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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医疗、教育、棚户区改造……

2023年城阳要办好这些民生实事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近日，青岛市城阳区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票决产生2023年重
大民生实事项目9件，桩桩直面民生需求、回应群众
关切，着力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医疗服务能力扩容提质（新增床位2291张）。全
力提高区内医疗机构水平，提高就医的获得感和信任
度，全面提升治疗规模，满足就医需求，重点升级改造
城阳区人民医院，加快青岛市中医医院城阳院区主体
建设、实现青岛城阳骨伤医院主体封顶，投入使用惜
福镇街道中心卫生院，新增床位2291张，打牢医疗服
务保障底座。

扩大教育资源供给（新增学位8130个）。加快教
育机构建设，平衡区内教育资源，缓解初高中就读压
力，全力推进3所高中和14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建设，重
点实现民大附中实验学校（公办）、（民办）和流亭街道
怡海路中学、红岛湾幼儿园完工，新增学位8130个；完
成区实验中学、城阳八中、城阳十中3所学校校园环境
改造，提升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努力实现教育公平。

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主体建设。导入国家级
医疗资源，提升市民就医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辐射
带动全区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加快推进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二期主体建设，建成立足山东、
辐射华东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解决供水能力不足问题。关注民生需求，解决民
声诉求，对供水存在问题的 31个商住小区和 44个农

村社区供水主管网、入户管网、二次供水设施和计量
水表实施改造，建设流亭街道白沙河以南区域配套给
水管道总长度3480米，改善提升老旧小区供水能力，
逐步实现供水能力不足清零。

推进棚户区改造（完成4个社区惠及2000户）。
加快棚户区改造建设，改善市民住房条件，提升居住
环境，全力推进 50 个续建棚户区改造工程，新启动 7
个社区、7033户改造，重点实现大胡埠、东程、西河套、
南万等4个棚户区改造项目完工或主体封顶，进一步

加快城市化进程。
改造提升老旧小区（16个）。解决老

旧小区设施陈旧、外观破旧等问题，重点改
造提升 192栋楼、6144户居民的 16个老旧
小区的外墙保温、屋面防水、绿化提升、充
电棚、社区服务用房等，进一步改善市民居
住环境，消除安全隐患，提高生活质量。

供热能力提升（新增供热面积400万
平方米）。满足新建小区市民供热供暖需
求，提升居住品质，加快推进供热项目建
设，重点抓好供热一次网、二次网及换热站
配套、小庄能源站一期，新铺设供热管道
50公里、新增供热面积400万平方米，进一
步提升全区供热能力。

促就业保市场稳定（新增就业3.8万人
以上）。畅通人力资源供需渠道，为企业和

求职者搭建更加精准的对接平台，全面做好各项稳就
业促就业政策，促进就业率稳步提升，年内实现城镇新
增就业3.8万人以上。

改造居民生活污水管网（修复约1000处）。加强
人居环境建设，缓解汛期排水压力，完成88条市政道
路、305 个小区排水检测工作，检测雨污水管道 1700
公里，对小区管网错混接约 1000 余处点位进行彻底
整改，有效提升城市品质和居住体验。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栾丕炜

本报1月9日讯 记者从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
区管委获悉，2022年，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按照“上
合策源、空支持、胶州托底、全域联动”的工作思路，充分
发挥枢纽经济、门户经济、流量经济联动发展主战场的
作用，主动融入“1+2+3+N”发展格局，围绕“七个新”发
展定位，在产业招引、片区开发、营商环境提升等方面持
续发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现代化上合空港新
城建设，在上合新区一体化发展中展现临空担当。

升维思考 擘画现代化上合空港新城蓝图

对标世界先进，突出“后发优势”，立足港产城一
体化融合发展定位，整合区域优势，统筹资源集聚，高
标准推进总规、产业规划等6项规划修编工作。按照

“新引擎、新平台、新城市、新中心、新基建、新能源、新
生活”发展定位，提出了打造“现代化上合空港新城”
的发展目标。同时按照“非空莫入”产业发展要求，提
炼了“2+2+2”的产业发展体系，为临空区的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引领基础。

青岛市提出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临空经济示
范区发挥胶东国际机场的“新动力源”效应，确立了

“1996”临空经济工作体系，以上合自由贸易空港申建
为引领，开展九大攻坚行动，实施九大建设工程，健全
六项保障机制，构建“港产城融合、保税非保税协同、会
展文旅引流、高端制造集聚”的临空指向型发展格局。

建群强链 加速临空产业垂直崛起

临空经济示范区秉承“非空莫入”的产业导入原则，
突出航空特色，提高亩均效益、投资强度等各项指标，形
成完整的评价体系和落户流程。依托空港强大动力源
作用，精准绘制招商图谱，全力引进头部企业，带动“腰
部”、延伸“长尾”，全面提升产业基础高端化和产业链水
平现代化，实现临空产业垂直崛起、迭代升级，为推动形
成大青岛北部经济隆起带提供有力支撑。先后注册182
家机场关联企业，重点推进了916亿元的28个项目，不
断提高“航空”含量、塑造“临空”特色。

芯恒源存储芯片项目是集成电路切割、研磨、封
装、测试环节头部企业，也是临空经济示范区重点招
引的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55 亿元，计划建设一条晶

圆研磨、切割生产线，一条存储类芯片封测生产线，达
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 80 亿元。目前正在进行前
期施工手续办理，计划1月底开工。

为实施建群强链行动，临空经济示范区紧抓青岛
市布局十大千亩新兴产业园区的契机，在青岛空港综
合保税区规划建设了占地约 500 亩的青岛集成电路
上合产业园（核心区）。目前，园区已落户芯恒源、邦
达芯等头部企业，下步将以这些企业为龙头，导入上
下游企业，打造成为集研发设计、制造和配套为一体
的集成电路生态圈。

平台思维 做好园区发展乘法

走进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一幢幢厂房拔地而
起，园区内整洁宽阔的道路交错纵横，作为山东省首
个临空型综合保税区，空港综保区成为西连上合组织
国家，东接东盟、日韩的又一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截至目前，综保区共引进项目15个，总投资121.9
亿元，各项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基本完工，计划2023年
3 月完成正式验收。“我们将根据上合示范区在贸易
便利化、科技创新等领域深化合作的需求，发挥综合
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监管优势，围绕‘5-2-1’矩阵式发
展思路，充分挖掘综保区的‘保税+’功能，打造双向
型先进制造业承接地、航空保税服务业态培育地、跨
境电商综合贸易聚集地，支撑服务上合经贸综服平台
建设，为上合组织国家深化合作探索新模式、新路

径。”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党工委委员、
管委会副主任孙祖斌介绍道。

发挥上合示范区的策源作用，学会用平
台思维做发展乘法。南部作为机场的南大
门，是客流、商流最集中的区域，如何将交通
枢纽的“流量”变为经济发展的“留量”，临空
经济示范区做起了“留”字文章。规划了占
地约 20平方公里的空港商务区，重点招引布
局商务文旅、免税零售、总部经济等业态，结
合地铁 8号线胶东站 TOD 建设，持续推进周
边商务配套群规划建设，打造凸显上合元
素、独具临空特色集商务办公、金融贸易、国
际会展、高端商贸、科研创新、文创旅游等功
能于一体的繁华时尚门户区。

矩阵模式 实现港产城一体化发展

按照未来城市发展理念，临空经济示范区立足港
产城一体化融合发展定位，加快打造以“新基建”为基
础，“新能源”为支撑，“新生活”为愿景，突出“上合元
素”，彰显“临空特色”的现代化上合空港新城。

加强港地联动、政企协同，建立“管委会+机场集
团+青岛航空+航空城+城市合伙人”矩阵式合作发展
模式，统筹资源集聚、整合区域优势，不断完善水、电、
路、气、讯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139.5亿元加快推进
33 项工程建设，实现临空区基础配套与机场同步衔
接，进一步提升临空经济示范区综合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在着力改善“硬环境”的同时，不断突破“软环
境”。为保障重点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临空
区管委坚持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盯着项目干，为企
业提供“一站式”服务，构建了一套项目建设全周期服
务链条。洽谈初期，安排专人跟进、定期回访，了解企
业落地困难，消除企业落地疑虑；开工前，实行包挂项
目责任制，围绕项目手续办理、要素保障、施工推进等
关键环节，靠前服务、全程帮办；建设过程中，建立动
态沟通协调机制，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
问题，确保重点工程建设提速增效，让企业来临空区
就能落得下、做得大、做得优、做得强。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马丙政 通讯员 王慧）

青岛胶东临空经济示范区：

打好“临空牌”建设现代化上合空港新城

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青岛空港综合保税区。。

20222022年年，，上马街道长安社区回迁安置选房仪式上马街道长安社区回迁安置选房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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