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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3日，青岛市科技局透露，

一季度青岛专利实现“开门红”，在国内发明专利
申请、发明专利授权、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项关
键数据上均位列全省首位。据统计，2018年1至3
月，青岛专利申请17696件，专利授权7678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6302件，同比增长138 . 98%，发
明专利授权1494件，同比增长26 . 72%。截至3月
底，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22714件，是省内唯
一超过20000件的地市。

根据统计，今年一季度青岛这三项数据申请量
大约是去年全年的28%，授权量也超过去年全年的1
/4，显现出各区市对发明创造的重视程度和企业等
创新主体的发明积极性。今后青岛将坚持“数量布
局、质量取胜”理念，以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创建和
运营服务体系重点城市建设为契机，进一步突出企
业、高校院所的创新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创造质
量、聚焦高价值专利培育，服务于青岛经济社会发
展和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

□记者 张晓帆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7日，总投资2600万元的李

沧文化公园改造工程正式完工。本次改造于去年10
月开工，改造内容包括原有广场更新为透水铺装，
增设雨水草沟、生物滞留设施等海绵措施，实施山
体生态修复，增设人文景观等。

据悉，作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区，2018年李沧
区公园绿地海绵改造项目共计20个，围绕“治山、
治水、治园、治路”四大类开展，实施城市塑造上
的“山水圆圈”工程，打造山水相依、生态相连、文
脉相融的城市新形态，让城市更富有生机，成为一
座“会呼吸的城市”。预计明年4月份全部完工。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招婷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9日，“山海茶飘香 醉享

王哥庄”2018崂山茶文化节在崂山茶文化博物馆启
动，王哥庄街道发布首款文创产品——— 王哥庄手
绘旅游地图，21家龙头茶企进行“一席一品”展
示、评选并颁发出“崂山茶十大茶匠”和“崂山
茶文化展示奖”。

茶文化节期间还将举行“幸福茶农”茶文化体
验、茶主题采风及摄影大赛、品舌尖上的茶宴、“茶
香万里”展示长廊、品茶大会、茶艺表演等活动。通
过名优评选、专家和市民品鉴等形式，着力传承崂
山茶文化，提升崂山茶品质，突出崂山茶品味，通过
发挥三产融合发展的相加相乘效应，实现“六次产
业化”，进一步提升崂山茶品牌的核心价值。

广告

青岛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突破2万件

李沧公园绿地海绵

改造完工

崂山茶文化节启幕

□ 本报记者 肖芳

5月16日下午，当一场大雨突袭岛城，
“海绵城市理念进机关、进社区、进企业、进
校园”正在青岛沧口学校宣布启动。“透水砖
颗粒比较粗，水倒上去很快就下漏了！”小学
生们现场参与实验后，得出了结论。就在教室
之外，沧口学校按海绵城市理念改造后的节水
型地面，则经受住了大雨的考验，雨水通过透
水砖、透水地坪迅速下渗，没有在地表堆积成
泊。

青岛沧口学校是青岛市推广海绵城市建设
的试点区域之一。青岛市城乡建设委员会透
露，自2016年入选第二批全国海绵城市建设试
点城市以来，青岛已累计完成海绵城市建设面
积约82平方公里。

缺水呼唤“海绵”建设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
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
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对于
青岛来说，推广“海绵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市城乡建设委海绵城市建设推进处负责人
辛克刚说，由于受到自然条件、传统开发模式
影响，目前青岛也存在由城市开发引起的城市
水问题：水资源方面存在水资源总量不足、对
外部客水依赖性大、水资源挖潜难度大问题；
水生态方面存在水生态功能脆弱、河湖生态岸
线薄弱、海（咸）水倒灌入侵问题；水环境方
面部分河道水体有黑臭问题；存在局部积水内
涝等问题。通过建设海绵城市，运用“渗、
滞、蓄、净、用、排”措施，可以在很大程度
上缓解或解决这些问题。

数据显示，青岛是全国最严重的缺水城市
之一，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290 . 2立方
米，为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3%。青岛城
区年均可利用雨水资源量就达10亿立方米，具

有巨大的开发潜力。
2016年，青岛成功入选第二批全国海绵城

市建设试点城市。当年4月，青岛发布实施
《青岛市海绵城市专项规划(2016-2030年)》，
提出75%径流控制目标，到2020年25%建成区面
积达到海绵城市标准，到2030年80%建成区面
积达到海绵城市标准。

老城区试点添加“海绵体”

根据规划，青岛海绵城市试点区位于李沧
区西北部老城区，分为楼山河、大村河、板桥
坊河3个流域，面积25 . 24平方公里，共182个试
点项目，其中政府投资项目110个，PPP项目72
个，总投资约48 . 8亿元。截至今年4月，试点
项目累计完工91项，布设监测终端200余台，
完成PPP项目招标以及合同签订等工作，累计
下达中央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计划10亿元。

其中，青岛沧口学校通过增加节水型地
面，设置下沉式绿地、植草沟，增加雨水收集
设施等举措，有效蓄存通过海绵设施净化后的
雨水，为学校用水提供补给。沧口学校实施海

绵改造后，达到年径流总量控制率76%，径流
污染总控制率66 . 2%，满足海绵城市建设指标
要求。

专家认为，与其他试点城市相比，青岛的
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老城区占比较高、实施
难度大，示范意义更为突出，示范项目涵盖建
筑小区、河道水系、公园绿地、城市道路、排
水管网等类型，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辛克刚认为，相对新城区，老旧城区确实
面临空间条件有限、改造难度大等问题。但相
比建设大型地下调蓄池、大规模改造雨水管线
等方案，多添置一些“海绵体”反而更可行。
设计建设过程中，既有的老旧建筑可通过雨水
管断接技术，利用社区内部的花坛、绿地等空
间布置雨水花园、下沉式绿地进行雨水的滞
留、净化，有效降低城市径流量和径流污染，
减少内涝发生和水体污染风险。

因地制宜建“海绵”

“海绵城市是指导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一个理念，不是具体的工程项目，重在城市

开发建设、更新改造中落实理念。”辛克刚表

示，“海绵城市理念进机关、进社区、进企

业、进校园”活动，目的就是在广大市民中间

普及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当然，海绵城市建设也不能搞“一刀

切”，应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辛克刚表示，

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青岛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

中，针对土地条件、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等影

响因素进行分析，优先采用“净、蓄、滞”措

施；合理选用“渗、排”措施；优化“用”措

施的策略，加强雨水的收纳、利用和净化，解

决城市水环境、水生态、水安全、水资源方面

的问题，实现城市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

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针对城市建设过程中落实海绵城市要求问

题，青岛市总体上把握两个原则：新区建设按

照目标导向，按有关规划确定的海绵建设指标

要求进行设计和建设；老城区按照问题导向，

结合城市建设改造，在项目中采用下凹式绿

地、透水铺装、雨水花园、调蓄池等海绵城市

建设措施。

青岛累计完成海绵城市建设约82平方公里

城市变“海绵” 与水交朋友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两折看大戏

购买红色经典现代京剧展演季演出票，家
门口看《清贫之方志敏》等现代京剧，办理青
岛演艺集团推出的“青演卡”，最低两折。

三部大戏，六场演出，青岛演艺集团京剧
院将于“七一”建党节期间推出红色经典现代
京剧展演季，于6月23日—7月1日分别在四方
剧院、李沧剧院上演现代京剧《清贫之方志
敏》《沙家浜》《红灯记》，唱响“传承红色
记忆，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唱响时
代强音”主题。

手持“青演卡”，两折看大戏，始于今年
2月5日。青岛演艺集团面向青岛地区发行青岛
文化惠民演出消费卡，让市民“花小钱看大
戏”，增强市民观演粘度，引导市民走进剧
场，欣赏高水平艺术精品，从而培育市民积极
的文化消费理念，营造健康向上的演艺生态环
境。

“青演卡”是青岛演艺集团联合中国工商
银行青岛市分行面向青岛地区限量发行的实名
制文化惠民演出消费联名卡。市民花费100元

办理“青演卡”，即可额外获得400元的补贴
额度。

持“青演卡”可在青岛市人民会堂、李沧
剧院、四方剧院、梦幻剧场、青话小剧场用卡
内消费额度购买青岛演艺集团指定文化惠民演
出票，包括青岛演艺集团旗下市京剧院、市歌
舞剧院、市话剧院全年近300场高水平的文化
惠民演出及青岛演艺集团引进的国内外优秀文
艺精品，门类包括京剧、歌舞、话剧、儿童
剧、音乐会、曲艺、地方戏曲等。

目前该卡已发行2 . 6万张，抢到“青演
卡”的岛城市民可持此卡优惠看演出。

上座率直线上升

今年春节期间演出的儿童剧《青蛙王
子》，是“青演卡”正式发行后用于购买演出
的第一部戏，演出现场也因“青演卡”而更加
火热。六场演出，几乎座无虚席。

为自己和家人办理了两张“青演卡”的市
民邵辉说：“现在已经感觉不够用了，话剧、
舞蹈和戏曲，能看的演出太多了，还得再追加
两张。希望‘青演卡’的发放能持续下去，让
更多的人享受文化福利。”

市民李娜全家都是话剧爱好者，直呼“这

种优惠实在是太划算了”。李娜算了一笔账，
如果按照每场票价80元计算，可以买6场儿童
剧演出的门票，个人消费每场门票仅需16元，
卡里剩下的余额添上4元钱还能看两场成人话
剧演出。“我也发动身边的朋友来购卡，希望
明年还能继续推广这么惠民的文化项目。”

“发行惠民卡是为了让更多市民走进剧
场，了解本土专业文艺团体的创作、演出实
力。”青岛演艺集团党委书记姜乃鹏说：“从
前政府为各个院团发放固定的补助，用于扶持
创作，现在把这笔补助直接拿来补贴观众，也
就是把原先企业获得的‘暗补’变为市民看得
见的‘明补’。等消费者养成相对固定的观演
习惯之后，就会有更多机会实现与文艺生产者
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使后者的创作有的放矢。
此举正是对文化供给侧改革的一次深入实践和
探索。”

这项探索带来的直接变化是赠票的减少以
及上座率的直线上升。青岛市京剧院创演的儿
童京剧《大闹天宫》之前在四方剧院的上座
率，算上赠票平均不足五成，“青演卡”发售
后，上座率攀升到了八九成。

供给要叫好又叫座

“青演卡”让岛城市民“花小钱看大
戏”，文化消费新模式背后，则是供给模式的
转变。

青岛演艺集团董事长黄港认为，观众的主
动权倒逼文艺院团转变了观念，不再闭门造
车，开始有意识地按照市场需求生产观众喜闻
乐见的产品。

黄港说，伴随着“青演卡”的发行，观演
剧目的选择权交给了观众和市场，从而激励国
有文艺院团主动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
院团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建立文化
产业现代营销体系，提高自身造血能力，并以
市场为导向创作剧目，不断推出叫好又叫座的
艺术精品来满足市场需求。

“‘青演卡’推出以后，我们与国家京
剧院合作上演的7场贺岁京剧以及儿童京剧
《大闹天宫》票房相继告捷，为院团明确了
新方向——— 细分市场，为不同的观众量身定
制创演内容。”青岛市京剧院副院长白洁
说。

据统计，今年以来，青岛演艺集团旗下文
艺院团和剧场累计已完成演出191场（其中惠
民演出78场），这一数字已接近其去年全年惠
民院线的演出场次。今年内，青岛演艺集团预
计还将为市民奉上近500场各类精彩演出。

手持“青演卡”，两折看大戏
文化惠民之变催生演艺供给升级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5月17日，青岛市市南区文化新闻

出版局组织的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
动在青岛天山小学举行，开展了“品
国粹经典 育家国情怀”京剧专场演
出，华韵京剧社的京剧演员彩妆扮
相，为师生演唱了《卖水》《报花
灯》《霸王别姬》等经典京剧唱段。

京剧演出进校园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8日，青岛市民政局透露，

2008年至2017年十年来青岛市登记结婚总数接近68
万对,登记离婚总数超过17万对。自2011年以来，青
岛市结婚登记数量在逐渐下降，而离婚登记数量则
处于上升趋势，2017年比2008年猛增1倍多。

与结婚登记数量逐年下降相对应的是，现在年
轻男女结婚时间越来越晚，有不少80后甚至70后还
单着。青岛市平均结婚年龄已远远高于法定晚婚年
龄的门槛。2017年青岛市初婚平均结婚年龄28 . 3
岁，其中,男性为28 . 2岁、女性为28 . 4岁。以市北区
为例，其2017年总平均结婚年龄为33 . 6岁，其中男
性34 . 6岁，女性32 . 6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是30 . 1
岁，其中男性29 . 8岁，女性30 . 4岁。

青岛婚姻登记数量

连续6年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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