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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发布的《2018年中国中
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研究成果》，
即墨区位居“2018年度全国综合实
力百强区”第15位、“2018年度全
国绿色发展百强区”第18位，科技
创新百强市辖区中排名全国24位、
山东省首位，青岛市唯一。这展示
出即墨强劲的科学发展底蕴和实
力。

撤市划区短短一年间，从江北
第一强市（县）到在百强区三大中
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榜单中名列前
茅，即墨能交出如此一份靓丽的成
绩单，强自何来？

即墨的强劲发展势头，在于其
对自身科学发展的清晰定位以及与
时俱进的改革魄力，在产业发展、
创新发展、绿色发展中不断寻求转
型升级，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从
两年前的即墨第十四次党代会开
始 ， 即 墨 前 瞻 规 划 ， 确 定 了
“13456”总体发展思路，以产业高
地建设为支撑，将创新驱动作为首
要发展策略，将活力即墨作为第一
发展方向，造就了百强区的繁荣盛
景。2018年上半年，该区完成地区
生产总值 7 1 0 . 9亿元，同比增长
8 . 7%；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62 . 1

亿元，增长3%；固定资产投资389

亿元，增长11 . 2%……

“块状经济”撑起发展“骨架”

梳理即墨的经济版图，组团发
展，以优势产业为代表的“块状经
济”特点明显：东部鳌山湾畔，以
蓝色硅谷为核心的海洋科技新城成
为区域经济的强力引擎；中部龙泉
河周边，千亿级的汽车产业新城正
在崛起；南部中心城区，基于传统产
业升级而来的市场商贸集群欣欣向
荣；西南大道通衢，现代商贸物流区
雏形已现；西北大沽河畔，现代农业
示范区渐入佳境……基于自身定位
和优势产业的几大发展组团，撑起
了即墨经济发展的基本“骨架”。

以蓝色硅谷为例。这是青岛市
着眼于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山
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在即墨布
下的一颗重要发展“棋子”。它的
目标是建设“青岛骄傲、中国推
崇、世界瞩目”的海洋科技新城。

短短几年，蓝谷发展成绩单令
人瞩目——— 目前，青岛蓝谷已引进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
室、“蛟龙”号母港国家深海基
地、国家海洋设备质检中心等20余
个“国字号”重大科研平台和山东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津大
学、四川大学等20余所全国知名大
学建设的校区、研究院或创新园。
面向全球汇集了4700余名高层次人
才，其中国家级、省级各类高层次
人才200余人。2017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78 . 5亿元、同比增长13%，
完成海洋经济总产值52亿元、同比
增长17 . 5%，完成地方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10亿元、同比增长15%，固

定资产投资 1 8 0亿元、同比增长
11%，三产比重优化为13 . 9：42 . 0：
44 . 1。作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先行
区和示范区，蓝谷不仅为即墨经济
涂上了“蓝色、高端、新兴”的底
色，更为未来发展聚集了能量，引
领即墨全域蓝色发展。

不止蓝谷，每一个经济板块里，
都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汽
车产业新城内，聚集了一汽大众、一
汽解放等130余个汽车重点项目，涉
及总投资500多亿元；省级经济开发
区创智新区内，20余项重点公建项
目全部竣工，累计引进50余个重点
大项目，构建起接城区、连蓝谷、融
青岛的发展格局；即墨国际商贸城，
青岛国际服装产业城、小商品新
城、中纺童装城等重点商贸板块加
快推进，连续两年举办童装季大型
活动；青岛国际陆港，建设了被列
为全国42处铁路物流节点之一的济
铁综合物流园，跨境电商小镇被列
入山东省首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与青岛港合作建设的“青岛港即墨
港区”是即墨首个集货物查验、通
关、集散、分拨功能为一体的口岸
型内陆港区，园区引进了顺丰等多
家大型物流企业……

围绕当前各经济组团，产业发
展特色，即墨因势利导，去年出台
《 关 于实施专 业 招 商 机 制 的 意
见》，确立“专业招商”的新思
路，按照“专门、专人、专注、专
业”要求，组建起20个专业招商事
业部和9个海内外联络处，开展精
准定向招商。今年即墨区新签约重
点产业项目120个，其中，投资过
亿 元 以 上 项 目 7 1 个 、 占 比 达
59 . 2%；高技术及战略性新兴产业
项目85个、占比达70 . 8%。

在此基础上，即墨又将今年确
定为“项目落实年”，全力抓项目
引进落地。据了解，该区今年共确
定重点项目177个，其中，青岛市
重点项目47个、即墨区重点项目87

个、其他亿元以上项目43个，涉及
总投资1451 . 6亿元。截至目前，已
开工在建项目101个，其中空客直
升机、一汽解放新能源商用车等15

个项目建成投产；北安智能高新装
备制造、青岛豪江智能科技等41个
项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高性能低
维碳氮化物、联东U谷科技园区等
45个项目正在进行基础施工，展现
了即墨经济强劲的发展势头。

面对成绩，即墨并不满足，今
年，即墨又确定了海洋、汽车、集
成电路、轨道交通装备、通用航
空、人工智能、康养旅游等现代新
兴产业，全面开展“双招双引”工
作，狠抓项目落地，力争在全区持
续保持重点项目在建100个、签约
100个、在谈储备100个、在谈动态
100个的一批接一批、一茬压一茬
的格局。

“创新细胞”提升发展“加速度”

放眼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正
在兴起，抢占科技创新高地，提升
发展加速度，成为各个城市最核心
的话题和行动。面对机遇与挑战，
即墨总能先行一步。

从去年3月份开始，即墨区出
台《关于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
意见》，自去年起，每年设立科技
发展专项资金1亿元以上，从科技
企业、研发平台、知识产权、科技
金融等方面全面提升区域创新力，
加快建成适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
现代创新体系。

自意见实施以来，即墨区通过
实施科技型小微企业培育工程、高
新技术企业培育工程、设立自主创
新重大专项等方式，强化企业创新
主体建设。其中，包括实施“雏鹰
计划”，对拥有独立自主知识产
权、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的科
技型小微企业，通过认定后给予10

万 元 资 金 扶 持 ；实施“ 瞪 羚 计
划”，对于成长性好、具有跳跃式
发展态势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最高
50万元的贷款贴息等。

据了解，即墨区充分发挥亿元
科技发展资金的引导作用，重点做
好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建设、加强产
学研合作、高端创新平台、科技金
融等八大科技创新重点任务，支撑
全区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截至
目前，即墨区已拥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重点实验室、科技合作基
地、创新联盟等平台 2 9 7家，其
中，国家级19家，省部级36家，青岛
市级136家；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47

家，科技部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92

家，青岛市“千帆计划”入库企业184

家，技术合同交易额达到10亿元。
同时，围绕企业创新需求，该区

在即墨万丽国际广场打造了2000平
方米国内一流的科技综合服务平
台，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技术手
段，实现政策咨询与查询、科技成果
展示推介、产学研合作、科技招商、
技术交易、项目路演、科技金融等多
项功能，引进一批国内顶尖科技综
合运营机构管理运营，为科技创新、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高科技项目
引进提供全方位精准服务。

不仅是动能升级，连续落户的
高性能低维碳氮化物新材料、智能
航运研发基地项目、海洋智能传感
器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现已
投产或在建，填补了即墨区相关产
业空白，为即墨发展提供了新的动
能。

以高性能低维碳氮化物新材料
为例，该项目主要采用先进工艺方
法生产高性能低维碳氮化物新材
料，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光
伏发电、风力发电、陶瓷、电子等
各行业，技术属于国内首创、国际
领先水平。项目优质，缘于项目背
后强大的人才团队。据悉，该项目
是由清华大学教授成会明院士、刘
光华教授及崔巍博士共同建设，将

在即墨区建设4条高标准生产线。
随着去年“1111”人才集聚计划的
出台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即墨
区对全球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持续增
强。该区重点瞄准“两院”院士、
中科系、高校系等科研院所和科技
转化平台，实施“人才＋项目”捆
绑式引进模式，支持高层次人才带
项目、带成果、带资金落户即墨创
新创业，形成以人才带项目、以项
目聚人才的良性循环。

“蓝天白云”夯实发展“底蕴”

对于环保意识日益增强的即墨
人来说，节能减排、环境考评的数
据达标是硬杠杠，而看得到碧水蓝
天，才是最直观、最真切的感受。
据统计，今年以来，即墨环境空气
质 量 优 良 率 7 8 ．5 ％ ， 同 比 改 善
11．1％，改善率排名青岛第一，蓝
天白云成“新常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即墨区将生态
文明建设作为重要一环，铺展于未
来的建设蓝图中，坚持绿色发展，
生态、产业、民生协调并进。

为打造水清岸美的市民亲水空
间，让河道成为城区流动的风景，
从去年开始，即墨区开始实施城区
内墨水河和龙泉河改造工程，开展
了清淤、截污、桥梁、驳岸、拦蓄
水以及道路、景观、亮化、绿化等
一系列工程，年底时将全面恢复水
清岸绿的自然景观，同时墨水河沿
线将打造集市民生活、休闲、健
身、亲水于一体的生态长廊。

绿化提升工程是即墨实施绿色
发展的一大民生工程。目前，即墨
区建设了马山地质公园、环秀湖公
园、盟旺山公园、滨海公园等9处
大中型休闲公园和枣杭公园等14处
街心健身休闲公园。在此基础上，
即墨从今年开始规划建设店子山公
园、植物园、儿童公园等9处大型
公园，对盟旺广场等4处公园和广
场进行改造提升，并着手建设和改
造14处规模适度、功能适用、景观
宜人的街头游园及节点绿地。目
前，大型公园方面，汽车城公园二
期已完工；环秀湖二期目前已完成
总工程量的68%；岘山公园将于11

月中旬工程开工建设；公园广场改
造提升方面，盟旺广场、环秀广场
已完工，信特广场已完成总工程量
的90%；水上公园改造计划10月底
动工。游园绿地方面，已基本完成
兴家疃小游园、塔元河小游园、闻
馨苑小游园、店子山小游园、泰山
一路小游园、供销二小区小游园等
11处游园节点建设，墨河西小游园
已完成总成量的95%。到2020年，
城区公园、游园绿化面积将达1146

万平方米，实现城市居民出行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
瞄准全城铺绿目标，即墨区还

为城区四大出入口，及古城片区、
顺河片区、商贸片区、汽车城片区

等一批具有特色文化的重点区位，
量身定制了绿化提升“套餐”，力
争到2 0 2 0年，建成区绿地率达到
34%，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保持在8 . 5

平方米以上。
在即墨区，严格控制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
风电设备等“两高一资”项目，近
年来，即墨区已拒批15个环境影响
较大的项目，全区实施清洁生产审
核75个、循环经济项目40个，40余
家企业通过了ISO14000环境管理体
系认证。今年即墨区将完成全区4

家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17家重
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确保全
区PM2 . 5年均浓度较2 0 1 7年下降
5%。

新能源的建设步伐也在加快。
目前现已建成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182兆瓦；以清洁能源
液态天然气为燃料的新型LNG公交
车达到450辆；新增清洁能源供热
能力260万平方米。积极推广应用
农村新能源技术，建设了2处200立
方米以上沼气工程，在7个镇建设
了生活垃圾压缩转运站，城乡环卫
一体化成为全省推广典型。此外，
还建设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示范项
目43个，位列青岛各区市首位。由
此，即墨区入围首批创建国家新能
源示范城市。今年开始，即墨区将
开展农村清洁能源取暖试点，到
2020年底全区有条件的村庄实现冬
季清洁取暖。同时即墨还规定，今
后开工建设的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
以上的大型公共建筑项目，以及重
点区位的居住项目，必须按照二星
级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和施工，新建
商务综合体项目必须按照三星级绿
色建筑标准设计和施工。

在即墨区，积极打造“美丽乡
村”，生态文明建设绿了城镇，也
美了乡村。即墨区深入开展“城乡
同治、全域共美”环境综合整治，
在特色小镇建设中，立足地形地貌
和生态禀赋，建设有地方特色和优
良生态的风情小镇，全区共创建国
家级生态镇10个、生态村2个，省
级生态镇3个、生态村4个，获得了
“省级生态市”荣誉称号。今年开
始，即墨将对村庄老旧的管网进行
全面提升改造，并将抓好农村污水
处理设施建设，实现80%村庄的污
水得到有效处置，加快天然气管网
向镇村延伸，2018年底实现全区域
管道天然气“镇镇通”，到2020年
底，管道天然气敷设到80%的农村
社区。

成绩属于过去，站在新的起
点，即墨区正在全区开展解放思想
大讨论，全力实施谋划“大格局”
行动、建设“大平台”行动、产业
“大转型”行动、开放“大通道”
行动、全域“大统筹”行动、生态
“大花园”行动、环境“大优化”
行动等“七大行动”，推动全区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划区短短一年，百强区三大中小城市科学发展指数榜单中名列前茅———

即墨成为强区榜单“优等生”，底蕴何来
农村大众报通讯员 宫传春 王刚 吕栋

农村大众报菏泽讯 (通讯员
郜玉华 白强)金秋十月，橙黄橘
绿。在秋日阳光下的牡丹区胡集镇
尧舜禹主题公园愈发显得壮丽，庙
宇建筑宏伟肃穆，尧帝雕像庄严高
大，威仪汉阙屹立如塔，已完成的尧
鼎、文化石、景观桥、姚墟碑、云台等
建筑各具特色，古色古香。这是胡集
镇扎实推进乡镇振兴战略，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一个缩影。
胡集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着力做好祖源文化文章，依托
尧舜文化对全镇进行了整体规划设
计，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规划了
“一带三园”旅游产业格局，使小

城镇建设、特色产业园区发展和祖
源文化小镇有机结合到了一起。

作为伏羲文化园配套建设的尚
尧农业生态园和尚尧大酒店，已实
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尚尧农业生态园主要建设油菜花观

光基地、水果蔬菜采摘大棚、苗木
专业种植基地等。目前，该镇的
“一带三园”规划建设已全面展
开，文化旅游产业蓄势正发，乡村
振兴战略正在尧帝故里开花结果，
绽放新气象。

胡集镇“一带三园”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圈里乡打造环卫工作常态化新机制

沂水县圈里乡加大资金投入改
善环境，坚持政府指导、多元投
入，实现垃圾机械化收集清运。利
用宣传车、广播、标语、明白纸等
广泛宣传，组织机关干部，入户逐
一讲解环卫一体化工作。建立保洁
员队伍管理机制，加大监督考核。

(王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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