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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 开新局
推进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

03

早报8月11日讯 到 2026 年，争取
市长质量奖突破13个、山东省高端品牌
培育企业突破85个、中国驰名商标突破
25 个……8 月 11 日上午，崂山区召开高
质量发展暨质量强区创建工作会议，发
布《崂山区创建山东省首批质量强区工
作方案》，正式提出要创建全省首批质量
强区的目标。

质量考评崂山“五连A”

质量是惠民之本、共富之基、强区之
要。崂山区自建区之始就把质量工作作
为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作来抓。特别
是近年来，崂山区深入推进质量提升、品
牌建设、标准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大力推
进质量强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近年来，崂山区大力实施“质量强
区”战略，全区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升，
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积极贡
献。下一步，崂山区要全面提升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多领域质量水平，推动
形成质量提升的叠加效应和强大合力，
为加快推进“五区同创、勇当排头”，打造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示
范窗口区提供强有力的质量支撑。

目前，全区拥有中国质量奖1个（海
尔）、省长质量奖 1个、市长质量奖 9个，
拥有中国世界名牌产品 2 个、中国名牌
产品 10个、中国驰名商标 23件，主导或
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 97 项，国家标准
579 项，行业标准 166 项，16 家企业入选
了新一代“青岛金花”；全区质量工作考
核评议连续五年获全市 A 类等次，消费
者满意度综合测评全市第一。

拿实招创建质量强区

会议传达了《崂山区创建山东省首
批质量强区工作方案》，对创建山东省首
批质量强区工作进行部署安排。

《方案》提出，崂山区要创建山东省
首批质量强区，提升城市质量发展质效，
增强城市质量竞争力，建成特色鲜明的
县域高质量发展示范标杆，打造全省高
质量发展新高地。

崂山区将推广先进的质量管理方
法，培育创建自主品牌，形成一批拥有国
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
品牌形象突出、服务平台完备、质量水平
一流的产业集群。推广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推动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系统完整高效运行，增大对科技进步、产
业升级、社会治理、内外交往的支撑，构
建以预防为主的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体系
和高效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畅通质量
投诉渠道，及时有效调节和处理质量纠
纷，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广泛开
展群众性质量活动，群众对全区综合质
量水平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培育更多的“独角兽”

创新是崂山的基因，是崂山的优
势。崂山区要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从
源头上加快提升质量供给水平。

工业创新要有新标杆。要以564家
“专精特新”企业为主力军，积极开展装
备升级、技术攻关、顾客满意度提升等专
项行动，加快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
不断培育出更多的独角兽、瞪羚、隐形冠
军企业。

农业创新要有新进展。围绕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放大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扶持办法的引导效应，加快完善农产品
质量标准体系，在提高崂山茶、王哥庄大
馒头等特色产品质量基础上，再打造一
批高品质、有口碑的新产品，提升农业质

量竞争力。
加快“创”的步伐。引导企业构建品牌

管理体系，鼓励企业从注重经营产品向经
营品牌转变，支持更多企业从争创崂山质
量奖向争创市质量奖、省质量奖、中国质量
奖等荣誉发力。到2026年，争取市长质量
奖突破13个、山东省高端品牌培育企业突
破85个、中国驰名商标突破25个。

打造“强”的载体。聚焦重点产业功能
区、专业化园区，加快培育一批行业品牌，创
建一批质量提升示范区、知名品牌示范区。
依托涉农街道，打造北宅樱桃、沙子口金钩
海米等一批“土字号”“乡字号”区域公用品
牌，让更多的农产品走出崂山、走向全国。

崂山区要全面提升产业标准化水平，
探索实施区级重点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
标准化助力重点产业稳链工程等，不断提
升区域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
平。要主动创造标准。聚焦虚拟现实、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深入推
进标准化试点，鼓励龙头企业牵头成立产
业链标准联盟。力争到2026年，主导或参
与制修订的国际标准达到 120 项，国家标
准达到800项，行业标准达到200项。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张绪霞 季晨雪）

早报 8月 11 日讯 以国际物流数
字化发展趋势为主题，2022 中国（青
岛）国际物流博览会于 2022 年 8 月 11
日上午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崂山馆 4
号馆开幕。

本 届 中 国（青 岛）国 际 物 流 博 览
会，是华北地区首次举行的国际性物
流展会，以国际物流数字化发展趋势
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超过 280 家展
商通过线上、线下的途径参与，共同为
推动国际物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变
革凝聚最前沿力量。本届博览会的举
办，对于青岛打造全国主要的国际物
流中心城市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本届博览会通过国际物流企业业
务展览、专业论坛、联谊活动、商务对
接、线上线下互动、媒体推介等形式，
推动青岛国际物流行业与全国、全球
同行业及相关产业链信息共享、融合
互通、共谋发展。同时本届博览会将
会充分深入了解国际物流行业的现实
需求，带动一大批国际物流实力企业
高质量创新发展，以创新力、创造力、
品牌力为行业发展赋能，引领国际物
流行业向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
模式方向发展的新征途，助力双循环、
服务新时代。

本 届 博 览 会 采 用 线 上 线 下 互 动
模式。线下活动主要有开幕式启动
仪 式 ，通 过 280 个 标 准 展 位 、10 个 超
大特装展位，对航运物流、跨境电商、
整箱、拼箱等多个领域进行展示。线
上活动主要通过云展会形式，开展全
球嘉宾云直播+视频圆桌论坛、云展
厅、1V1 会务邀约系统+视频云洽谈
等活动。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世杰）

崂山：创建全省首批质量强区
昨召开高质量发展暨质量强区创建工作会议 到2026年争取市长质量奖突破13个

首届2022中国（青岛）
国际物流博览会开幕

早报8月11日讯 在重点项目建设
一线，在城市更新建设现场，在园区企业
生产车间……近日，记者走进上合新区
如意湖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升降
机的轰鸣声、工人们的呐喊声，伴着空中
飞舞的电焊火花，一座集展览、会议、活
动、商业等多种业态于一体的商业综合
体“拔地而起”，目前主体结构已经全部
封顶，伴随着风管和幕墙的陆续安装，海
汇繁花、珠贝生辉的“上合之贝”建筑形
象已见雏形。

30天“阵地战”

走进项目 2 号元素馆施工现场，记
者看到工人们正站在升降机上，进行空
调风口安装的最后收尾工作。眼看工程
即将完工，通风班组长张志鹏不由升起
一阵自豪感。

“工地就是阵地，现场就是战场！”张
志鹏说，7月10日，通风班接到2号元素
馆空调排烟系统安装和保温的施工任
务，由于工期紧、任务重，施工人员两班
倒，24 小时连轴转，30 天打了一场漂亮
的“阵地战”。

班组技术人员进场实测时发现，现
场各施工面交叉作业，在同一个位置有
多个专业工种同时施工。由于安装的
设备体大量重，多工种作业极不方便，
这让通风班组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
难题。

“各班组都在赶进度、抢工期，我们
很理解，不能因为这点困难就轻言放
弃。”张志鹏说，通风班组及时制定应对
方案，提前与项目部沟通施工部位和施
工时间，同时合理安排工人数量和不同

工种进场，加班加点，有力保障了工程
进度，8月3日完成全部保温施工，8月8
日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18米“高空秀”

在张志鹏的带领下，记者跟随升降
机来到建设工人身边。站在高处俯瞰，
水色茫茫，岸上景色尽收眼底。

“工人们可没空看风景，他们每天
在这里施工将近 10 个小时，中午才有
间歇吃饭、休息。”张志鹏介绍，风管安
装可不是个轻快活，由于施工作业面距
离地面最高处有 18 米，需要安装的单
节风管也重达两百多斤，单凭人力是不
能安装到位的。

为此，班组与项目部进行沟通，租赁
了越野式剪叉车来“帮忙”。“由它将单节
风管送到施工点，我们再进行安装，省了

不少力气。”工人们纷纷表示。

40℃“烤”验场

屋面安装是一项考验技术和体力的
工作，在6号元素馆12000平方米的屋面
上，是幕墙班组“大展身手”的地方。

前 段 时 间 ，屋 面 平 均 温 度 超 过
40℃，工人们头顶炎炎烈日，脚下热浪
滚滚，刚站上去三五分钟，汗水便不断
从安全帽中涌出，但他们仍然坚守在那
里作业。为了解暑，班组给每人配发了
藿香正气水，屋面配备乘凉处、饮用水、
降温药。同时，科学调整作业时间，延
迟下午上班时间，并把夜间作业时间延
长。为了赶工期，雨天施工，工人们小
雨不避、大雨暂避，有力保证了工程进
度。 （撰稿 胶州融媒记者 曲一鸣
摄影 胶州融媒 上合示范区）

胶州：“上合之贝”已见雏形
上合新区如意湖商业综合体项目主体结构全部封顶

如意湖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