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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2日，由中宣部、国务院国

资委指导，中国外文局在北京发布的《中国企业海
外形象调查报告》显示，华为海信位居榜单前两
位，OPPO和阿里巴巴分列三、四名，其中海信还
荣获中国家电行业“最佳海外形象”第一名。

该权威报告已连续发布五届，涉及163家中国
企业，覆盖金融、能源、家电等15个行业，通过
“责任、可信、成功、公平”四个维度加权计算，
得出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的综合得分，并据此发布
了“中国企业海外形象20强”榜单。

其中，海信集团以122 . 46分位居20强榜单第
二位，并在分行业榜单中荣膺中国家电行业“最佳
海外形象”第一名。此前，海信已连续五年入选
“外国人最熟悉的十大中国品牌”之列，在WPP
和凯度华通明略联合Google发布的《中国出海品牌
50强报告》中，海信位居十强之列。

海信近年来在海外坚决瞄准高端、坚持推广自
主品牌，通过连续赞助欧洲杯和世界杯等顶级赛事
提升国际熟知度，通过品牌收购、渠道建设，布局
全球，国际化进程持续加速，为讲好中国品牌故事
提供了样板。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苏晓斐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传承百年历史，大鲍岛商圈曾在

青岛地方经济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2月
12日，市北区即墨路街道大鲍岛商圈启动仪式举
行。

据悉，大鲍岛商圈将以干海产品销售为中心，
构建集旅游、购物、地域小吃、宾馆、民宿等为一
体的青岛文化特色综合商业圈，以“3+3”建设理
念，以市场一路、市场三路、馆陶路、招远路3公
里合围街巷为中心，向外辐射3公顷“居住+商业+
旅游”的聚集区域，实现商圈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
效应。

□记者 李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2月14日，证监会一次核准了3家

公司IPO申请，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港”）将实现从H股回归A股。

青岛港于2013年11月15日成立，并于2014年6
月 6 日 在 香 港 联 交 所 主 板 挂 牌 上市。 青 岛 港
（06198 .HK）是青岛港的主要经营者，在青岛港
的业务涵盖四个港区，即大港港区、前湾港区、黄
岛油港区和董家口港区，能够停泊世界最大的集装
箱船、铁矿石船及油轮。公司装卸效率一直全球领
先，集装箱装卸效率、铁矿石单机接卸效率世界第
一。上市公司净利润位居全国上市港口第二位。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孙晓东 报道
本报平度讯 12月11日，平度市与意大利航空

航天企业协会在平度市政府招待所举行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签约仪式，总投资约1亿元人民币的“曼尼
旋翼机智造项目”落户平度市旧店镇。

“此次与意大利航空航天企业协会及曼尼公司
签约，将为平度航空航天和临空产业链条延伸、膨
胀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平度市政府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预计在2019年年底投产，共有两条生产线，
每条生产线年产能为50架，年总产能是100架，最
快有望在2020年生产出首架旋翼机。

□ 本 报 记 者 张忠德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王暖国

退池还海

11月6日，琅琊镇陈家贡村完成村庄整体
搬迁工作，仅用28天时间，村民实现全部签
约并完成房屋拆除。陈家贡村党支部书记李
德新说：“我们村沿海滩涂资源丰富，村民
主要以海洋捕捞和养殖为生。蓝湾整治后，
养殖池拆除，海湾的生态环境好了，对居住
环境的要求也更高了，这也是我们村搬迁如
此顺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几年来，琅琊镇先后进行了5次海湾整
治，涉及沿海17个村，共拆除海水育苗大棚
117万平方米，岩礁池2462亩，虾池及改造养
参池2413亩，全镇共清理海岸线13 . 5公里。

“为保证蓝湾整治效果，我们镇组建了
29人的海洋资源保护队和140人的村级巡查
队，结合无人机定位和‘天眼’监控系统，对辖
区内海岸线实行全天候、无死角巡查，实现新
增违法建筑随时发现、随时制止、随时拆除。截
至目前，共拆除违法建筑18处9800余平方
米。”琅琊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琅琊镇已形成全社会参与蓝色海
湾长效监管合力，并对清点拆除区域进行植
被绿化、修建慢道等工程建设，实现了水
清、滩净、岸绿、湾美、岛丽的自然生态，
力争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最美海岸线。

产业强海

生态变好了，“蓝色海湾整治行动”却
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琅琊镇原有渔业养殖
模式的发展，“不破旧何以立新”，这是琅
琊镇的解决之道，途径就是推动海洋产业向
“蓝高新”发展。

截至目前，琅琊镇已建起1 . 5万亩优良海
洋生态渔业基地，带动了15个渔业村产业转
型，实现经济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2018年
预计实现渔业总产值24 . 78亿元，渔业总产量
30160吨，初步形成了集捕捞、养殖、育苗、
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海洋产业化体系。

细数琅琊镇渔业产业的“高新”之处，
不断增强企业的科技含量，无疑是最亮眼的
特点，青岛瑞滋海珍品发展有限公司就是其
中的佼佼者。

“我们公司投资建设了全国首家海参水
族实验室和海参检测实验室，能自主进行海
参良种培育、杂交、新品种开发，还是北方
地区规模最大的海参标准生产示范基地，参
与承担了国家863、星火计划等试验项目。”
该公司总经理范瑞用介绍，“2018年公司联
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共同

培育的刺参‘参优一号’新品种，获农业农
村部水产新品种证书。”

截至目前，琅琊镇建有3家省级水产养殖
院士专家工作站、2个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
范场、2家省级良种育苗繁育科技示范基地、
9家青岛市级无公害水产品生产基地。

文化蕴海

琅琊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
洋的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海洋观”。

蓝色海湾整治行动中，关于如何绿色开
发海洋资源的思考一直萦绕在琅琊人心头。
为充分利用整治后的沿海资源，琅琊镇积极
开拓观光、潜水、垂钓等海上旅游项目，建
设综合性的海上休闲旅游观光平台，依托4A
级琅琊台风景名胜区、斋堂岛、龙湾等丰富

的旅游资源和琅琊度假海岸项目辐射带动，
以琅琊湾、李家湾、杨家湾、贡口湾等海岸
线为重点，大力发展滨海旅游。

在台西头村、台东头村及斋堂岛村建成8
家具有滨海特色的农家乐、渔家乐，打造高
水准、精品化的民宿旅游品牌。目前，全镇
已建设特色民宿30多家，日接待游客1000余
人次，人均增收8000—10000元。

同时，传承民俗文化，发展节庆旅游。
琅琊镇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为掌握好第一
手资料，琅琊镇成立琅琊文化研究院，在全
镇范围内组织开展民俗文化大普查，建立民
俗文化资料库。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琅
琊祭海”为代表，今年，第56届“琅琊祭
海”成功吸引了7万多游客前来观赏，成为西
海岸新区乃至青岛地区一个覆盖广、影响
大、受欢迎程度高的民俗文化活动。

□ 本 报 记 者 白 晓 宋 弢
本报通讯员 张绪霞 招婷婷

好口碑带火王哥庄大馒头

12月14日上午，位于崂山区王哥庄街道
二月二农场的馒头坊里，热气腾腾，一个个
铁锅蒸制的大馒头新鲜出炉，麦香味扑鼻。

未进腊月门儿，王哥庄大馒头生产企业
已提前进入“忙年”状态。二月二农场副总经理
李国良介绍，现在已经开始准备春节订单了，
一天能产1800斤到2000斤馒头，进入腊月产量
还要翻倍。

二月二农场的馒头坊占地近2000平方
米，目前是省内最大的铁锅蒸馒头生产企
业，经过近10年的努力，已经在国内外形成
了稳定的“客户圈”。在今年6月份举办的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上，二月二农场生产的王哥
庄大馒头成为指定供应商，并被评为“食品
安全保障企业”。

“今年因为‘上合专供’的口碑吸引了很多
新客户，经常会有京沪广的客户来考察询价。
为了更好地储藏大馒头，我们今年专门引进了
包装设备，每一个馒头都实现了独立包装，既
保留了造型，又实现了长时间储藏。”李国良
说，“预计今年的订单要增长三成多，后期我们
还会加派人手，要一直忙到除夕前。”

据了解，除了二月二农场之外，王哥庄
街道的久香园、阿明、鼎盛香等大馒头制作
商户，都因优质的产品和市场口碑获得客户
的青睐，订单普遍增加。

传统工艺与创新融合

醇香的大馒头背后，是“专供面粉+崂山
水+手工揉+铁锅蒸+木柴烧”的传统工艺以及

老师傅们对匠心的坚持。
57岁的面点师李秀花已经蒸了10多年的

大馒头，对她来说难的不是花样，而是十几
年如一日对传统工艺的坚守。“大馒头看起
来简单，制作起来却有严格的要求，压面、
揉面、成形、发酵、上锅蒸制等前后环节多
达十几个，每一个环节都要靠经验和技巧掌
握好火候，特别是最关键的二次发酵，要1个
小时的时间。”李秀花说。

如今像李秀花这样的面点师每月收入能
拿到4000多元，看着亲手蒸出来的大馒头越
卖越火，她虽然辛苦却甘之如饴。

近几年，王哥庄大馒头与时俱进，面点
师们通过融入传统民俗文化和时尚元素，让
大馒头成了“内涵”与“颜值”兼备的“网
红”。像李秀花这样的老师傅能制作30—40
种花样。其中，福禄寿喜、十二生肖系列大
馒头广受欢迎。

叫响品牌做大产业

作为青岛特产的代表之一，王哥庄大馒
头产业越做越大，离不开政府扶持。

王哥庄大馒头制作中最重要的是用崂山
水和面，特别是面粉更加体现了政府的用
心。“今年，街道通过面粉企业报名、现场
考察和综合评定，最终确定了具有国家级相
关资质的10家王哥庄大馒头专供面粉企业，
使用专供面粉的馒头商户将享受到政府的补
贴，通过这一举措全面保障大馒头食品安全
的源头关。”王哥庄街道旅游发展科负责人
贾宗忠介绍。除了面粉专供，今年食药监等
部门对王哥庄大馒头采样抽检300余批次，重
点抽检防腐剂添加情况，不仅规范了大馒头
的加工工艺，也为王哥庄大馒头食品安全、
产品品质、产业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品牌要叫响、要做强，保护和发展都是
关键。今年，王哥庄街道加快推进特色产品
的品牌化建设，以特色品牌提高王哥庄的知名
度，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确立了政府统一特产
产品管理主体，成立了“青岛市崂山区山海小
城特色产业服务中心”，设计发布了“崂山王哥
庄”区域公用商标，开设了“崂山王哥庄”特色
产品展馆……一系列举措保障，推动王哥庄大
馒头产业真正成为市场的“放心产业”、百姓的

“致富产业”、区域的“特色产业”。

“对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大白菜，确实带来了很大方便。”12月5日一大早，一
辆满载新鲜大白菜的卡车停在了青岛市李沧区虎山花苑小区门口，居民王芳一口气购买了十几棵大白菜。

据介绍，这是李沧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解决占路销售白菜而探索出的城市管理新路子——— 推出“白菜地
图”，设置临时卖菜点，“请”菜农免费进社区卖菜。当天，“白菜地图”启动，李沧辖区14个临时卖菜点“上岗”为
居民服务。为保证蔬菜质量、方便群众采购，李沧为每个临时销售点编上数字号码，标明具体地址、销售人员电
话、食品监督电话、家庭住址以及承诺书，制成“白菜地图”送到广大社区居民手中。

青岛港获证监会

IPO核准回归A股

“曼尼旋翼机智造项目”

落户平度

海信获中国家电行业

“最佳海外形象”

第一名

大鲍岛商圈

焕发新活力

坚守工艺、打造品牌、做大产业，王哥庄大馒头———

品牌口碑带来订单普增
◆作为青岛特产的代表之一，王哥庄

大馒头凭借坚守工艺和品牌打造，产业越
做越大。特别是今年的“上合口碑”进一
步放大了这一特色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
力。眼下，不少王哥庄大馒头的生产商户
订单普增，将迎来一个“旺年”。

西海岸新区琅琊镇生态护海同时推动蓝色产业升级———

孕育一片“琅琊蓝”
◆2016年，青岛西海岸新区启动“蓝色

海湾整治行动”，该区282公里的海岸线
中，琅琊镇就有50公里，此外，还有6000亩
岩礁、5000亩滩涂、10万亩浅海宜养水面、
1座岛屿（斋堂岛）和21处渔用码头及6处内
水港湾，海洋资源非常丰富。

正是由于资源丰富，琅琊镇居民“靠海
吃海”，近海养殖业曾是这里的主要产业，
在为民增收的同时，也对海湾生态造成了一
定的破坏。抓住“蓝色海湾整治行动”的契
机，琅琊镇践行“碧水蓝湾也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在破除旧有的传统养殖模式、
实现生态护海的同时，推动海洋渔业向“蓝
高新”迈进，孕育出一片“琅琊蓝”。

李沧区启动

“白菜地图”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许崇琳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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