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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项来自市科技局的统计显示，青
岛目前在册技术经纪人已达1854人。技术经
纪人被喻为从技术到产业的“桥梁”和“纽带”，
是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重要“催化剂”。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水平，离不开专业化高素质的技术经纪
人。不断壮大的技术经纪人群体，就是青岛锚
定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关键环节，推动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融合共生的缩影。

新质生产力来源于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只有
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
到具体产业中去，才能真正将科技创新转换为
产业创新，将前沿成果转换为新质生产力。

青岛一直探索着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范
式。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青岛面向产业真
实需求，出台“实实在在”的奖补政策，鼓励科
研院所、高校、企业等创新主体发挥各自优势，
在产出优质成果的同时实现“就地转化”；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青岛抓住关键环节，推动
科技成果转化这一“长链条”中的每个节点顺
畅衔接、高效协同，让单个环节各自的“冲刺

跑”转化成各个环节之间的“接力跑”。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进程中，青

岛按下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键”，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锻造了更加强劲的引擎。去年，全市
技术合同成交额实现大幅增长，超过 630 亿
元；按照规划，今年全市技术合同成交额将突
破700亿元。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让
产业界“出题”科技界“答题”

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难免会遇
到一些“坎”，要么是高校院所“闷头”干出来的

成果过于“高大上”导致企业用不上，要么是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技术难题难以精确传
递给高校院所，从而导致市场需求与科研供给
之间存在脱节状态，阻碍科技成果转化。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青岛从找准企业
生产和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需求入手，巧妙
为科技成果转化破题。

搭建“对话平台”，打破信息壁垒，青岛在
全国首创了云端研发中心，通过大数据平台、
工业互联网等方式，把来自高校的成果、技术
和来自企业的真实需求“云”聚在一起。在大
数据的“牵线”匹配下，企业家、技术人员、研发
人员可以在云端进行高效交流，实现供需精准

“卡位”。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青岛新奥燃气有

限公司的业务正从液态天然气站往加氢站方
向布局发展。为此，企业相关负责人登录云端
研发中心，发布了一项名为“寻找储备氢能相
关技术资源”的需求。记者看到，该需求发布
以后，系统自动抓取了“氢能”“燃气”“加氢站”
等 3 个关键词为标签，并在大数据的支持下，
迅速为其匹配了 30 多项新技术，还贴心地给
出了提示：来自华商氢能技术（青岛）有限公司
的技术成果匹配度达90分以上。在如此精准
的“牵线”下，项目开展自然水到渠成。

在“云端”，企业可以通过“上云”链接外部
创新资源，专家们的新技术、新成果也有了更

“对口”的转化渠道。截至去年年底，“云端”已
经汇集100多家高校院所、 （下转第四版）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预计今年年底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00亿元

青岛按下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键”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本报6月16日讯 标准是行业发展、产品

升级的重要牵引。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市发展
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住建局、市商务局、市应急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
了《青岛市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标准提升实施方案》，明确到2025年，力争主导
或参与制修订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200 项以
上，以标准提升促进设备更新和消费升级。

《实施方案》提出 15 项重点任务和保障措
施，聚焦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群众消费
新需求， （下转第二版）

青岛开展标准提升三大行动

以标准提升引领设备
更新和消费品换新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记者 米荆玉

本报6月16日讯 16日
上午，2024 上海国际电影节

“开拍吧！剧组——影视激
励政策及取景地推介会”在
上海展览中心主会场举行，
这也是本届上影节电影市场
首日重点活动。青岛、广州、
连云港等城市代表和来自法
国、马来西亚、泰国的国际代
表汇集一堂，探讨影视激励
政策与取景地发展的方向。

推介会上，青岛东方影
都产业控股集团以《科技引
领，资源聚合，为建设电影强
国贡献青岛力量》为题，向国
际影人推介青岛影视资源、
影视产业发展态势和影视奖
扶政策优势。据介绍，东方
影都自投入运营以来，已经
服务电影 60多部，累计为中
国电影贡献票房超 310 亿
元，见证了《流浪地球》系列、

《封神》系列等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电影佳作的诞生。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平
台上，青岛作为新兴的影视
产业重镇与国际、国内众多
城市同台，凸显了在电影工
业化、科技化和产业规模方
面的优势。数据显示，青岛
影视产业核心区累计入驻影
视企业达 1000余家，覆盖了
影视出品、制作全流程。东
方影都建成国内首个影视虚
拟化制作平台，推进新一代
LED 虚拟拍摄技术在影视
作品中的应用，同时在美术
置景、道具、特效、器材、虚拟
拍摄等各个环节聚齐了国内
顶尖团队，逐步建立起最强
影视供应商联盟，成为中国电影产业工业化、科
技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除了硬件，青岛还在上影节平台着重介绍
了省、市、区对影视产业的扶持政策，包括省级

《关于支持鼓励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的十项
措施（试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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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凯
本报6月16日讯 16 日，生物经济 50 人

（青岛）论坛暨青岛企业家新质绘（生物产业专
场）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办。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王鲁明出席活动。

此次论坛以“生物制造——构建未来产业
的绿色引擎”为主题，旨在为生物经济产业繁荣
注入新动力。论坛上，政界、商界、学界多位代
表深度解读生物经济行业发展趋势，分享技术
与管理创新方面的成功经验，交流对生物制造
技术最新进展、产业政策、市场分析、绿色发展
融合路径等议题的观点，搭建共同探讨和规划
我国生物制造未来发展的高端平台。论坛专
门举办生物经济“青企绘”、生物经济赛道说等
系列活动，为受邀嘉宾搭建更为丰富的讨论交
流平台。

活动上，青岛西海岸新区管委、深圳华谷
生物经济研究院、青岛市企业联合会签订合作
协议， （下转第二版）

生物经济50人（青岛）
论坛在西海岸新区举办

王鲁明出席

新华社石家庄6月16日电（记者
秦婧 冯维健）16日开幕的2024中国·
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发布了

《中国商贸物流发展报告（2023 年）》，
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
达126.1万亿元，同比增长5％。

报告由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中
国物流信息中心共同编写。报告指
出，当前我国商贸物流发展呈现六大
特征。一是批发业物流逐步向供应链

服务拓展；二是零售业物流加快精细
化转型；三是冷链物流设施短板加快
补齐，冷库总量约2.28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8.3％，冷藏车保有量约43.2万辆，
同比增长 12.9％；四是餐饮住宿物流
定制化服务快速发展，餐饮业全年食
材流通规模达6.1万亿元，净菜市场规
模突破 3000 亿元，住宿业物流需求恢
复到 2019 年高位；五是进出口物流保
持韧性增长，出口物流量同比增长

6.7％，进口物流量同比增长13.0％，全
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70亿吨，比上年增
长 8.2％；六是绿色化标准化水平进一
步提升，全社会标准托盘保有量超 6.3
亿片，托盘标准化率超36％。

报告对2024年商贸物流发展趋势
进行了展望。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
司长任锋表示，随着各项宏观政策措
施协同发力，消费需求持续恢复，商贸
物流由恢复性增长向温和增长转变。

商贸物流:由恢复性增长向温和增长转变
2023年中国商贸物流总额超126万亿元，同比增长5％

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发展之基、活力之
源。好的营商环境就像阳光、水和空气，须臾
不能缺少。

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若干措
施》《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行政效能深化

“高效办成一件事”若干措施》，系统推出优化
营商环境改革创新举措；建立市领导与企业
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搭建政企交流恳谈会、

外资企业圆桌会、营商环境会客厅等交流平
台，面对面听取企业意见，实打实解决企业诉
求……最近一段时间，青岛紧盯市场主体需
求，频出优化营商环境实招硬招，动员全市上
下以更大力度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切实提
高企业的获得感。

企业的获得感是最大的营商环境。营商
环境好不好，企业家感受最为直接、理解最为
深刻。近年来，全国各地都高度重视营商环境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也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和
特点。从企业角度来看，当前企业对营商环境
的期待，正逐渐从“少跑路、少走程序、少交材
料”等“基础款”便利，上升为权益保障更加充
分、市场竞争更加公平等“升级版”需求。面对
这些新形势新变化，我们要提高站位、认清形

势，以经营主体需求为导向，以更加坚定的决
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推动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让企业有更多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

要持续优化政策供给。政策环境是营商
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决
策。各级各部门如何推出“立得住、叫得响、真
管用”的政策，提高企业获得政策便利度和实
效性？回答好这个问题，关键要在精准制定政
策、快速兑现政策上下功夫。围绕政策出台，
要建立完善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紧
紧围绕企业需求靶向推出政策，同时保证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更好坚定企业
发展信心，激发创新创业动力活力。围绕政策
兑现落实，要持续优化“青岛政策通”平台功

能，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推动惠
企政策“免申即享”“即申即享”。

要切实助企纾困解难。细察企业之困，做
好精准帮扶，是青岛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
措。去年11月，青岛搭建起全市统一的企业
诉求办理平台，截至今年6月初，已办结各类
企业诉求3547件。工作中，我们要继续增强
为企业服务意识，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
急、解企业之所困，真心实意帮助企业解决实
际问题，切实做到“无事不扰、有求必应”。要
用好政企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广泛倾听企业
意见建议，精准收集、高效解决企业反映比较
集中的突出问题，力争“解决一类问题、惠及一
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要畅通企业诉求反
映办理渠道， （下转第二版）

加力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本报评论员

新一届欧洲杯，全新的海信。
北京时间 6月 15日凌晨，欧洲杯在德国慕

尼黑开赛。海信与 vivo、比亚迪、速卖通、支付
宝等其他 4 家中国赞助商一道，成为绿茵场上
的一道风景线。

这是海信第3次赞助欧洲杯，第5次赞助世
界顶级足球赛事。相较往届，海信在本届欧洲
杯上实现了由品牌推广合作向技术合作的赞助
升级，成为赛事VAR（视频助理裁判）显示官方
合作伙伴，助力裁判作出更精准判断。

本届欧洲杯是欧足联历史上首次开放
VAR显示独家权益，因此格外谨慎。拿下这一
权益，绝不只是“合作惯性”或者“钞能力”就能
够驱动的。海信过硬的技术实力和全球品牌影
响力的持续提升才是真正最有力的砝码。

正如海信在球场上所打出的围挡广告——
“海信电视，世界第二”，从 2022 年起海信系电
视已连续两年位居全球出货量第二，市场份额
也从2021年的9.9%一路攀升至如今的13.6%。

从“初出茅庐”到“资深玩家”，这是海信作
为欧洲杯赞助商的转变，更是海信在全球化进
程中加速成长的缩影。凭借不断增强的自主创
新能力和日益老到的全球化运营策略，海信正
在朝着“不止于世界第二”的雄心稳步前行。

战胜“最严苛”挑战

开放 VAR 权益对欧足联来说并不是一个
太容易的决定。

VAR通过视频回放技术，可帮助足球比赛
主裁判作出正确的判罚决定。2018年，这一技
术首次被引进世界杯，并于2021年应用在欧洲
杯赛场，在足球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国际级裁判员马宁曾说，视频回放画面中
的任何细节都有可能改变最终判罚，对画面成
像技术有着很高的要求。

VAR 技术的引入是足球比赛更加公平和
公正的重要标志， （下转第四版）

“不止于世界第二”，海信加速迈向“下一站”
再次亮相欧洲杯，全面展现持续提升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孙 欣

青岛市科学仪器创新孵化公共研发平台为企业提供零部件加工服务。

青岛：打造黄河流域最便捷“经济出海口”
通过建设高效畅通的陆海大通道、便捷低成本的出海大通道，不断提升资源配置能力，实现从“通道经济”到“枢纽经济”的升级，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

聚焦

■三版

海信电视在德国卖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