据中心。

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就是持续完善“政
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推动、人才支撑”
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强
化高端人才引进，集聚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建设始终保持创新活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打造城市品质示范区，就是高标准规划
建设城市，高标准推进社会事业和城市管
理，高标准建设生态文明，筑牢经济社会发
展的环境支撑。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新
的一年，烟台开发区新一届领导班子将保持
战略定力不动摇，持续推进烟台市现代化经
济中心建设。所有工作都要紧紧围绕“建设
烟台市现代化经济中心”这个目标谋划，聚
焦打造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城市品质示范区。

聚焦打造全市先进制造业中心

制造业是烟台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
是烟台开发区的立区之本。打造先进制造业

中心，烟台开发区提出要“拉长优势、补齐
短板、抢抓机遇、提质增效”。2018年，烟
台开发区将继续实施和强化领导分包、项
目特派员、项目联席会议等措施，进一步
强化土地、能源、人才等要素保障和政策
扶持，确保重点项目早启动、早建设、早
投产。已筛选确定市级重点项目20个，总
投资715亿元，临港临空产业园、储能锂电
池、万润环保材料等一批大项目加紧推
进，新开工项目100个以上，建成投产40个
以上。加快培育千亿龙头、百亿梯队、十
亿集群，打造以先进制造、临港工业、临
空经济为主的现代化经济中心。电子信息
制造业，重点推动集成电路等更多夏普系
列项目落户。汽车制造业，确保完成通用
东岳基地投资97亿元的车型升级、发动机
和变速箱等三大项目建设，抓紧规划启动
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
项目，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高端化工新
材料产业，核心是加快推动万华重量级项
目开工，相关化工项目启动，打造国家高端
石化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继续扶持荣
昌、普罗吉、东诚药业等膨胀壮大，抓好一
批重点在建项目，适时着手规划生物医药拓
展园，建设国际生命科学创新示范区。装备
制造业，突出3D打印、节能环保、机器人等
新业态，着力引进培育一批骨干企业。

聚焦打造全市现代服务业中心

现代服务业既是建设烟台市现代化经
济中心的重要内容，又是制造业发展的重
要支撑。围绕制造业的发展，产业链上游
的咨询、研发，下游的品牌服务、销售服
务、交易，会对制造业产生非常强有力的
支撑。2018年，烟台开发区将抓住西部新
港城启动实施的有利时机，依托空港谋划
推进临空经济，依托西港区做大做强临港

产业。顺应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积极依托
“三港一站”建设，大力发展现代物流、
软件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快推进重点
企业实现主辅业分离，为实体经济生产提
供完善的配套服务。围绕制造业，狠抓高
端培训，引进一些德国、新加坡的培训机
构，发展高端制造业培训。积极利用现代
会展业聚集人气、聚集客商的特点，大力
发展会展服务业，发挥好重点商贸企业、
餐饮龙头示范效应和行业协会作用，促进
各类节庆展会消费。继续发展电商产业园
和电商经济，进一步激发电商对商贸发
展、外贸增长、消费促进的积极作用。积
极引进银行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
境外金融控股集团等来区设立分支机构或
办事机构，力争年内引进各类金融机构10
家。积极争取国家级、省级动能转换产业
基金，力争新增基金规模100亿元，确保基
金规模和数量位居全市前列。

聚焦打造全市科技创新中心

创新、开放是开发区的特色。2018年，
烟台开发区将坚持把创新作为产业培育和新
旧动能转换的核心动力，持续完善“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市场推动、人才支撑”的创
新体系。高标准打造创新平台，加快业达智
汇谷、3D打印、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等创新
平台和专业孵化器建设，加快企业智能化改
造，构建综合性和专业化共同支撑的创新平
台体系。深入实施产学研融合。突出企业创
新主体地位，引导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创建更多创新平台。持续加强科技人才队伍
建设，加快引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企
业创新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加快上市
步伐。按照“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的
思路，发挥财政引导基金和风投基金作用，
继续抓好资本运营，形成多层次资本市场进

场梯队。加强与上交所、深交所、全国股转
系统、山东证监局的战略合作，今后五年，
每年都有新的上市公司出现。谋划好上市公
司产业园建设，推动上市公司扎根开发区做
大做强。更加注重品牌建设。加强引导扶
持，打造更多制造业“金名片”，提升企业
竞争力。

聚焦打造城市品质示范区

烟台开发区提出“国际视野、世界标
准、国内领先、烟台特色”的城市建设理
念，用国际视野、世界标准来谋划基础设施
建设，努力做到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2018年，烟台开发区将稳步推进东区综合改
造提升，坚持高标准、高层次、高水平，启
动实施西部新港城产业规划和城市规划，加
快推进西部新港城开发。加快重大基础设施
工程建设，不遗余力配合推进空港、海港
“双港”建设以及环渤海高铁、大莱龙铁路
扩能改造等；加快推进潮水区片城市公共服
务设施、道路管网、绿地水系、水电气暖等
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建设好八角区片，引进
建设哈工程研究生院等更多高等院所；把滨
海西路建设作为城建一号工程，全力加紧推
进；启动实施柳子河公园改造、新水源、台
北南路等基础设施工程，确保保质保量按时
完成。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持续加强环
保突出问题整治攻坚，坚决打赢环境保护突
出问题综合整治攻坚战。规划实施好山体修
复、植树造林、城市绿化等工程。持之以恒
开展好文明城市提升工程，持续瞄准乱搭乱
建、乱停乱放、马路市场、交通秩序、背街
小巷以及综合体周边管理等群众关心关注的
城市顽疾和薄弱环节狠抓不放。引进层次
高、实力强的一流管理团队，切实提升管理
品质和效率，推动城市环境和文明秩序根本
改善。

咬定青山不放松 快马加鞭新征程

烟台市现代化经济中心建设砥砺前行

△天马广场综合服务体

△荣昌生物房健民博士在实验室做实验

△上汽通用东岳基地整车生产线

现代综合服务体鳞次栉比

“加入‘徒河公社’的‘合伙人计划’，
这一年我们全家人就能吃得放心、过得舒
心！”1月22日，家住济南高新区的贾女士高兴
地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经济社
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理念不断
转变提升，对消费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仅仅满
足于味觉、视觉等基本需求，更注重产品的绿
色、环保、安全、健康，徒河公社应运而生。

听音乐长大的蔬菜

济阳徒河公社健康食材生产供应基地“开
门纳客”已有两个多月，其间，受到济南市民
的广泛好评，这里不仅能提供旅游观光、休闲
采摘和食材配送等服务，还能让游客置身于
“田园一般”的生活环境。这里的养鸡基地不见
拥挤的鸡笼，而是一个个宽大的大棚，里面的小
鸡们可以悠闲地来回奔跑，饿了就吃饲养员送来
的粮食，累了就在棚内特制的架子上休息。

蔬菜大棚内播放着优美的音乐，然而这些
音乐并不是给人听的，而是给蔬菜瓜果们听
的。据了解，这是一种先进的农业种植技
术——— 物理农业，即以电、磁、声、波、场、
纳米等物理手段，为植物生产发育促进因子的
新型农业技术。此外，园区里的黄花、西红
柿、红心火龙果从播种的那一刻起，全程无农
药、无化肥。养鸡场、养猪场内的动物粪便为
这些植物提供最天然的肥料。

每天锻炼身体的猪

“快看，小猪们开始在围栏里跑圈了！”
参观基地的游客正好碰上小猪们的锻炼时间，
原来公社的小猪们与一般养猪场的小猪不同，
吃的是粮食、蔬菜磨成的饲料，每天吃饱后并
不是睡觉，而是需要定时跑圈、活动。

这些小猪居住的猪棚与普通的猪棚不大一
样，除了一个宽敞的大棚外，大棚还安装了一
条跑道，从大棚一头连接到另外一头，小猪跑
一圈的距离大概是300米。

游客们若是在基地玩累了，就在徒河的
“我为猪狂”涮烤餐厅享受最有大自然气息的
美食，品尝到的所有菜品的食材都是徒河公社
自产的。

目前，济阳徒河公社健康食材生产供应基
地的参观和采摘活动仍在继续并接受报名，徒河
公社每周都向大众开放，欢迎大家去田里看看。

所有农产品最终被端上“健康餐桌”

徒河公社始终把打造老百姓的绿色健康餐桌
作为最核心的理念。健康餐桌的概念，是指餐桌
上所有食材、作料全部达到无药残、无变质、无
增色料、无增味剂、无防腐剂、无转基因的标

准，让人们享受真正的、源源不断的健康生活。
为此，徒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济阳建立

了万亩种植园，在商河更是有大规模的黑猪等
养殖基地，为济南市民的健康餐桌打造完整的
生产链。

徒河成为连接健康与市民的桥梁

徒河公社本质上就是一个生产消费联盟，
就是农村特有的生产者和城市特定的消费者自
发组成的集生产、加工、旅游、餐桌消费于一
体的联盟。

而“一”“十”“百”“千”“万”生产消
费联盟的概念，也是他们创立的。是指生产者
每年为每个消费家庭(三口之家)有计划地生产1
头猪、10只鸡、30斤羊肉、20斤牛肉、100斤鸡
蛋、500斤蔬菜、1000个手工馒头，最终服务

10000个家庭。
作为该生产消费联盟(徒河公社)的发起人，

徒河是作为桥梁和纽带一样的存在。其打造的
“一十百千万”生态农庄是城市高端消费者与
农村生产者共同打造的生态庄园，每个城市一
处生态庄园，占地2万亩。

徒河公社成立的初衷

由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人们慢
慢对超市里的高档健康食品产生了怀疑和不信
任，出现了城里人托乡下的亲戚朋友替自己养头
猪，租几分地替自己种点菜、种点粮等现象，形
成了城里人与农户“一对一”的对接模式。

然而“一对一”的生产模式容易产生养殖
产品难贮存，有时候量大不能及时消化，有时
候又出现断顿现象，并很容易产生浪费的现

象。
因此，徒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

人萌生了一种想法，就是将“一对一”的模式
变为“城里人消费群体”与“农村生产者群
体”相结合的“群体对群体”模式，组成一个
生产消费联盟，让省时、省力、省钱、安全、
放心成为现实。

徒河公社的农产品生产链

作为徒河公社这一生产和消费联盟的发起
者，徒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已经有10年的历史，
十年磨一剑，该公司成为绿色、有机食品的真正
践行者。目前拥有三大支柱产业，它们包括：

生态黑猪产业：形成了集徒河黑猪保种、
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

生态旅游：以济南九重天和济北未来农业

博览园为基础，构建集生产、观光、科普、休
闲、体验、环境保护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
旅游基地；

徒河公社：是集健康农产品种植、健康肉
禽蛋养殖加工、餐桌副产品生产、亲子互动体
验、餐桌食材配送于一体的，并且真正解决了
食品安全问题和自发形成的群众组织。

徒河公社的自律精神

徒河公社的宗旨：生产者生产，消费者监
督，消费者是公社的主人，让社员餐桌健康起
来。

三大纪律：坚持所有食材全部自产；坚持
生产过程手机监控；坚持成本透明，价格公允。

八项注意：不以次充好，不缺斤少两；不
过度加工，不过度包装；不用添加剂，不追求
暴利；不欺骗社员，不满意退社。

徒河公社的管理体系

生产监督：每一个生产加工部门都安装有摄
像头，生产管理者和消费者都能24小时监督生产
加工过程，实现阳光生产。

消费定制：每周日晚、周三晚，消费者利用
手机网络进行线上定制，生产基地当晚配货。

配送管理：每个片区安置一处指定提货
点，周一、周四夜间配送到指定提货点，第二
天早晨消费者自提，每户两个专用配送箱循环
使用，对于年老多病和没有时间的消费者，物
业帮助配送。

价格体系：所有产品价格均由民主选举的
社员代表开会确定，经营账目彻底公开。

电影传播品牌文化

2016年，由徒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斥巨资
投拍的电影《我为猪狂》在央视电影频道播出
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电影频道应
广大观众要求，多次重播了这部电影。

2018年，公司将要投拍《我为猪狂》的续
集《我为吃狂》(暂名)。这部电影是根据生活中
的真实故事创作而成。主人公的原型是山东省
著名的农民企业家张训照。他饲养的徒骇河黑
猪，远近闻名。以他为原型创作的电影《我为
猪狂》曾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在社会
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这部《我为吃
狂》(暂名)延续了《我为猪狂》里面的人物和故
事脉络。反映的是主人公张云涛，为了让普通
百姓的生活更有质量、更有尊严，保证餐桌上
的安全，舌尖上的美味，决定开一家以徒骇河
猪肉为主要食材的连锁主题餐厅的故事。现在
徒河公司要在社会上海选部分群众演员，想要
圆演员梦的朋友，欢迎踊跃参与报名。

“徒河食品”吃着放心
打造绿色健康餐桌，电影传播品牌文化

2018年，公司将要投拍《我为猪狂》的续集《我为吃狂》

参与电影《我为吃狂》海选的“小演员”

目前电影续集的演员海选活动正在济南高新会展中心进行

活动现场吸引众多“徒河社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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