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4 月 25 日，烟台市政府新
闻办公室在蓬莱区丘山谷举行发布会，介绍
葡萄酒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 2022 年
是烟台市葡萄酒产业链全面实施的第一年，
各项工作有序衔接、全面铺开、成效明显，
全市葡萄酒产业呈现厚积薄发、蓬勃向上的
良好态势。
  烟台是中国现代葡萄酒工业的发祥地，是
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酒城。市委、市政府高瞻
远瞩，出台了《促进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成立了高质
量发展暨国际葡萄酒城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为
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保障。烟台市把葡萄酒作
为全市16 条重点产业链之一，制订了《“链长
制”实施方案和产区建设方案》，以“三大片”
（蓬莱“一带三谷”、开发区国际葡萄酒
城、莱山瀑拉谷）“两大串”（204 户葡萄酒
生产企业、 250 多户配套企业）为关键抓手，

推动葡萄酒产业跨入发展新阶段。
  抓产业先抓产区，抓产区首抓品牌。
2022 年，烟台围绕产区品牌营销，高标准推
出一系列重大活动。与央视合作举办国际葡
萄酒节，《央Young 之城—分享之夜》等话
题阅读量超4 . 2 亿；推出“国际葡萄·葡萄酒
城—烟台”号冠名高铁，横跨京沪、京广等
交通干线，通达北上广深、江浙沪，覆盖中
东部大部分地区，微醺烟台的魅力形象传遍
大江南北。结合张裕创建130 周年，举办中国
葡萄酒技术质量发展大会等主题活动 20 余
场，与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建立联系，成功加入全球葡萄酒旅
游组织，巡展参展13场，获国际知名大奖140
多项，居国内各大产区前列。“烟台葡萄
酒”品牌价值跃升至859 亿元，稳居地理标志
产品葡萄酒类榜首。近日在市区新上葡萄酒
主题灯光秀，沿着海岸线由西向东串联起滨
海广场、渔人码头、迎春大街、养马岛等多

处人气旺盛区域，打造了一条产区形象展示
滨海灯光带，受到市民好评。
  2022 年，全市规上葡萄酒企业产量继续
占据全国的30%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 . 6 亿
元，占全国比重31 . 2% ，较去年上升4个百分
点；利润占全国的46 . 8% ，连续3年保持正增
长。三项关键指标连续多年领跑全国，特别
是销售收入和利润两项指标保持快速增长，
反映出烟台市葡萄酒产业结构加快优化、中
高端市场份额不断增长的良好态势。重点区
域建设稳步加快，蓬莱丘山谷葡萄酒休闲体
验区加速集聚，国际葡萄酒城概念规划基本
完成，瀑拉谷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展示中心基
本完工。 2022 年产业链在谈项目17 个，总投
资103 . 7 亿元；签约项目13 个，总投资42 亿
元；在建项目23个，总投资413 . 8 亿元；投产
项目10个，总投资7 . 2 亿元。
  2023 年是烟台GDP 过万亿元的攻坚之
年，也是葡萄酒产业链稳基础、强品牌、促

提升的关键之年。烟台将全力打好“四张
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葡萄酒产区和享誉
中外的葡萄酒文化名城。打好“政策支撑
牌”，持续强化政策扶持，编制《产业发展
规划》，科学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打好
“品牌提升牌”，高水平办好2023 国际葡萄
酒节、第十三届国际葡萄酒博览会、品牌盛
典等重点活动，通过“一节一会一盛典”唱
响产区发展主旋律；打好“浓厚氛围牌”，
坚持市外品牌推介与市内浓厚氛围并举，集
中展现亚洲唯一国际葡萄酒城的魅力形象；
打好“项目建设牌”，全力突破三大重点区
域，引导蓬莱丘山谷积极创建省级旅游度假
区，高品质建设烟台核心产区。开工建设国
际葡萄酒城一期工程和中国葡萄酒国家馆，
精心打造葡萄酒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莱山
瀑拉谷正式运营全产业链展示服务中心，整
合周边旅游资源，打造葡萄酒乡村振兴休闲
体验区。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侯俊南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沿着新修的航天大道，一
路向南行进，直到海边，连续多次的海上火
箭发射任务便是从这里开始，叩问太空；遍
布在航天产业制造园区四周的航天人才公
寓、九天行歌、指控中心、卫星数据产业园
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在加速推进……短短几
年，海阳这座拥有独特地理位置优势的海滨
小城，打开了一片逐梦星空的新天地。
  这座靠海吃海的小城，为何会与航天结
缘？时间拨回到2019 年6月5日，当天，长征
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以海阳港作为发射技术
服务港，以一箭七星方式圆满完成了我国首
次海上发射任务。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独具
优势的海阳，突破“小城市难有大作为”的
惯性思维，与发射团队及专家进行深入沟

通，从战略角度、未来趋势等方面反复论证
建设东方航天港的可行性。东方航天港重大
工程建设如箭在弦，一发不可收拾。
  海阳借势推进东方航天港重大工程建
设，以海上发射为牵引，以提供卫星发射一
体化服务解决方案为核心，以打造全产业链
的产业聚集区域为目标，打造集研发、制
造、发射、应用等为一体，低成本、高附加
值、全产业链的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
  眼下，航空航天产业已经成为海阳市“2
+4 ”现代工业体系中两大核心产业之一，累
计签约产业项目15个，总投资263 . 7 亿元，涵
盖了星箭研发制造、空天信息应用等多个
领域。
  在重点项目加快推进的同时，海阳的航
空航天产业链条不断拉长，以发射观礼、科
普教育为中心的航天文旅板块也逐步成型。

借助发射资源，海阳全力推动东方航天港
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建设，聚力打造集航天
博览、科普、科幻娱乐、亲子研学、观光
度假于一体的一站式航天旅游综合体，通
过丰富多彩的航天元素和多种多样的表现
形式，让人们在海阳便可拥有置身广袤星
空的独特体验，擦亮海阳航天文化旅游特色
品牌名片。
  “东方航天港航天指控中心暨航天科普
教育基地既可以在火箭发射期间为海上发射
提供测发指挥、飞行控制、通信保障等全方
位服务保障功能，又能在非发射期间向公众
开放，完全市场化经营，游客可以观看真实
火箭发射船，体验火箭出海前流程，走进火
箭总装厂房，近距离观察火箭组装。”海阳
市航空航天产业服务中心主任徐文说。
  航天文旅综合体展翅欲飞，东方航天港

产融合作加速推进。短短几年，海阳东方航
天港先后完成了国内首次海上发射和首次海
上商业化应用发射，首次“一站式”海上发
射，实现火箭总装、总测、出港、发射一体
化的历史性突破。 5 次海上发射任务，累计发
射卫星 37 颗，实现了火箭总装、测试、转
运、出港、发射一体化的重大突破和海上冷
发射到热发射的重大技术跨越，形成了简洁
高效的海上发射流程、系统的海上发射支持
方案、完善的发射配套厂房和商业化测控体
系。以海上发射为牵引，海阳不断壮大产业
链、优化服务链、延伸创新链，一座国际一
流的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母港正加速崛起。
  如今，在这座海滨小城，航天一词已不
仅仅代表人类探索太空的愿景、挑战未知的
勇气，同时成为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强
劲动力。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姜乾 韩志刚 报道
  本报烟台讯 “铛……”4月25 日上午，
喜庆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大厅，随着清脆响亮的
敲钟声响起，坐落于烟台黄渤海新区的烟台民
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发行价
6 . 55 元/股。这是黄渤海新区首家北交所上市
公司，也是第13 家上市企业。目前烟台上市公
司总数达62 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52 家，总市
值近9千亿元、规模居山东省第一。
  民士达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长期致力于芳纶纸及
其衍生品研发生产，技术水平全球领先。
“今天，民士达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将开启
全新的征程。”民士达控股股东泰和新材董
事长宋西全表示，未来，民士达将以自主研
发为核心，积极探索产学研技术交流和合
作，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公司的
技术开发与应用能力。
  上市企业数量，是一个地区经济活
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的综合体现。黄
渤海新区作为山东省四个省级新区之一、
烟台市经济中心，以及全市产业基础最
好、金融资本最活跃、上市企业最集中的
区域，聚焦五大主导产业和 16 条重点产业
链，强化顶层设计、优化政策供给、凝聚
上市合力，烟台资本市场“业达板块”不
断提质扩容，成功获批山东省上市公司孵
化聚集区试点。
  多年来，黄渤海新区整合打造了一套
“从普惠到专属、从扶持到服务”护航企业
上市新模式，全面发起企业上市攻坚行动，加
快构筑全省资本市场发展新高地。尤其，全区
正全面实施《推进企业上市三年行动计划》，瞄
准全省最优、全国领先，对成功上市的企业给
予真金白银扶持，力争三年内上市企业突破20
家。同时，高标准规划了长江路、衡山路、环
磁山、八角湾四大总部经济集聚区，拿出最
核心的地块，优先支持上市企业建设总部基
地、研发中心、创新载体、结算中心。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能力，全区还狠抓金
融机构引进、金融服务创新和资本市场对
接，聚集了各类金融机构 134 家、各类基金
222 只，特别是在上交所、深交所支持下，设
立两大资本市场服务基地，为企业融资发展

提供了极大便利。
  近五年，烟台黄渤海新区新增上市企业5
家，目前上市企业13 家、股票14 只，其中万
华化学全省市值最高，睿创微纳是全国首
批、全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荣昌生物是

全省首家“A+H ”上市的生物医药企业。去
年，上市企业贡献了全区1/5的工业产值，不
仅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强劲支撑，更成为烟台
乃至山东产业发展、科技创新的代表品牌。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郑永飞 王海涛 报道
  本报莱阳讯 “今年，我们镇将参加10
个擂台竞赛比武，这对我们来说既是压力又
是动力。我们将对标先进、真抓实干，争取
在今年的大竞赛、大比武中取得好成绩。”
莱阳市姜疃镇党委书记王振聪在谈及大竞
赛、大比武时表现得信心十足。
  近日，莱阳市下发《关于深化提升“担
当实干、唯旗是夺”大竞赛大比武的意
见》，搭建起竞赛比武平台，让全市各级干
部在竞赛比武中提能力、在比学赶超中添动
力，推动落后工作提升、一般工作进位、先
进工作夺标。
  据了解，今年是莱阳市开展大竞赛、大

比武工作的第二个年头。去年以来，该市通
过开展大竞赛、大比武，有效推动了各项工
作快落实、强推进：以“莱阳速度”仅用21
天完成省级化工园区批复，打通梗阻城市发
展二十多年的大寺街等12 条“断头路”，空
气质量改善率在烟台14个县(市、区)中排名第
三，空气质量首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在
竞赛比武擂台上，莱阳广大干部把“争第
一、抢先进”作为目标，在全市形成了担当
实干、唯旗是夺浓厚氛围。
  莱阳市大竞赛、大比武工作专班负责人
谭韶勃介绍，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大竞赛、
大比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搭建
起了擂台比武和攻坚比武两大竞赛比武体
系。其中，擂台比武设置了改革攻坚、基层

党建、招商引资等15 个固定竞赛比武擂台，
每个固定擂台由一个部门牵头、若干单位参
赛，并配套具体竞赛比武方案；攻坚比武则
是根据全市重点、难点、堵点工作事项设置
的攻坚性竞赛比武，由牵头部门提出攻坚事
项、参赛单位，设定攻坚目标、攻坚期限和
攻坚任务。
  莱阳市大竞赛、大比武实行每月一调
度、每季一竞赛、半年一点评、年底总决赛
工作模式。每季度下发一次竞赛比武成绩通
报，成绩前三名亮蓝牌、后三名亮红牌；每
半年开展一次竞赛比武一把手访谈活动，落
后单位和先进单位主要负责人同台接受电视
访谈，先进谈经验、晒亮点，落后找短板、
明思路；年底根据擂台比武和攻坚比武成绩

兑现考核激励措施，在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
中给予先进单位加分、落后单位扣分。 
  “通过这一系列举措，使整个大竞赛、
大比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激励奖惩工作体
系，竞赛比武成绩好的单位在干部选拔任
用、职级晋升、评先树优上重点倾斜，竞赛
比武成绩靠后的单位则相应减少。”谭韶勃
介绍，开展“夺标扛旗”活动也是今年大竞
赛、大比武的一大看点，即建立擂台夺标、
攻坚扛旗工作机制，每个季度通报竞赛比武
成绩的同时，授予每个固定擂台第一名和较
上季度进步位次最大的单位流动锦标，授予
攻坚竞赛成绩排名第一的单位流动红旗，年
底根据各单位获得的流动锦标和流动红旗数
量单独量化积分，计入年底考核加分事项。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孙洪安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与
烟台市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全面的、
深度的战略合作，尤其在技术人才、研发引领、科技
攻坚等方面全面深化合作交流，加快食药领域检测技
术创新、标准研制和成果转化，支撑驱动烟台食品精
深加工和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迭代升级。
  双方将在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营养研究、食品
检验检测技术、食品技术标准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
开展技术合作。
  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签署战略协议，对烟
台的食品药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烟台市市场
监管局局长谭克良介绍，通过双方深度合作，烟台食
品、药品产业发展将迎来新机遇，为打造食品精深加
工等产业链发展“全国样板”和国际生命科学创新示
范城市增添新的动力。

海阳以海上发射为牵引，打造全产业链商业航天高科技产业集群

海滨小城的航天梦

竞赛比武提能力 比学赶超添动力

规上葡萄酒企业产量占全国30%，利润占全国46 . 8%，连续3年保持正增长

链式发展，烟台葡萄酒产业逆势上扬

烟台民士达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交所上市

黄渤海新区迎来第13家企业上市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宏岩 静波 报道
  眼下到了芝樱花盛开的季节，在烟台昆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芝樱花漫山红透，形成了花海。游客趁着晴好天气，来到“胶东屋脊”昆嵛
山天然氧吧，感受深山中的浪漫气息。

烟台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
研究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潘晓芸 秦帆 报道
  本报海阳讯 近日，在位于海阳市凤城街道的同
邦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望着眼前如火如荼的建设景
象，项目负责人徐杰信心十足：“在不久的将来，这
里将是国内最大的乳酸、聚乳酸及聚乳酸纤维一体化
生产基地，也将是首个具备全产业链和自主知识产权
的生物基可降解新材料项目”。
  据了解，同邦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聚
乳酸广泛应用于生物医用、纺织等行业领域，目前该
公司正着力建设年产30 万吨乳酸、 20 万吨聚乳酸、
10 万吨聚乳酸纤维的生产线。然而项目建设之初，
复杂繁多的环评审批令徐杰犯了难：“除了建设主体
工程外，我们还要建设污水处理站、菌渣无害化资源
化利用项目等多项配套工程，这些工程开工建设都需
要环评审批手续，如果不能及时取证，将直接影响项
目建设过程。”
  了解企业需求后，烟台市生态环境局海阳分局立
即制订服务帮扶方案，采取早对接早接入快审核的工
作机制、重点项目对口联系指导服务机制等，责任化
跟进落实，对急需开工、环境问题复杂、需要提前研
判环境可行性的项目实施环评预审制……一系列惠企
政策的出台，打通了环评审批申领中的关键节点，为
项目建设抢得了时间。

环评提速
为项目建设抢时间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刘云娜 报道
  本报招远讯 为进一步加快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
发展，招远市委编办从优机构、聚人才、强保障方面
提供坚实力量支撑，助力打造科技创新型城市。
  招远市委编办聚焦市委市政府科技创新高质量发
展体系构建，对黄金、清洁能源等七大重点科技产业
领域履职情况进行机构编制效益评估，结合评估结果
优化调整科技部门机构设置，给予编制资源充足保
障，灵活运用编制周转池引入黄金深加工、核电技术
与控制、能源化学工程等科技领域高层次人才 26
人。同时，充分发挥市委科技创新委员会对科技事业
的统筹协调能力，遴选出30 个优质商家组建“金都
人才服务商联盟”，为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医食住
行等7个方面62项优质服务；协调财政、人社、文化
旅游等部门，配套出台“招雁归巢”奖励金、“人才
飞地”补助政策等16 条措施，保障人才引得来、留
得住，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

为科技创新发展
提供坚实保障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郭健 报道
  本报烟台讯 4 月 14 日，由中国船舶集团广船国
际为意大利MOBY Line 航运公司建造的豪华客滚船

“MOBY FANTASY”号轮在广州南沙龙穴岛启航，该
船是中国自主建造的目前全球最大吨位客滚船。
  该客滚船所装备的计时系统是烟台钟表研究所有
限公司研制生产的北极星舰船子母钟系统，包含
“MOBY FANTASY”号轮在内，中国船舶集团广
船国际与烟台钟表研究所有限公司共签订4份合同，
4艘客滚船均选择了民族品牌烟台北极星。
  该客滚船所装备的计时系统技术属国内首创，达
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通过CCS 型式认可，母
钟控制子钟同步运行，采用GPS/北斗等外部标准时
间信号自动校时、自动交直流切换电源、接口多样性
和标准化等技术，系统自动化程度高、互联互通能力
强、走时精度高、操作维护方便快捷。该系统能经受
住海上温度、湿度、冲击、振动、盐雾、电磁辐射等
各种恶劣环境的影响，确保时间100% 精准，多层备
份系统保证系统稳定安全，为中国自主建造的最大客
滚船的航行提供保障。

烟台北极星为全球
最大吨位客滚船授时

8 2023年5月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蓬基 第549期

电话：0535-6656119 Email：dzrbytxw2016@126 .com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4 月20日至22日，烟台黄渤海新区
古现街道举办第四届古现文化传承节“三月三”山
会。本届山会在传承保护传统习俗的同时，融合秧歌
汇演、大集赶山、鲁菜烹饪、文化草集、戏曲演出、
文艺晚会等多种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一场面向全民
的雅俗共赏的综合性文化盛典，提升群众文化获得
感，激活消费新动能。
  山会上，海阳大秧歌、舞龙舞狮、高跷和辖区
13 个村居社区的秧歌队伍由懿荣广场出发舞起秧歌
“长龙”，线下吸引了10 余万人参与，本次巡游活
动还采用线上直播的方式，超过2万人次线上观看，
共同感受这场古现群众自发的盛会。
  下一步，古现着力构建“懿荣故里·乡愁老家”
山会品牌，全方位提高山会档次，与祈雨求福的“凤
凰顶庙会”同步打造，对古现大集和河北大集合并改
造，突出本地特色同时，招引胶东、全省、全国闻名
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传统小吃，举行祭祀仪式重现古时
祈雨场景，提升文化内涵和庙会魅力，注入更加鲜活
的文化基因，并逐级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古现街道举办第四届
文化传承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