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波澜壮阔的昂首奋进，有力地证明
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1978年以来，尤其是1984年烟台被确定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
市后，烟台一直站在对外开放的最前沿。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

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烟台历届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干部群
众，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节拍，推动了40年沧桑巨变，谱写出以开放
促改革促发展的壮丽史诗。从1978年GDP仅为25 . 77亿元，到2017年的
7338 . 95亿元，现在的烟台用1天多时间创造的财富就等于1978年全年。

向历史致敬，为未来壮行。改革开放，前路正长。踏着改革开放

鼓点款款而来的烟台，如今又站上了大发展的新起点。以走在前列为
目标定位，以改革开放创新为动力，全力建设制造业强市、海洋经济
大市、宜业宜居宜游城市，全力打造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国际滨海城
市，烟台正努力开拓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
释放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9月7—8日，第二届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会
议上，烟台生物医药高科技产业园、放射性药物
核素研发生产等29个项目集中签约。

引进项目，烟台从来不玩虚的。去年9月
16—17日，烟台举办的首届医药创新与发展国际
会议上，宁远药业等14个项目签约。欧洲科学院
罗恩·巴比克院士专程来烟台与荣昌生物签约设
立院士工作站，并促成业达国际生物医药创新孵
化中心与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石药集团GSP物流项目已经开工，中乌干细
胞转化研究中心已挂牌运营；宁远药业新特药项
目于今年3月投产。招远市以宁远药业为基础，
规划了招远生物医药产业园，“第二黄金产业”
正在快速崛起……

制造业是烟台强市的基石，涌现出以万华、

中集来福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制造业强企，
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烟台市大力实施制
造业强市战略，加快推动由制造向智造、由大市
向强市迈进。在去年印发的《关于实施制造业强
市战略的意见（试行）》中提出，到2020年，烟
台要形成7个千亿级主导产业。

医药健康产业，就是要跨越千亿大关的七大
产业之一。2017年，烟台全市医药健康产业实现
总收入735 . 18亿元，为实现千亿目标，产业必须
保持每年15%左右的增长率。要实现增长目标，
必须扭住项目不放松，把抓发展的注意力落实到
项目上。烟台市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办会
展、搞对接、抓落实，一大批医药健康产业的优
质项目和顶尖人才纷至沓来。

建设制造业强市，就是充分发挥烟台“因工

而强”和民族工业发祥地的优势，坚持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通过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引领，名企、名品、名产、名店支撑，促
进优势产业做大做强、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传统
产业充满生机，推动制造业由制造向智造、由大
到强转变，实现制造业全省领先、全国一流、全
球知名。到2022年，全市规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超过1 . 9万亿元。

烟台市出台一系列政策和奖补措施，为制
造业创新发展注入活力。笔者从烟台市政府办
公室了解到，近期该部门对1—6月份《政府工
作报告》重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调度督查。
在聚焦创新驱动发展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中提
到，向6 6户企业兑现了制造业强市奖补资金
1 . 67亿元。

8月28日，第23届北海国际油气展览会(ONS)
期间，中集来福士与西门子在挪威斯塔万格续签
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尝试新的商业模式，包括
作为联合体进行投标，开拓新产业等；同时，以
工业4 . 0为依托，探讨智能化转型和智能制造。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续签，将扩大双方合作范
围，增强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力，标志着双方合作
再上一个新高度。

中集来福士作为国内领先的海洋工程企业，
在过去10余年里深耕深水钻井平台，拥有了站在
全球海工行业第一梯队的能力。根据本次协议，
中集来福士和西门子将共同开发新商机，互为首
选供应商，在模块制造、海上风电安装、发电
船、海水净化、FLNG、FSRU等领域展开合
作；；双方探索作为联合体共同投标，共同为新项

目寻找新融资模式等。
蓝色海洋，是烟台的优势所在、潜力所在、

未来所在。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面对新征程
的目标要求，烟台提出充分发挥海域面积大、海
岛多、海岸岛岸线长的优势，做好经略海洋文
章，建设“海洋经济大市”的城市目标。

笔者从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烟台海
洋产业门类齐全，拥有国家确定的12个主要海洋
产业类别里面的所有产业。2017年烟台市海洋生
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增速达到10%，占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 (GDP)的27%以上。以海洋生物医
药、海洋化工、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矿产、海洋
电力等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发展，实现产值
213 . 1亿元，增长12%。烟台拥有中科院烟台海岸
带研究所、海军航空大学等9家涉海高校院所落

户烟台，中集海工院、杰瑞研究院等省级以上海
洋创新平台81个，一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海
洋科技成果在烟台诞生。

当前烟台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和科技兴海战
略，加快海洋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构建了具有区
域特色的海洋产业体系，扎实推进海洋生态文明
建设，不断提升海洋综合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能
力。市海洋与渔业局明确提出，加快推动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在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现代
化港口建设、生态环境等三个方面谋突破。

烟台市实施最严格的生态红线制度，划定生
态红线区总面积4945平方公里，占管辖海域面积
的40 . 2%，高于全省0 . 2个百分点；全市省级以上
海洋与渔业保护区32个，数量居全省第一，保护
面积2600平方公里，占全市管辖海域面积1/5。

9月19日，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烟台市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探索新常
态下促进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路径，推动烟
台率先突破、走在前列，巩固提升核心地
位，打造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规划期
限为2018年至2022年，展望到2028年。

《规划》要求积极构建“一核引领、三
带协同、六点突破”的全域新旧动能转换总
体格局，推动全市各类区域创新、协同、可
持续发展，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
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打造全省
“综试区”建设率先突破的强力引擎。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创新是第一动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项目是坚实支撑。“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是推动烟台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选择。”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说，
“要进一步明确主攻方向，大力培育新兴产
业、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推动制
造业转型升级。”

眼下，烟台正对接全省“十强”产业，
结合自身基础和优势，重点发展现代海洋、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高端化工、医养健
康、文化旅游、现代物流、高效农业等八大
产业，培育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努力打造新
旧动能转换“三核驱动”的“烟台效应”。

“是否，你愿意在这里，陪我拥一世
的山海情怀？”一封烟台写给博士的“情
书”，情真意切，令人动容。6月2—4日，
烟台市面向全国选聘急需紧缺专业博士面
谈交流工作顺利进行，61名博士参加面谈
交流，角逐 1 0个挂职“科技副县长”职
位。在烟台的3天时间里，烟台精心服务全
面关怀的理念，爱才敬才惜才的情怀获得
博士们一致点赞。

烟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
意见》，围绕人才引进制定30条政策，提出
把烟台打造成“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创
新发展新高地，谋求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
目前，烟台聚集了各类人才170多万人，高层
次人才8万人。其中，院士3人，柔性引进院
士62人，“万人计划”专家21人。

随着各类人才的涌入，烟台已经拥有
山东半岛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济青烟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以及国家级核电产
业技术创新平台等一批创新载体，“丝绸之
路”高科技园区联盟、中俄国际技术转移中
心等一批创新平台。全市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达 9家，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3
家，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9家，省级
以上企业重点实验室18家。

7月24日，烟台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
办公室下发文件指出，为加大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
放权力度，更好保障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市政府职能办组织市
直各部门对本部门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梳
理审核，共确定市级“一次办好”事项1701项，形
成《烟台市政务服务事项“一次办好”事项清
单》，实现市级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一次办好”
全覆盖。由此，烟台也实现在全省率先进行市县同
步公布“一次办好”事项清单工作。

近日，永旺梦乐城烟台金沙滩购物中心盛大开
业。永旺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大矢宪和通过翻译告诉
笔者：“这样的审批速度、服务模式大大超出了我
们的预期！”

针对永旺梦乐城开业的急切需求，烟台开发区
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会同市场监管局、卫生计
生局等窗口部门多次上门服务、现场踏勘，帮助
223个进驻商户集中办理企业登记设立、食品经营
许可证等10余项审批。

工作人员向笔者介绍：“区级以上重点建设项
目、纳入全区年度开工建设计划的重点项目、固定
资产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招商引资项目等，统统进
入‘优质客户’大名单，享受个性化定制服务、保
姆式全程代办。”

前所未有的服务提速，得益于烟台刀刃向内的

“效能改革”。削权减证、流程再造、精准监管、
体制创新、规范用权“五大行动”的攻坚克难，让
烟台交出一份喜人的答卷：与全国先进城市相比，
市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了申报材料数最少、办理时
限最短；市县两级“零跑腿”和“只跑一次”事项
占比超过80%以上，数量之多居全国一流；投资建
设项目实行并联审批，审批时限“全国最短”。

因业务需要，中国明石投资管理集团的陈新生
给企业代办注册了10余家新公司，对政务服务效率
深有感触:“以前走完提交材料、返回修改、拿到
执照流程，一般需半个月时间。现在只要材料齐全
没有差错，当天就能拿到执照。”从“跑半个月”
到“当天办结”，行政审批的“高效率”，折射出
烟台优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

8月6日上午，烟台市召开“双招双引”工作推
进大会，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
手，把招才引智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支撑，
聚焦八大主导产业和三类500强企业。会议再次强
调，环境是最好的竞争力。要围绕打造资本和人
才集聚的良好环境，坚持从制约发展最突出、释
放活力最有效的环节抓起，突出制度创新这个根
本，持续优化政务环境，推动政务服务在理念、
制度、作风等方面实现全方位深层次变革，真正
叫响“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
优”的品牌。

“远处看，近处瞧，我村就是八仙聚会的桃花岛。沥青大
道通村外，硬化的街道环村绕……”傍晚6点半，王美玲和她的
姐妹们准时出现在村委大院，排练着自己编写的顺口溜。王美玲
所在的村，位于烟台开发区潮水镇的马家沟。这里出门是滨河公
园，进家是生态庭院，村后是酒庄葡萄园，村前是有机果蔬，宜
业、宜居、宜游，可谓世外桃源。数据显示，2017年，该村接待
中外游客3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0多万元。

15年时间，在马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继业的带
领下，曾经的穷山沟经过从乱到治、从治到富、从富到美的淬
炼，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生态美的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发展高度重视、寄予厚望，把打造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重任交给山东。突出烟台特色、形成烟台亮
点，努力谱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的烟台篇章，是烟台的重大
历史任务。

8月13日，市委、市政府印发《烟台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和5个工作方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烟台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作出总体设计和阶段谋划，明确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2022年召开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的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工
作重点、政策措施、推进机制，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计划、重
大行动，确保乡村振兴战略扎实推进。该规划是全市各级各部
门编制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的重要依据，是有序推进乡村振兴
的指导性文件。

8月27日，星期一。双肩包里装着“大江”最新款无人机，
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王少刚一大早就赶到栖霞

市杨础镇西范家村那片105亩“宽行密株”的苹果园。他的同
事，法学与艺术设计双学位硕士乔子麒也准点在观里镇蒋家庄
村“打卡上班”。

作为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园区苹果新基地的项目经理，王
少刚、乔子麒是“中国苹果之都”栖霞第一代职业果农，受过
高等教育，懂技术会管理，在市里的项目公司领工资。“无人
机抓取、收集果苗生长相关数据，通过云端传输到市里的大数
据中心，九次方公司分析、处理后，再反馈到我们手机上的
APP里……”王少刚一边熟练操控着无人机，一边扭头冲
笔者说。

九次方、亿冠林、嘉博文等一大批农业高科技公司
竞相抢滩，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
农业新旧动能转换，栖霞在下一盘大棋。农业部专
家认为，一二三产业创新融合，栖霞苹果将催生
出千亿级产业链。“更重要的是，栖霞模式，大
目标是要解决未来中国谁来种地的问题。”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底线任务和刚性指标。烟台各级各
部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视察烟
台重要讲话精神为动力，着力把环境
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
展优势，推动烟台乡村振兴和脱贫攻
坚走在前列。

到2020年打造7个千亿级产业 向海图强 烟台壮大海洋经济

担当全省新旧动能转换主引擎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助力“双招双引” 谱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中的烟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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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烟台国际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中心
⑦仙境海岸，鲜美烟台
⑧远眺烟台山
⑨福山区张格庄镇，菜农在大棚里为西红柿进行吊蔓管理
⑩长岛海上蓝色牧场
┩刀道即将出口美国的烟台苹果正在经过自动化苹果清洗机
┩刀盗蓬莱八仙过海景区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⑥⑥

⑦⑦

⑧⑧

⑨⑨

⑩⑩

┩┩刀刀道道

┩┩刀刀盗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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