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建设，撑起高质量发展脊梁

项目建设是区域经济稳定增长的“压舱石”。今天的
项目数量就是明天的经济总量，今天的推动力度就是明
天的发展高度。走进位于株洲路的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园
项目一期，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工程车辆往来穿
梭、大型塔吊挥舞巨臂，200余名工人挥汗如雨，抢工期、
赶进度。目前，1号厂房钢结构柱正在施工中，2号厂房
基础施工已完成，正在搭设主体满堂架；1号动力中心主
体模板已完成60%，2号动力中心基础已完成90%。

从5月22日开工建设到首栋建筑封顶，该项目建设
又一次刷新了“崂山速度”。项目建成后，将围绕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吸引和集聚虚拟现实周边配套企业，增强
产业配套能力，提高智能制造水平，完善智能产业链，提
升行业产业竞争力，助推青岛新旧动能转换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成为青岛、山东乃至全国虚拟现实产业发展
的新高地。

放眼崂山大地，无论是机器轰鸣的车间、塔吊林立的
工地，还是蓬勃发展的产业园区，处处都能感受到项目建
设全力奔跑的“热度”和“速度”。

没有什么比塔吊高耸林立更能传递发展信心，没有
什么比项目接踵落地更能澎湃发展的动力。从上半年经
济数据中，也体现出崂山区用抓投资、抓项目为产业发展
后劲蓄能的魄力和气势。上半年，110 个新建政府投资
项目已完成94%的项目投资计划，速度创历年之最；下达
财力资金约 41 亿元，占全年资金安排的 91%，远超去年
同期的58%。

2022年崂山区将重点项目作为稳投资、稳增长的重
要抓手，多措并举扩大有效投资，稳住经济基本盘。持之
以恒用改革创新的办法、用优质高效的服务为企业破堵
点、解难题、谋便利。坚持一切围着项目转，顶格协调、顶
格推动，每名区领导至少引进一个大项目。在项目建设
上，聚焦全年固投增长目标任务，43位区级领导对310个
固投项目分工包联，强化专班推进、“红黄绿灯”等机制，
确保各项任务早见战果、善作善成，打造审批最快、服务
最好、政策最优的营商环境。全面破解“难点、堵点、痛
点”，对崂山区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
建设项目，从项目立项到竣工验收开展全流程改革，推行

“拿地即开工”审批服务模式。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
的立项规划用地许可、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竣工验
收四个阶段实行“一家牵头、并联审批、限时办结”，对各
阶段审批的办事流程、耗时、材料、费用全面优化。在具
备条件的区域，积极开展区域评估，“一张蓝图”统筹项目
实施，全面实施多测合一、联合验收。实现“一个窗口”提
供综合服务，“一张表单”整合申报材料，“一套机制”规范
审批运行，全面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紧盯政策
落实、行政审批、执法监管、公共服务等方面，坚持对侵害
企业合法权益、破坏营商环境的突出问题，优先处置、快
查快结，并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着力督促整改，堵住监
管漏洞。

打破要素“天花板”，换来发展“一片天”。在项目建
设的支撑下，崂山区交出了优秀的答卷。2022 年上半
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1%，较一季度提升6.1
个百分点。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较一季度提升 1.4 个百分点。全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516亿元，同比增长5.2%，“四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
继续保持全市首位……

有凤来仪，非梧不栖。优质的营商环境是项目茁壮
成长的沃土，让在崂山创业的人信心满满，也推进招商引
资和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势头越来越好。一大批好项目、
大项目遍地开花。2022年上半年，全区新引进过亿元项
目53个，其中30亿元大项目15个、百亿元大项目两个。

城市更新，积蓄强劲发展的磅礴力量

提前完成跨海大桥连接线二期征迁，银海立交桥、
辽阳路快速路加快建设，28 个老旧小区改造、9 个山头
公园建设等项目全面推进，张村河片区改造在攻坚克
难中全力推进……

2022 年上半年，崂山区 194 个城市更新重点项目中
开工建设182个，实际完成投资约117亿元，完成计划目
标115%。

崂山区大景区、大农村与大城市并存。受省级自然
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景区规划等因素的影响，城市建
设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十分有限。今年以来，崂山区

以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作为重要抓手，以促进城市高质
量发展为目标，既改造城市的“面子”，又改造城市的“里
子”；既着眼城市的“现在”，又着眼城市的“未来”，为城市
发展蓄势赋能。

张村河两岸区域和株洲路两侧区域是《青岛市城市
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方案》中确定的10个市级
重点片区，土地利用呈“北产南居”的特点，过半建设用地
已出让，其余为村庄，土地利用率低，超四成土地待更新
改造。崂山区针对株洲路低效片区15.1平方公里建设用
地，开展了低效用地再开发调查。逐宗核查，梳理出了国
有再开发潜力用地，形成了株洲路片区再开发地块地
图。为实现两个低效片区整体功能协调，按照产城融合、
功能衔接、配套统筹的思路，将两个带状功能区整合，编
制出低效用地再开发专项规划。株洲路两侧区域主要聚
焦低效用地再开发与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和新一代信息技术 3个千亩级产业园区；张村河两
岸区域规划了集创新、高端、多元服务场景的国际人才社
区，重点建设“一园、一街、一基地”，打造城市更新建设先
行示范区与国际化品质新城形象集中展示区。利用三年
时间，崂山区将启动15个社区村改，争取盘活土地1万亩
以上，新增产业用地 3000亩以上。今年上半年，张村河
片区的村庄改造正式启动。目前，4 个社区的拆迁工作
已基本完成，安置区的建设工作正蹄疾步稳地开展。

目前，一批城市更新成果相继落槌。计划总投资6.9
亿元，选址株洲路 1号的一汽解放青岛研发基地项目已
取得建筑规划许可证；计划投资3.94亿元，落地青岛国际
创新园的华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项目，目前机房装修改
造、硬件设备设施安装已经全部完成，正在开展软件安装
和调试，8 月底前将完成全部调试，进入内部试运行，10
月底前正式上线运行。

实体经济，筑牢区域发展“底座”

“仅用 180 天实现主体封顶，关键生产设备搬入，竣
工之日即投产。生产线自正式投入使用以来，已实现产
值 3亿元，跑出了全市同等体量半导体项目投产时间最
快的‘微电子速度’”。 在日前举行的崂山区作风能力提
升年“榜样的力量”报告会上，青岛微电子创新中心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青自豪地说。青岛微电子产业
园两期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将具备年产20亿只智能传
感器的能力，实现年产值200亿元，智能传感器制造高地
正在崂山区加速隆起。未来，这里将成为国内智能传感
器产业规模最大、人才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目前，崂山区已汇聚北航青岛研究院等10余家研究
机构，集聚110余家企业，虚拟现实产业规模超50亿元；发
力集成电路设计和MEMS传感器方向，打造“方案-芯片-
模组-整机”产业生态系统，聚集微电子项目40余个。

实体经济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底座”和“根基”。为
夯实实体经济根基，高水平打造“四新”经济集聚区，2022
年，崂山区从人才、企业家队伍、科技创新、产业链、专业
园区、责任落实机制等多个维度，系统集成、配套联动，推
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汇智崂山”十大人才工
程，制定“人才新政”40条，形成“揭榜挂帅”100个项目榜
单，奖励高层次人才、优秀企业家超过 5166万元。率先
发布《崂山区加快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建设“四新”经济集
聚区三年行动方案》，围绕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楼宇经
济和高端中介服务四个方面制定 45条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的一揽子政策，围绕全市锚定的七大优势产业、十大新
兴产业和七大未来产业，坚持高端引领、创新驱动、集群
发展，狠抓延链、补链、强链，坚持面向未来发展、面向增
量崛起、面向生态型产业培育，围绕四大主导产业，提出
重点发展7条产业链。聚焦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及工业互联网、生物医药健康4条高端制造业产业链，
坚持高端化、智能化、集约化，突出全产业链条发展与关
键环节重点突破并重，打造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产业
总规模突破1000亿元。

推动汉缆、宏大等 10 家重点企业实施倍增计划，10
家企业实现产值135.6亿元，同比增长45%。开展稳增长
拓市场活动。梳理 38家企业供需清单，精准匹配需求，
实现订单额 3426万元，助企解难题、护航促发展。推动
歌尔牵头创建国家虚拟现实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海威
茨仪表等9家企业共10项产品入选青岛市创新产品推荐
目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引进抖音、歌尔视界等项
目40个，新认定市级“专精特新”企业319家、省级“瞪羚”
企业 9家、新培育储备“小巨人”21家。青岛市虚拟现实
产业集群、双瑞海洋分别入选省“十强”“雁阵形”集群、产

业领军企业，总数分别达 6 个、9 家，数量均居全市第 1。
培育创新（应用）场景实验室6家、并列全市第1；新培育
市级数字化转型赋能中心5家、数量占全市50%、位居全
市首位。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8%、全市
第一。

乡村振兴，书写新时代“山乡巨变”

观察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态势，既要看数据升降之
“形”、市场变化之态，又要看群众获得之“实”。2022 年
上半年，崂山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709元，同比增长
3.9%。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146元，
同比增长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77元，同比
增长6.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1.76。

日前，在崂山区南九水河畔大石村的大石美术馆，
“素心千印 只此山海”崂山主题篆刻千印展成功举办。
置身展厅，犹如徜徉于篆刻艺术的长廊，一枚枚精致的印
章，一个个熟悉的村名、地名……浓浓的亲情、乡情扑面
而来。

今年以来，随着大石美术馆开馆，浓厚的艺术氛围让
更多艺术家选择将工作室开在村里，他们将自己的创作
和生活融入这里，一起办起水彩培训班领衔担任教职。
如今，老百姓拿起画笔也能赚到钱，来村里租房的城里人
也越来越多了，房租也一路飙升，同时还配套建设了大石
咖啡馆，其舍·松间民宿，唱山歌茶餐厅等，为艺术家们提
供更好的综合性服务。

大石村是崂山区拓展乡村文艺发展空间，积极探索
文艺赋能乡村文化振兴的一次新尝试。崂山区以文化振
兴赋能产业振兴，引入优质社会资源资本，积极争取市文
联支持，借助文联艺术人才聚集优势，积极发动艺术家为
大石村发展献智献力。昔日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建成
了700平方米的名画家工作室和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的
综合性文创基地，一个集艺术创作、研学培训、生态旅游、
休闲康养为一体的美丽乡村之谷和有艺术情调的城市后
花园正逐渐显现。

今年以来，崂山区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挖掘
乡村文化资源、自然禀赋，探索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子，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半年，制定出台《关于推动崂山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扶持办法》，增强乡村产业发展动
能；成功申报“崂茶一号”国家品种登记；重磅推出“崂山
龙须”高端崂山茶新品系，首次成立崂山茶产业集群党建
联盟，创建崂山茶品牌建设新形象并成功发布。成立崂
山乡村振兴与特色农业产业联盟，以集群优势、平台优势
赋能崂山乡村产业新增长。

启动了 3个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创建，沙子口流清湾
示范片区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创新实施“百企进百村，
促振兴共富裕”共建行动，12 家企业、社区达成共建合
作；推进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补助资金项目
实施，总投资116.38万元的黄泥崖休闲农业配套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已顺利开工。在全市率先建立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长效管护机制，投入资金 1380 万元保障建成设
施并运行维护，年底全省率先实现农村社区生活污水应
治尽治。3个市级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工程全面完工。

化优势为胜势，冲刺下半场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下一步，崂山
区将紧紧围绕市委赋予的打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示范窗口区”目标任务，锚定打造金融、虚
拟现实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全力推动现代产业全省领
先发展；全力决战 100天、决胜开局年，发起实施经济指
标争先进位、城市更新建设提速增效、“双招双引”突破提
升三大攻坚战；全力倡树实干实绩导向，构建“1+1+4+
N”干部队伍建设制度体系，锻造“实干家”队伍，打造基
层基础建设“崂山样板”，抓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

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挑战前所未有，压力历史
罕见。崂山区将以“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勇气和豪迈，鼓
足干劲再出发，稳住上半年经济态势，牢牢把握三季度关
键期，奋力冲刺下半场，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增强信心、
迎难而上，实字当头、干字为先，五区同创，坚持不断筑牢
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自觉汇入新发展阶段百舸争流的大
江大川，争取全年经济发展好成绩，努力把崂山区第十三
次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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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之间尽朝晖
——崂山区亮出上半年经济“成绩单”

崂山巍巍，黄海潮涌。季夏时节，崂山大地一片欣欣向荣。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一张
张笑脸幸福洋溢……一个阔步走在前所未有发展时期的崂山，正昂然向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
范窗口区迈进！

近日，崂山区经济半年报揭晓：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1%，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14.8%，增速均居全市第一……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2022年上半年，面对风险挑战，50万崂山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
导下，过险滩、闯难关，爬坡过坎、笃行不怠，经济良好发展态势进一步得到扩大和增强，书写了不寻常的一页。

■青岛微电子产业园建成航拍图。

■崂山茶产业集群党建联盟成立。

■大石美术馆。

■建设中的青岛虚拟现实产业园。

■青岛虚拟现实
产业园建成效果图。

■■一栋栋商务楼宇为崂山区高质量一栋栋商务楼宇为崂山区高质量
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邢志峰邢志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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