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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万象汇开业，青岛首座龙湖天街落户，
首进北方的金茂览秀城选址城阳高新区开业，未
来城万科广场落户老四方，搅起老城“一池春
水”……去年以来，青岛商圈分外热闹。

更多的项目蓄势待发。“沉睡”的百丽广场有
望于今年重启，为香港中路商圈的“耀眼王冠”再
添“新钻”；台东步行街商业段地下管网改造工程
进入尾声，“智慧商圈”的“新皮肤”即将亮相；李
沧区虎山路街道上王埠商业街区项目开工，李沧
区中部将新添大型商业综合体……

据统计，2022 年青岛市购物中心面积增加
超 100 万平方米，人均商业面积已超过0.56平方
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商业面积的“井喷”式增
加，打破了青岛传统的商圈空间格局，更值得关注
的是，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青岛商圈内在
的商业逻辑也在全新建构，关乎“线下”“线下”，

“流量”“留量”，它们正演绎着全新的商业故事。

“多点开花”，打破旧格局

密度是观察青岛商圈之变的关键词。
在新社区布局、在空白处落子、在老城区“查

漏补缺”……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是青岛商圈的密
度越来越密。

选址四流南路与开封路交叉口的未来城万
科广场面积 11.8万平方米，地上 6层，地下 3层，
新进品牌近200家，大大丰富了周边居民的消费
供给。未来城万科广场总经理孙同君介绍，万科
广场主要服务周边5公里以内的66万消费者，为
周边居民打造一站式欢乐家庭休闲购物公园。

面积 18.8万平方米的金茂览秀城则看好高
新区，目前区域内拥有超 6000 家高新技术企业
以及百余个中高端品质社区。中国金茂表示，青
岛金茂览秀城开业以来各项业绩指标均达到预
期水平，将紧抓未来城市生活探索中心的定位，锚
定城市新中产家庭，助力中欧活力轴整体建设。

加码主城区，拓展西海岸新区、即墨和胶州
等区市核心区域，从昔日“四大天王”到如今“多
点开花”，青岛商圈的版图已经全面改写。

以海信广场、万象城和佳世客为主要消费支
点的香港中路商圈，无论从品牌数量还是质量均
为青岛商圈的标杆；汇聚了金狮广场、利群金鼎、
丽达购物中心、万象汇和宜家等商业“巨头”的崂
山商圈，则有望成为新生代“霸主”；以“文旅+”
破圈的中山路商圈，挖掘本土里院文化和老字号
资源，以“时尚+复古”彰显青岛商业焕新能力，
捍卫老商圈尊严；极具青春活力的新都心商圈，
十余年间实现高速逆袭的李村商圈，以及加速崛
起的城阳商圈，均为青岛商圈的中坚力量……

越织越密的青岛商圈，与城市有机更新、有

序扩张，与城市文旅资源的充分开掘互为表里。
另一个“密度”的数据，最直观地道出了青岛商圈
扩张的底层逻辑，据赢商大数据统计，2021年青
岛的客流密度已达到全国第四名，仅次于北京、
深圳和上海。

“走出去”，重塑边界感

青岛商圈改变的不只是密度。聚焦体验这
一线下商业最核心的竞争力，青岛商业纷纷走出
商场的大门，开展新尝试。

在商业“巨头”林立的崂山商圈，一季度，崂
山丽达购物中心实现了销售额和客流的双增
长。丽达购物中心总经理顾冰认为，“从2021年
火出圈的露营和飞盘等户外运动就可以看出，消
费者的兴趣点正在向自我愉悦、亲近自然等方向
转移。”基于对该变化的把握，丽达购物中心迅速
调整，在迪卡侬外围打造了400平方米的户外亲
子乐园——丽宝乐园，“丽宝乐园免费向居民开
放，搭配迪卡侬的体验式营销和大健康概念，成
为吸引社区流量的‘利器’，乐园客流最高可以达
到3000人/天。”近日，丽达购物中心附近的两处
露天市集开市，以便民早夜市、跳蚤市场等灵活
外摆市集为崂山核心商圈再添“烟火气”。

“走出去”成为越来越多商圈的选择。“乐客
城+李村夜市”“城阳家佳源+吕家庄夜市”等“商
场+外摆”的模式已经名声大噪，不仅吸引青岛
居民日常消遣，也让外地游客千里奔赴。“这种模
式的成功需要从绿化、亮化到色彩、材料，到休闲
设施以及招商等内容进行整体规划，不仅创新消
费场景，也为社区提供便利。”顾冰介绍。

老商圈同样“花样百出”。“文旅+”的中山路
景观改造让其成为“新晋网红”，有网友称这是“史
上最有品位的一次改造”；台东步行街也进行了大
规模的业态升级和亮化改造，引入一线品牌和区
域首店，推动了业态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

走出商场大门，场景有“流量”，消费就有“留
量”。据不完全统计，台东步行街一季度客流量
达到1875万人次，是去年同期的3倍多，较2019
年翻了一倍；一季度营业额突破18亿元，同比增
长了177%。

“数字化”，运营新模式

周六中午，年轻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西海岸金
鼎广场。作为青岛商圈“东扩西进”的代表之
一，利群旗下的金鼎广场于 2021年 12月底落户
长江路商圈， (下转第四版)

东扩西进线上线下“多点开花”，数字化升级打造新场景，“流量”变“留量”燃旺烟火气

青岛商圈：摆出更强“阵容”扩消费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丁倩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薛华飞
本报4月 11日讯 9 日至 11 日，市委副书

记、市长赵豪志率青岛市代表团对韩国进行友好
访问。在韩期间，代表团先后到访韩国首尔市、仁
川市，举办经贸合作交流会，访问企业和商务机
构，在加强青岛与韩国的经贸合作与友城交流等
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在首尔，赵豪志出席“韩国-青岛经贸合作交
流会”并作主旨演讲。他说，青岛与韩国隔海相
望，是与韩国交流最密切的中国城市之一。近年
来双方经贸往来始终保持着平稳健康发展的势
头，韩国已是青岛第二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二大贸
易对象国。截至去年底，韩国企业累计在青投资
项目近1.4万个，实际投资额210亿美元。青岛是
中国沿海重要中心城市和滨海度假旅游城市、国
际性港口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当前，我们正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对山东、对青岛工作的
重要指示要求，持续扩大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在这一进程中，期待与韩国企业界在产
业投资、国际贸易、国际物流、旅游和人文交流等
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青岛将持
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提供
更加优质高效的服务，让大家在青岛放心投资、专
心创业、安心发展。

韩国前总理韩升洙、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
出席交流会并致辞。200多位韩国企业代表参加
交流会。交流会上，市商务局对青岛重点产业及
企业对韩合作意向进行了推介，涉及汽车配件、生
物医药、现代商贸、证券金融、现代农业等领域的
11 个合作项目和 13 个入驻青岛 K 茂的项目集中
签约。

交流会前，赵豪志会见了邢海明，介绍了青岛
与韩国经贸合作及友好交往情况，希望大使馆在
青岛与韩国城市的经贸往来、 (下转第四版)

加强经贸交流
深化友城合作
赵豪志率团访问韩国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傅 军
本报4月11日讯 日前，市财政局、市科学技

术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等11部门
联合出台《青岛市支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涵盖生态保护和补偿机
制、污染防治投入机制、集约节约用水和重点水利
工程投入机制等6个方面32条，充分发挥财政职
能作用，更加系统集成、精准有效支持青岛市在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方面，青岛将
健全完善大气、水、林业、湿地、自然保护区等重点
领域生态补偿机制，依据生态改善情况进行奖惩，
强化财政政策激励约束作用，引导各区（市）落实
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实施生态公益林、生态湿地
生态补偿。对市级及以上生态公益林所在地给予
生态补偿，保障公益林日常养护。对市级及以上
生态湿地所在地给予生态补偿，促进湿地生态保
护修复，增强湿地生态功能。加快海洋岸线整
治。统筹各级资金支持沿海区（市）开展蓝色海湾
整治行动，结合海洋岸线清理同步开展岸线修复、
改造及环境提升工作。积极争取更多海洋生态环
境修复项目纳入中央财政资金支持范围，加快海
洋生态修复进程。

建立健全污染防治投入机制方面，青岛将强
化资金统筹，在不新增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综
合运用财政资金、政府债券、金融机构贷款等，支
持各区（市）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农村地
区清洁取暖改造。统筹各级财政资金，对农村地
区清洁取暖改造和运行给予补助，构建绿色、节
约、高效、协调、适用、安全的农村清洁取暖体系。
支持胶州湾滩涂环境整治。综合运用财政政策，
多元化筹措资金，支持区（市）开展胶州湾清淤试
点，加强全过程监控监测， (下转第四版)

涵盖生态保护和补偿机制、
污染防治投入机制等6方面

青岛出台支持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财政32条”

1917年，范旭东、侯德榜主持建成了亚洲第
一座纯碱工厂，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学工业的大
幕。两年之后，青岛诞生了中国第一家民族染料
厂“维新化学工艺社”。自此，化工产业在青岛已
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历程。辉煌之时，青岛
曾与上海和天津并驾齐驱，在业界享有“上青天”
的美誉。

百余年之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
和化学工业市场。青岛化工产业也在涤荡起伏
中推动产业提档升级，坚定走向高端，走向价值
创造，在全球化工产业版图上谋定自己的位置。

化工产业体量巨大、关联甚广，关乎新能源、
新材料的创新突破，终端产品浸透衣食住行，是
制造业乃至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基础。纵览全
球，任何一座具备产业优势的城市，无一不在这
一基础产业上进行了重磅布局。这也意味着化
工产业看似传统，却不会落幕，其出路在于不断
地变革创新。在全球产业变革中，化学工业的创
新处于旋涡中心的位置。

青岛深知，化工产业的进阶必须在走向价值
创造链的中高端中实现，要形成创造核心价值的
能力，而不是长期停留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继续粗
放发展。十余年前，一场“退城入园”的空间腾
挪，开启了青岛化工产业自我颠覆、进阶突破的
全新征程。

高耸而立的反应器，体形庞大的罐体，错落

有致的管线……如今，在董家口、在新河、在前湾
港，一片片“金属丛林”的背后，是青岛发挥港口
优势加速布局的产业集群，是向高附加值、精细
化、低能耗不断延伸的高端化工产业链，是“链
主”企业在乙烯、丙烯产业链和多个细分赛道上
颇具分量的“话语权”。

格局重塑，向价值高端走

乙烯和丙烯产业链，是中国化工产业中最重
要的产业链结构。其中，乙烯被视为衡量产业水

平的关键指标，丙烯则是产业链延伸最重要的基
础原料。

过去的十余年间，青岛抢抓“退城入园”和产
业集聚机遇，开启的不仅仅是百余公里的物理

“迁徙”，更是在一个个高端化工项目的落子中，
布局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新材料的优势乙烯
和丙烯产业链，穿越产业周期、重塑产业格局，推
动产业链不断走向高端。

“退城入园”，是现代化工产业跨越式发展
的必选项，对于企业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尤
其是在行业产能总体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往往要
面临“进宽门、走短路”还是“进窄门、走远路”的
抉择。

当环保搬迁这一关乎未来发展的课题摆在
海湾集团面前时，中国氯碱行业的调整转型正
如火如荼。彼时，国内西部地区电石法工艺路
线成本竞争优势突出，海湾集团自身也在多年
的电石法聚氯乙烯实践中提炼了精益的管理和
盈利能力。

面向未来，海湾集团看得更加长远。对标一
流，全球石油化工巨头大都落脚在大型港口腹
地，实现大宗原料海上运输，降低成本形成高价
值链。海湾集团立足青岛港口优势，以搬迁为起
点，开启了“码头+仓储罐区+石化产业区”的转
型，从电石法聚氯乙烯工艺转型为当时行业并不
看好的乙烯法聚氯乙烯工艺， (下转第四版)

在全球产业变革中，化学工业的创新始终处于旋涡中心的位置

青岛高端化工：坚定走向价值创造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记者吴雨）
我国首季金融统计数据 11 日出炉，当季
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创新高。中国人民
银行当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
人民币贷款增加 10.6 万亿元，同比多增
2.27万亿元。其中，3月份人民币贷款增
加3.89万亿元，同比多增7497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3 月末，我国人民币
贷 款 余 额 225.4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8％。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增加1.71万
亿元；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8.99 万亿
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6.68万亿元。

从货币供应看，3 月末，我国广义货
币（M2）余额 281.4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7％，增速比上月末低0.2个百分点，比
上年同期高 3 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
余额 67.81万亿元，同比增长 5.1％，增速
比上月末低0.7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高

0.4个百分点。
另外，一季度我国人民币存款增加

15.39 万亿元，同比多增 4.54 万亿元。其
中，住户存款增加9.9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3月
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359.02 万
亿元，同比增长10％。一季度，我国社会
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4.53万亿元，比上
年同期多2.47万亿元。

一季度我国人民币贷款增10.6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14.53万亿元

2023年3月，海湾化学入选国务院国资委对标世界一流专精特新企业。

“随手拍”上线近两个月访问量超500万
积极开展四大行动稳就业保民生

一季度青岛城镇
新增就业6.68万人

■六版

■二版

青岛出台行动方案
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
让惠企政策“直达快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