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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记者 吴 帅

本报2月16日讯 建设
“无废城市”，最基本的工作
是从培育“无废细胞”开始，
而“无废工厂”建设正在重塑
汽车产业。日前，市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印
发了《青岛市汽车制造业“无
废供应链”建设指南》，探索
打造汽车制造领域“无废供
应链”，通过推动汽车制造上
游与下游企业“无废工厂”建
设，实现“无废细胞”的网链
式建设，以点串线，以线带
面，推动实现整个产业链条
的绿色转型升级，实现青岛
汽车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

汽车产业是青岛的支柱
产业之一，短短十几年，从不
足百亿产值，到跻身千亿级支
柱产业，形成了以一汽解放青
岛汽车有限公司、上汽通用五
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
公司、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公司等整车企业为龙
头，以青特集团、一汽富奥国
轩电池等零部件企业为配套
的完善产业链。汽车产业等
工业企业在“无废城市”建设
当中承担着重要角色，是践行
绿色发展方式的先行者。

《建设指南》分别从管
理、设计、采购、生产、运输、
回收与处置、可持续措施等
七个方面对汽车制造业“无
废供应链”建设提出了要求
和建设方向内容，指导相关
企业开展“无废供应链”建
设，探索汽车制造领域“无废
城市”建设新模式、新路径。
其中提出，“无废供应链”建
设应覆盖企业产品及其生命
周期全过程以及供应链上、
下游相关方，无废供应链建
设不仅要求企业产品符合

“无废”建设要求，而且产品生命周期过程及其供
应链上、下游相关方也应满足“无废供应链”建设
要求，与此同时，核心企业应在产品生产和服务
经营活动的全过程中率先践行“无废”理念，并对
关联企业的“无废供应链”建设进行约束。

而在青岛发布的《第二批“无废细胞”建设
（实施）指南》中，还将汽车4S店、加油站等纳入
“无废细胞”建设范围，打造汽车零部件制造、整
车生产、销售维修、日常运行等方面的全生命周
期的“无废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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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 伟
本报2月16日讯 连日来，青岛高新区推

进“快捷建”服务专项行动，对东方伊甸园、国信
M地块、金茂智慧新城B8地块等项目开展复工
复产专项检查服务指导，帮助企业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项目建设“开门红”“开门稳”。

青岛综合立体交通产业示范园（高新区）项
目是青岛高新区引进的山东省首个交通产业
园。自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快捷建”服务专班
主动创新服务模式，在施工图审查环节积极推
进“提前介入”“全程紧跟”服务方式，提供施工
图变更审查服务，并多次为项目开展竣前验收
指导，帮助项目加快推进验收进程，保障了项目
顺利开园运行。

为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诉求，青岛高新区落
实主动服务机制，建立企业服务问题台账和

“2115”企业诉求快速办理机制。企业诉求中短
时间可迅速解决的问题，1 个工作日内给企业
答复；复杂且需要多方协调的问题，15 个工作
日内给企业答复，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
声。去年至今，青岛高新区已累计帮助市民健
康中心、阿斯利康、青岛综合立体交通产业示范
园（高新区）、国药科技城等在建项目协调解决
手续办理、路牌迁移、供电配套、管网验收和竣
备移交等各类问题90余项。

近年来，青岛高新区积极探索创新服务模
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跑出了项目建设的“高
新速度”，先后为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眼科学院等
40余个区内项目提供施工图新建、变更审查服
务181次。

开展“快捷建”服务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青岛高新区建立企业
诉求快速办理机制，确保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声

能源绿色转型，带来的是一场影响深刻的
革命性变革。这场变革不仅发生在能源体系，
也将重塑以绿色为底色的产业体系。

2025年青岛的省市重点项目中，三峡青岛
一期3000MW海上风电项目、华电2000MW海
上风电智慧能源融合示范项目等“大块头”的绿
色能源项目纷纷入列。年初，中电建青岛即墨
海上光伏项目海上安装作业全面启动，青岛首
个百亿级储能项目鹏辉能源储能电池生产项目
预计一季度完成生产线设备调试并联机试产。

向海揽风、向海逐光，为青岛打开了绿色
能源新的产业机遇之窗。在“10+1”创新型产
业体系的布局中，青岛之所以把绿色能源作为
突破发展的新兴产业，其中很重要的动力就来
自这座城市的海洋禀赋。下一步，青岛将聚焦
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产业方向，加力推动
产业体系和能源体系向绿色低碳突围，打造千
万千瓦级海上新能源基地。

将产业技术前沿方向和城市优势技术储
备相匹配，青岛还锁定钙钛矿电池、风电装备
制造、新型储能、海上风光氢储及海洋能综合
开发、氢燃料电池等细分赛道重点发展，力争
到2027年绿色能源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

海风产业“串珠成链”

2023 年，青岛全市新能源发电装机增长

34.6%，达到 482 万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
占全市发电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在迈过这
一能源结构转型的标志性关卡以后，青岛的能
源还要如何向“绿”？以海上风电、光伏、海洋
能为代表的海洋清洁能源是城市能源结构进
一步转型变革的重要支撑。

在刚刚过去的 2024 年，青岛在新能源向
海布局增量的道路上陆续取得重大突破。总
投资 102 亿元的中电建海上光伏项目陆域工
程完工，一期用海获国务院批复，成为青岛首
个立体确权海上新能源项目。三峡风电项目
是青岛首个大型海上风电项目。按照山东省
能源部门统一部署，青岛新筛选5个海上风电
场址，可装机规模 1300 万千瓦，除了三峡，还

包括华电、华能、大唐、中船等企业，均已启动
选址或项目招标。

一个投资大体量的海上风电项目的建设
落地，背后牵引着由风电机组、海上输电、海洋
工程、建设运维等关键环节组成的系统产业
链。考虑到运输的便利性、成本等因素，相关
环节企业往往会选择就近落地为项目进行配
套，这将产生新的产业增量。

目前，在风电装备制造赛道，青岛不乏国
内相关领域的领军企业。国内新一代自升自
航式一体化海上风电安装船“蓝鲲01”、我国自
主设计建造的首套抗浪型漂浮式光伏平台“黄
海一号”、国内综合性最强的第四代海上风电施
工平台“港航平5”……仅2024年下半年，就有三

台重量级新能源海工装备陆续从青岛交付。
作为青岛电力装备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

华斯壮、天能重工、东方铁塔等的电力钢构类、
风电塔架等多种产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80%以上；汉缆股份500千伏及以下海底电缆、
光电复合海底电缆等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领
先。盘古智能生产的风机集中润滑系统下游
客户基本覆盖国内十大风机制造商，德国埃斯
倍风电科技（青岛）公司在变桨驱动器领域做
到行业“龙头”。

在建设运维环节，青岛镭测创芯科技有限
公司研发生产的激光雷达，即使在复杂天气条
件下，也能对 500米高度以下、半径 10公里左
右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将风向、风速等信息
传回大数据平台。目前产品已成功拓展至欧
美、日韩、东南亚等国际市场，全球累计交付
600余台（套）。

在主机制造上，上海电气上合风电装备产
业园制造的 4.0 兆瓦、6.0 兆瓦和 8.0 兆瓦风机
机组设备已于 2023年 6月起下线。然而在大
功率风电机组领域的空缺，一度成为青岛的产
业短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现“东方
电气风电装备制造项目开工”。这一具备全球
最大功率等级海上风电机组研发制造能力的
企业的落地，或将成为产业新的核心竞争力。

随着海上风电大项目的次第落地，青岛有
望将风电装备产业企业“串珠成链”，带动风电
装备制造赛道的快速成长。

磨炼海上“氢”功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增量的并网、消纳，需
要能源系统更高效、更灵活的调节能力。

（下转第五版）

绿色能源：“风光氢储”一体发展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 光

构建“10+1”创新型产业体系

青报经济述评

中电建青岛即墨海上光伏项目启动海上安装。

从冬日经济的火热走向春日经济的蓬勃，
消费“主引擎”的强力拉动，折射出岛城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上周，山东省提振消费工作大会上，一组
来自青岛的数据振奋人心：受益于“以旧换
新”，去年四季度，海信集团家电产品零售额同
比增长超 70%，其中，一级能效家电销售占比
高达73%，比上年同期翻了近一番。目前海信
家电产品全系搭载自研 AI 智能体，旗下多个
大模型应用接入 DeepSeek，将大幅提升智能

家居体验。
消费潜能从哪里来？青岛实践给出了生

动答案：消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一
头连着生产发展，一头连着民生福祉，归根结
底源自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深藏于千家
万户的平凡日子里。新春伊始，抓紧抓实提
振消费这一全年经济工作首要任务，全市推
出一系列“组合拳”，把扩消费和惠民生结
合，切实以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增
强消费能力的“暖流”汇聚源源不断的客流，
进一步拉动本地消费、吸引外来消费，引领消
费潮流。

聚焦重点领域发力，拉动消费提质扩容。
城乡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离不开务
实的促消费举措。以文旅消费券为例，自1月
26 日青岛启动发放新春住宿消费券以来，截
至 2 月 13 日 ，直 接 拉 动 住 宿 领 域 消 费 达

2147.46 万元。大力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既要在汽车、家居、住房等商品消费上重点发
力，围绕政策引导、市场调节、消费需求、产品
创新等综合施策，也要重点释放服务消费潜
力，发挥青岛资源优势，聚焦旅游消费、文化娱
乐消费、健康消费、餐饮消费等，实现服务消费
高质量发展。具体来说，要以加力扩围实施消
费品以旧换新为引领，让智能汽车、冰箱、洗衣
机以及平板和智能手机等产品，为更多人的生
活和工作带来舒适和便捷。围绕农村消费、国
际消费等全省确定的重点促消费领域，要进一
步提升市场供给能力，尤其是发挥青岛在全省
入境消费领域的引领作用，积极发展入境旅游
实现消费“引流”。

适应消费结构变化，大力培育新型消费。
2 月 11 日至 16 日，亚洲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
赛在青举行，掀起新一轮赛事经济热潮。以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总目标，新型消费的跃
升成为青岛促消费的重要方向。抢抓消费

“新”机，要积极培育壮大首发经济，吸引更多
首发新品和品牌活动在青岛呈现，既要抓好创
新商品和服务的招引，也要引导本地市场主体
发力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要全方位扩大时
尚消费，积极引导演艺经济、赛事经济、冰雪经
济、银发经济、低空经济等健康有序发展，推动
商业综合体向文商旅综合体转型，打造新型融
合消费业态；要大力培育数字消费，重点关注
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网络销售等新消费领域，
以多元消费场景和高品质供给满足新需求、创
造新需求。

供需两端协同发力，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青岛近期促消费活动精彩纷呈，商务部、山东
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25欢乐元宵·购物嘉年
华”活动在青启动， （下转第五版）

以“暖流”汇聚“客流”，为消费注入源头活水
本报评论员

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今年
的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全方位扩大内需上
聚力攻坚求实效。其中，在“持续扩大有效益的
投资”方面提出，积极推进潍宿高铁至青岛连接
线工程，全面启动董家口至五莲铁路建设，做好
青岛至连云港至盐城高铁谋划争取。加快董梁
高速、青兰高速（河套至黄岛段）改扩建项目进
度，实现沈海高速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推进
琅琊台湾通用码头等 9 个港航工程建设，建成
董家口港区万邦矿石码头……报告中，多个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点名”，成为今年交通
领域“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的重点。

着眼于对外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对内打造

沿黄流域“经济出海口”的重任，2025 年，市交
通运输局将重点推进27个交通项目，包括青岛
港董家口港区琅琊台湾通用码头、潍宿高铁至
青岛连接线、董家口至五莲铁路等省重大、市重
点项目。为扎实做好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
质量发展各项行动任务，2月13日，市交通运输
局召开全市交通项目推进落实部署会暨交通项
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专班第一次工作会议。会议
提出，面对项目投融资、新质生产力发展等新形
势，今年将更加注重项目谋划、规划，对上积极
争取资金支持；注重系统思维，全面统筹项目建
设，确保全链条、各要素跟着项目走。在现有项
目之外，充分挖掘物流枢纽、低空经济等领域项

目空间，尽力提高项目投资，全力推动交通项目
建设提质、提速、提效。

港口方面，以保障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导
向，加快推进董家口港区港投万邦矿石码头、
北三突堤 7-8#泊位、琅琊台湾通用码头、琅琊
台湾工作船码头、琅琊台湾东部集装箱码头、
液体化工仓储三期、胡家山作业区防波堤、前
湾港区北岸码头改扩建一期工程、前湾港区
75 泊位改造工程等 9 个重点港口项目规划建
设，推动港口向枢纽港、贸易港、金融港转变。
新春伊始，董家口港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
象，山东港口青岛港第二座 40 万吨级矿石码
头——万邦矿石码头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码头

面层、系缆平台、变电所、转运站等工程施工。
作为在建的世界最大矿石码头工程，万邦矿石
码头长 510 米，前方及后方堆场约 125 万平方
米，年通过能力 1600 万吨，建成后将与第一座
40 万吨矿石码头产生联动效应。与传统码头
不同，这座码头将建设成为行业领先的新一代
大型自动化干散货“数智”码头，实现全区域自
动化，进一步降低运营成本，提升作业效率。

“新的一年，‘建设大军’将继续发扬团结、拼
搏、实干、奋斗的精神，持续加快码头、引桥、堆
场和工艺流程的建设，力争上半年完成竣工验
收，推动项目早日投产。”

（下转第五版）

围绕港口、铁路、公路、枢纽等四大领域，今年重点推进潍宿高铁至青岛连接线工程、董家口万邦矿石
码头等项目提质提速提效

促开放助发展，青岛重点推进27个交通项目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建亮

李村河（张村河）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初见成效

“人河相亲”“城河相融”的新实践
青岛创盛仪器仪表产业园集聚优质企业42家

这个“园”如何“精炼”仪器仪表
聚焦

■四版■三版

作为上合示范区核心区
地标性建筑，上合大厦雏形
初现。目前项目外幕墙工程
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室内
装饰装修，预计今年5月竣工
交付。项目建成后，将用于
大型会议、展览、商务办公
等，搭建上合组织国家间地
方经贸合作交流新平台。

邢志峰 摄影报道

上合大厦
雏形初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