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3

2024年12月10日 星期二

科技创新引领、社会治理赋能“两手抓”，增强老城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市北：击楫勇进，破题高质量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国际邮轮
港区集聚省、市
级重大项目。
修仕轩 摄

■市北区推动社区嵌入式服务综合体建设。图为
湖岛街道滨海社区为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崔冬妮 摄

■今年前 10 个
月，台东步行街客流
累计 9500万人次，营业
额达95亿元。 崔冬妮 摄

■市北区123个老旧楼院焕发新生机。图为绍兴路
200号小区改造后增加便民设施。 崔冬妮 摄

■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获评省级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集聚区。 崔冬妮 摄

■后海一带崛起青岛滨海国际中心、青岛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区等产业高地。 修仕轩 摄

向高而攀，夯实项目支撑

“世界之眼”、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实训基地、青岛
滨海国际中心、青岛山姆会员商店……初冬时节，市
北区各大重点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迸发出澎
湃向上的力量。

项目兴则产业兴，项目强则经济强。可以说，在
市北区全年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的态势中，正是项目撑
起了老城区高质量发展的脊梁。数据为证——今年
以来，市北区抓牢年度投资超 200 亿元的 128 个省、
市、区级重点项目，完善全周期管理推进机制，争取政
策性资金近 50亿元，累计完成土地供应 381亩，其中
产业和公服配套用地占比近七成，前三季度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8.6%，列全市首位。

日前，青岛滨海国际中心项目现场，多台吊臂车、
挖掘机同时作业，“空中”幕墙安装和“地上”市政施工
两不误。青岛滨海国际中心项目位于市北区胶州湾
海岸线以东、环湾路以西，规划占地面积约438亩，地
上规划建筑面积约 52.77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60 亿
元。如今，项目涉及的9个单体商务楼座沿海岸线一
字排开，部分楼座已现雏形，红色的屋顶和框架配以
玻璃幕墙，现代感十足，尽显滨海风情。

青岛滨海国际中心项目所在的“后海”板块，是市
北区重量级产城融合项目集中落地的关键区域。今
年以来，这一昔日沉寂的区域正加速焕新，重构后海
发展新场域。比如，邮轮港区 22 万平方米地下空间
建设基本完工；地标性建筑——“世界之眼”已现雏
形，正加速推进幕墙安装，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完成建
设，2025年投入使用；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实训基地正
处于外立面装饰和室内机电安装的关键阶段。从邮
轮港区一路北上，欢乐滨海城片区，青岛山姆会员商
店项目正紧锣密鼓地推进，青岛滨海国际中心项目已
初现雏形，全部工程将于今年年底竣工交付。

对于项目来说，投产见效才是城市培育新经济增
长点的关键。为了最大限度释放项目的产业价值，市
北区一手抓项目建设，一手抓产业招引，按下高质量
发展“快进键”。

比如，生命健康科技高端智造产业基地聚焦“研
发+总部、服务平台+成果转化”的发展模式，专注于
医疗器械、医贸流通、特色医疗服务等核心领域，目前
已有百年康健、五维康等头部企业布设产线，待项目
建成后，这些企业便可“无缝衔接”入驻。作为青岛主
城区首个“工业厂房+研发办公”的 M0 新型产业项
目，市北区都市科技工业产业园致力于打造青岛市智
能制造新高地，在正式交付前已锁定山东发展智慧园
区投资有限公司运营。

向新而立，激发产业活力

对于市北区来说，“腾笼换鸟”是其当前和今后较
长时期内发展的总命题。

面对区域发展实际，市北区将符合市北区情的现
代服务业和高附加值产业链作为招引的关键，将积极
培育现代服务业作为全区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确
定了以总部经济、数字经济为引领，航运贸易、商务商
贸、现代金融、都市工业、医养健康、文化创意为重点
的“2+6”特色产业体系。

循着这一路径，市北区不断优化调整链长制运行
机制，“一链一策”打好组合拳，今年新落地亿元以上
项目69个，产业引领和区域贡献同步提升。

总部经济、楼宇经济协同发展。今年，市北区新
培育特色楼宇4座、亿元楼宇3座，市级现代服务业集
聚区达13个，数量全市领先，获评中国楼宇经济高质
量发展示范城区。其中，楼宇集聚的青岛中央商务区
入选“2024 中国商务区综合竞争力 20 强”；该片区的

青岛浪潮大数据产业园入选“2024 年度中国楼宇经
济城市更新标杆项目”。

数字经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全国第二个、北
方第一个华为“方舟壹号”空间智能开放实验室落地
欢乐滨海城，市民可以身临其境感受智慧“好房子”
的魅力。颐中烟草研发制造中心开工，东软载波创
新中心主体封顶，中车四方所入选省级数字经济产
业创新中心，檬豆科技获工信部首批数字化转型贯
标最高评级。

新兴产业、创新资源相互促进。青岛中央商务区
抢抓风口成立青岛市网络微短剧基地，打造内容审核
辅导、版权登记确权等全链条服务高地；全区出台“科
创引领11条”政策体系，落地全省首家国家级专精特
新企业培育服务基地，新认定专精特新企业36家、创
新型中小企业92家，全区研发投入增长5.1%。

一个个充满活力的产业图景，正是市北区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的真实写照。

今年以来，市北区迭代升级优化营商环境行动
方案，推出45项80条“诚意服务包”，其中，围绕集成
化提效政务服务，深入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创新
农贸市场摊前办证等 4 项审批集成事项，让企业和
群众取一个号、跑一个窗、办一串事；针对重点项目、
营业性演出等场景审批流程“再优化”，效率提速
50%以上。

为了“一站式”赋能企业发展，市北区还创新打造
全市首批“一站式”楼宇政务服务会客厅、产业园区服
务分中心等楼宇服务阵地，深化金牌管家包楼服务，
实现“园区事园区办”；推出首批政银合作惠企服务示
范点，新开办企业跨领域业务延伸至银行网点集成办
理，享受融资贷款定制方案等 10 项增值服务；升级

“营商环境智慧云”平台，嵌入全区载体招商资源和
“政策计算器”，更好助力政策免申即享、快达快享。

向优而进，擦亮文旅名片

从市北区上空俯瞰，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历史城
区、台东步行街的更新建设正酣，勾连出一幅市北西
部城区蝶变焕新的图景，也串起了一条高品质的老城
区文化旅游带。

港产城融合发展，邮轮港区加速崛起，邮轮旅游
强势复苏。

在胶州湾畔 4.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用国际化思
维谋划的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已初现绰约风姿——高
耸的建筑将刷新城市天际线，商贸、文体、休闲、交通
等板块交错互补，胶州湾航运服务引领区建设加快破
题，10余家头部企业意向入驻港航科技新质产业园，
未来之城呼之欲出。

“欧罗巴”号、“爱达·地中海”号、“蓝梦之歌”号、
“梦想”号……今年以来，青岛邮轮母港再现往日的繁
忙与活力。就目前已发布航次来看，青岛今年已运
营、接待始发港、访问港邮轮 21 个航次，多艘国内市
场主力邮轮都来青运营航线，基本实现“月月有船”，
预计今年港区出入境游客超6万人次，邮轮市场持续
升温。

历史城区正展现“新姿态”，成为吸引年轻人的潮
流场域。

今年，大鲍岛文化休闲街区按照“旅游+”“文
化+”“互联网+”等融合发展模式，加大新业态招商，
整体招商率超过80%，入选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随
着系列活动的推广，“大鲍岛”IP已深入人心，成为老
里院文化和新业态融合、高辨识度、自带流量的文化
符号。

作为青岛今年新启动的历史城区更新项目，无棣
路历史街区已完成5万平方米保护修缮，“波螺油子·
拾贰阶”改造初见形象，其背靠观象山、伏龙山形成谷
地布局，漫步其中，小而密的尺度和高低错落的坡度，

让这场 Citywalk 变得有趣而浪漫。信号山街区保护
更新案例入选住建部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电影《抓
娃娃》取景地“有余里”成为新晋打卡点。

“国字号”的“加持”让台东商圈释放新引力。
今年国庆假期，台东步行街客流“破圈”，7 天纳

客达 326.1 万人次，日客流高峰近 55 万人次，营业额
达2.9亿元，均创历史新高。高流量缘于街区在商业
形态上的吐故纳新、迭代升级。当下，台东步行街商
业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手工创意、脱口秀俱乐
部、沉浸式体验馆等新业态层出不穷，不乏国潮沉浸
剧场、热潮、猫头婴小酒馆、Downtown Livehouse、上
客喜剧、M23汐空间等集体验、休闲、社交于一体的新
锐首店。

与此同时，街区内依托天幕城改造的青岛文化市
场正式启用，原骨伤医院变身“酒店+时尚业态”聚集
地，原国美电器将于年底换装打造一站式娱乐综合
体。冠名“国字号”一年来，台东步行街在文化与商
业、古朴与摩登、保护与更新平衡中的不断蜕变，让人
们看到更具想象力的未来。

向美而行，彰显宜居品质

市北区是人口密集的人口大区。今年，围绕“社
会治理提升年”，市北区深入推进社会民生领域改革，
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难点问题，加快从民生
大区向服务强区跨越。

在持续加强社会治理方面，市北区从市民“急难
愁盼”中找准改革发力点和突破口，攻坚整治物业领
域、废品回收站、“老破小”养老机构等 14 个重点事
项，靶向治理关键问题；健全分类分层响应、联动处置
机制，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深化城管体制改革，大力
推广“大物管”模式，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统筹
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房地产、财政金融等领域风险，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宜居品质在建管并重中彰显。今年以来，市北区
统筹实施的 234个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已有 163个项
目竣工启用。双山隧道、华仁立交改造前期工作启
动，地铁5号线市北站点征迁任务全面完成，山东路-
鞍山路东北象限连接匝道通车，新建停车场28处、新
增泊位7000余个，基础配套持续完善。基本完成123
个老旧小区改造，惠及居民 4.57 万户，全区 80%的经
改造老旧小区覆盖“大物管”服务，河西、盐滩片区等
安置区建设稳步推进，海泊河 14号等 1000余户居民
回迁新居，居住环境进一步改善。

在扎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市北区压茬推进8
件34项区办实事，把教育、医疗、就业、养老、健身、救
助纳入“一盘棋”考虑，加大困难群体帮扶力度，积极
探索创新路径，创造更多改革“标志性成果”，为民生
事业发展增添新动能。

目前，市北区2024年区办实事已进入收尾阶段，
34项实事已有 29项提前完成，民生福祉在固本提优
中持续增进。其中，在民生保障方面，已建成“就享
家”乐业服务站 51 家，带动新增城镇就业 4.39 万人、
扶持创业 5700 余人；发放各类救助资金 1.7 亿元，新
打造9个街道“如康家园”残疾人之家，升级36处社区
居家养老服务站。在公共服务方面，新开办青岛启润
实验学校等 2所学校，增加学位 3200余个，新建续建
6所学校、7所幼儿园；区妇幼保健中心、全民健康信
息平台年内竣工，群众就医将更加方便。在文体惠民
方面，启动建设唐河路全民文化体育中心等2处综合
文体中心，弘诚体育场、滨海活力运动中心年底前对
外开放，累计举办群众文化艺术节、全民健身运动会
等文体活动赛事 5500 余场次，恢复举办的萝卜·元
宵·糖球会吸引客流量550万人次。

就现在，向未来，市北老城高质量发展其势已成，
愿我们广得见证、酣畅淋漓。

“换挡期”的市北，正以脱胎换骨的蝶变，向我们
展示熨平区域发展差距的可能性。

回望2024年，市北区总部经济、数字经济、航运
贸易等“2+6”特色产业聚链成群，历史城区、“后海”、
老四方工业区等城市板块提质焕新，“推窗见绿、出门
入园、观海漫步”成市民生活常态，城区形象得以重
塑。从这一幕幕生动的图景可以感受到，老城市北

“进”的力量更为强劲，“新”的动能加快形成。
“当前，市北区正处在动力转换期、优势再造期，

我们将紧盯老城区转型升级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
自觉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担
当作为、敢为人先，以更多改革举措加快建设繁荣美
丽幸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区，扛牢‘走在前、挑大梁’的
使命担当。”市北区委书记高健说。

走在前、挑大梁，就是要发挥表率作用、起到支柱
作用。今年前三季度，市北区强化海洋项目支撑，实
施清单化管理、全流程跟踪，加速推进海洋数字科技
产业中心等6个总投资额超98亿元的海洋领域省、市
重点项目建设，1-10月份完成投资13.64亿元，完成
年度投资计划的110.7%。

舟至中流水深处，击楫勇进向前行。面对新形势，
市北区正以科技创新引领、社会治理赋能“两手抓”，增
强老城区发展的内生动力，蹚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