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再深入再创新

2021 年，青岛在全国率先提出服务企
业、自然人、项目建设、创新创业“四个全生
命周期”，在本次政策制定过程中同样有所
体现。

《实施方案》通过工作标准化、平台智能
化、服务品牌化，从深化审批流程再造、推动
重点领域突破、优化提升审批服务、加强审
管衔接互动和完善监督指导体系 5 个方面，
不断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再深
入、再创新。

深化审批流程再造，推进建设项目精准
落地。通过深化社会投资类项目“用地清单
制”、强化项目前期策划生成、完善土地供应
前基础配套设施、探索推行告知承诺办理施
工许可创新试点、实施重大政府投资项目施
工许可“提级审批”等十条改革措施。从用
地、规划、环评审批、施工许可等审批领域进
一步深化流程再造，帮助建设项目精准落
地、快速落地。

推动重点领域突破，实现审批智能化、
协同化、集成化。优化智能辅助审批技术，
实现审批系统由“电子化”向“智能化”升级
转型。推行联合验收“6+N服务”、简化联合
验收竣工验收备案手续、开展单独竣工验收
三项竣工验收领域的改革措施，让联合验收
服务更加合理、便捷。推行“排水许可”和涉
水行政许可领域智能审批、市政公用服务

“一件事”等市政公用服务领域的创新审批
新模式，实现市政公用服务协同办、集成办。

优化提升审批服务，实现审批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通过推行工程建设项目
全过程帮办服务及建筑许可、“多测合一”、
财产登记前“一件事”集成服务等建设项目
审批标准建设工作，进一步提升审批行为、
服务质量、技术规程的标准化水平。通过
将特殊程序纳入工程审批系统规范管理，
杜绝“隐性审批”“体外循环”。规范中介服
务管理，推进工程审批系统与新“中介超

市”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的
规范化水平。通过水电气暖信、建筑企业
资质、建筑许可审批的“一事全办”和证明
事项“零材料”，进一步提升建设项目审批
的便利化水平。

加强审管衔接互动，确保工程质量安
全。进一步完善审管互动机制、差异化监管
机制、建筑师负责制、工程质量潜在缺陷保
险，保障建筑工程质量安全。

完善监督指导体系，保障政策落地见
效。进一步完善工程审批系统数据监测分
析机制，完善问题提醒、督办、问责建议“三
函”制度，保障改革措施落实落地，切实提升
市场主体获得感。

政策要想得到企业的认可，关键在于真
正为企业办实事、解难题。青岛地铁集团有
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计划管理室主任付鹏飞表
示：“现在施工许可办理流程简单清晰，材料
少、办得快，审批局的工作人员手把手指导我
们准备材料，我们建设单位既省心又放心，可
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抓好工程建设。”据了解，
目前，青岛地铁三期7条线路均已办结施工许
可手续，其中青岛地铁9号线实现《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和《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同日
发放，创造了青岛地铁建设以来最快纪录。

尽最大限度惠企利民

《实施方案》的发布全面提升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服务水平，在38条具体措施中随处
可见标准化、法治化、集成化、专业化政策制
定特点。

根据不同项目类型分别明确策划生成
牵头单位，开发建设项目策划生成系统，完
善策划生成项目库管理机制；提升工程审
批系统的“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功能，及时
共享相关成果，告知企业建设与评估要求；
在全市范围推广工程项目投资立项、规划、
招标控制价等审批核准信息与交易平台数
据共享，招标项目的中标信息同步推送至
工程审批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出台工程建

设项目全过程帮办服务规范，指导各区市
为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和有需求的其他项目
提供帮办服务；为重点项目精准实施“倒排
工期、挂图作战”……

38条改革创新举措发布后，将形成强大
的政策合力，进一步促进工程建设项目早开
工、早建成、早投产，最终惠及企业群众和城
市发展。

定了就干，干就干好，是青岛不断深化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缩影。围绕
建筑许可“轻松办”，青岛做出了一系列探
索。探索实行建设资质审批告知承诺制，
帮助企业早拿证、早经营；推出建设资质政
策“惠企直达”服务，将建设类资质相关政
策、办理流程整合至同一个端口中，建筑类
企业在办理完营业执照后，“无感办”平台
将根据其经营范围以短信的形式主动向企
业推送相关资质政策及办理端口；推出资
质到期“无感提醒”服务，在证照到期之前
给企业发送一条到期提醒，提醒企业及时
进行资质证书的延续；全省率先推出建筑
业企业“一事全办”，创新突破实现营业执
照、建设类企业资质、安全生产许可证书等

“证照联办”。
现在，青岛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限压

缩至 70 个工作日以内，全省领先，成为改革
成效的生动写照。

“小切口”撬动“大环境”

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小切口”更能让
人感受到青岛营商“大环境”的变化。

《实施方案》发布前，青岛审批服务就已
得到越来越多项目企业认可，为青岛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贡献力量。

在《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 2021》
中，青岛位列全国第7；在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1 年度“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
结果中，青岛营商环境得分位列前十。

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作为省级重大
建设项目、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
坚重点项目，市行政审批局指派专人靠上，
通过帮办代办、告知承诺、施工许可“零材
料”办理等方式，帮助项目在最短的时间内
取得施工许可。“我们的工程这么复杂，没
想到这么快就能拿到施工许可证。审批局
主动上门对接，积极为项目出主意、想办
法，指导项目做好审批手续办理工作，项目
开工的时间大大缩短。”青岛国信胶州湾
第二海底隧道有限公司工程部负责人宁方
端感慨。

但也要清楚地看到，青岛营商环境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为了保障政策落地，《实施
方案》推出了3项“实招”——

完善工程审批系统数据监测分析机制，
掌握新增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线上审批、
全过程审批用时等情况，统筹推进全市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围绕“体外循环”、“隐性审批”、改革措
施落实不到位等方面问题，组织开展全面排
查整治。

每个区市选取 2 项“唯旗是夺”重点任
务，明确任务内容、责任部门、完成时限，在
全市启动营商环境创新提升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领域“唯旗是夺”工作。

《实施方案》的发布，充分体现了青岛在
优化提升营商环境方面的信心、决心、恒
心。随着这些新举的逐一落实，将推动青岛
更好地在全省勇当龙头、在全国争先进位、
在全球彰显特色，源源不断地为建设新时代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汇聚起澎湃的
新动能。

余 博

青岛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发文，发布38条具体措施，进一步深化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青岛70”改革，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增效

完善营商“软”环境 成就发展“硬”实力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10月的青岛，
满是干事创业的热烈场景。

项目是城市的“生命线”，抓项目就是
抓城市的发展和未来。在城市发展浪潮
日益澎湃的当下，如何服务项目，让项目
落得下、发展好，考验着城市的“内功”。

10月11日，市行政审批局通过提
级审批、施工许可数字化审批等服务，帮
助市重点项目董家口新奥次高压燃气管
道工程项目当天申报、当天审批完成取
得施工许可，比预期审批时间缩短一周
以上，保障项目早日投入使用。

这是青岛促项目快审批快开工的缩
影，也是青岛下大力气健全以企业需求
为导向的政策体系的成效显现。日前，
青岛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发布《青岛市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
批制度改革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实施方
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瞄准工程建
设项目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推出38条
具体措施，推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
增效，服务全市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
年攻坚行动和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
动规划，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作出积极贡献。

《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化了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青岛70”改革，擦亮建筑
许可“轻松办”优质服务品牌，以小切口
完善营商“软”环境，成就发展“硬”实力，
为经济增长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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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 26日讯 据青岛海关统计，
2022 年前三季度，青岛市外贸进出口总值
6654.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5%，占同期山
东省进出口总值的 27.2%。其中，出口 3953.9
亿 元 ，增 长 13.2% ；进 口 2700.2 亿 元 ，增 长
0.1%。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外贸进出
口总值居深圳、宁波、广州、厦门之后，保持第
五位，实现稳增长。

其中，9月份当月，青岛市进出口752.1亿
元，同比增长3.8%。其中，出口431.9亿元，同
比增长3.7%；进口320.2亿元，同比增长4.1%。

保税物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青岛市
一般贸易进出口4432.9亿元，增长4.7%，占全
市进出口总值的66.6%。同期，保税物流进出
口1121.2亿元，增长31.9%。

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提升。前三季度，
青岛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4612.6 亿元，增长
12.1%，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69.3%，占比较去
年同期提升 2.9 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进出口
863.4亿元，增长10.2%。

对东盟进出口快速增长。前三季度，青
岛市对东盟和美国分别进出口1245.1亿元和

777.2亿元，分别增长27.9%和7.7%，分别占全
市进出口总值的18.7%和11.7%。对RCEP其
他成员国进出口 2587.5 亿元，增长 10.6%；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2296.5 亿元，增
长 22.2%；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417
亿元，增长26.1%。

机电产品出口贡献大。前三季度，青岛
市出口机电产品 1783.2 亿元，增长 7.2%，占
全市出口总值的 45.1%，拉动出口增长 3.4 个
百分点。其中，汽车零配件、船舶、汽车分
别增长 19.3%、157.5%和 170.2%。同期，劳动
密集型产品出口 839.5 亿元，增长 14.5%；农

产品出口 311.5 亿元，增长 14.2%。此外，基
本有机化学品出口 107.9 亿元，增长 103.4%。

集成电路进口增长快。前三季度，青岛市
进口原油546.5亿元，增长49.7%，进口量减少
2.4%，价格上涨53.4%；进口铁矿砂192.2亿元，下
降52.4%，进口量减少30.5%，价格下跌31.5%；进
口天然及合成橡胶103.2亿元，增长40.5%，进口
量增加31.2%，价格上涨7.1%。同期，进口农产
品中，水产品113.7亿元，增长69.8%；牛肉71.8
亿元，增长39.6%。此外，进口机电产品中，集成
电路91.6亿元，增长54.2%；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
器及器具41.2亿元，增长14%。

前三季度青岛进出口总值增长7.5%
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保持第五位 山东好人吕传伟：

“ 我 早 把 你 们
当成自己父母了”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近日，省文明办发布126期“山东好人”名单，青岛真情
巴士集团有限公司公交驾驶员吕传伟榜上有名。

2022 年春节，阖家团圆时刻，吕传伟的一通拜年电话
成了九旬空巢老夫妻的“救命电话”，也揭开了一段超越血
缘的暖心故事——9 年来，吕传伟照顾失能失智的郝大爷
夫妇，两次救老人性命于危急时刻。此外，他还带领同事帮
扶其他 5位空巢老人和 2名春蕾女童，个人捐款、捐物近 5
万元。

家住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的郝大爷和黄大娘老两口
已经 90岁，两个女儿均在外地成家。2013年，老两口常乘
坐真情巴士东 1路出行，一来二去便与驾驶员吕传伟熟悉
起来，在得知老两口独自生活的情况后，吕传伟经常主动前
去探望。

2021年1月，郝大爷在家不慎摔倒，这一摔导致郝大爷
半身不遂，失智情况愈发严重，全靠时年 89岁的黄大娘一
人照顾。为了帮助二老，吕传伟几乎每天下班都先到老人
家中做家务，伺候郝大爷大小便、做康复训练。不仅如此，
吕传伟还自费为郝大爷购买、改造助步器，并常常带老人就
医。逢年过节，吕传伟还会带着家人和同事上门拜访老两
口，关心慰问、送肉送菜。

今年大年初一晚上 7点左右，吕传伟给老人打电话拜
年，没说几句，电话那头就无人回应了，只能听见断断续续
的杂音。担心老人出事，吕传伟立马赶往老人家，进门之
后，发现两位老人趴在地上动弹不得。原来是郝大爷突然
摔倒，黄大娘想扶起老伴，却又被老伴压在地上无法动弹。
吕传伟连忙将郝大爷抱起来安顿好，又将黄大娘搀起，确认
老人平安后才离开。

2月 6日，黄大娘拨打青岛真情巴士客服热线，感谢吕
师傅的救命之恩。当工作人员去老人家中了解情况时，黄
大娘激动得数次落泪，挨个展示吕传伟帮忙置办的家居用
品，并称“小吕是新时代的活雷锋，如亲生子女一般，是我俩
的救命恩人”。

2月27日晚9点，吕传伟再次接到黄大娘的求助电话，
黄大娘说，她一直腹泻疼痛不止。吕传伟立即赶到老人家
中，将黄大娘送往医院，并垫付了6000元治疗费，又联系两
名女同事前来帮忙。把大娘安顿好后，他又火速赶回去照
顾郝大爷。黄大娘出院后，除了还给吕传伟垫付费用外，还
要再给他 600元误工费，但却被吕传伟婉言谢绝：“我早把
你们当成自己父母了，你们身体健健康康就好！”

除日常照料两位老人外，2014 年以来，吕传伟还带领
同事们帮助了潘月孝、张吉梅等5位空巢老人，同时帮扶王
台街道东漕汶村的2名春蕾女童，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0 月 26 日，青岛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
记、局长殷世逸做客民生在线，围绕“加快
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主题与网友在
线交流。殷世逸表示，引领型现代海洋城
市是青岛重点打造的“六个城市”之一。今
年以来，青岛立足海洋发展实际，牵头研究
制定了《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
五年规划》和《青岛市打造引领型现代海洋
城市三年行动方案》，加快推进海洋科技、
海洋产业、航运贸易金融、海洋生态、海洋
国际事务交流“五个中心”建设，打造引领
型现代海洋城市。前三季度，青岛海洋生
产总值预计增长 9%以上。88 个海洋重点项
目 完 成 投 资 280.8 亿 元 ，达 到 年 度 计 划 的
119.2%，开工在建率达到 92%以上。海洋领
域新签约项目 121 个，计划总投资 1099.5 亿
元，其中百亿元以上项目 2 个，海洋经济蓝

色引擎作用不断凸显。
殷世逸介绍，青岛近期将通过三方面举

措推进引领型现代海洋城市建设。一是加快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落实“海洋
15条”等政策，坚持把重大项目作为推动产业
发展的“强引擎”和“硬支撑”，滚动推进 2023
年要重点推动的总投资 2000 亿元的 90 个海
洋重点项目；大力发展高端船舶与海洋装备，
深入实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统筹海洋能
源开发利用，培育打造一批现代海洋产业集
群。二是聚力推进海洋创新平台建设。聚
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目标，完善中国海洋工
程研究院（青岛）领导管理机制，推动部、省、
市共建“国家深海三大平台”，推动中国蓝色
种业研究院（青岛）尽快落地运营，营造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三是切实加强海
洋综合管理。加大胶州湾保护力度，探索推
进胶州湾局部实验性清淤工作。加强海域
海岛海岸线精细化管理，实施“蓝色海湾”整
治行动，加快推动自然碳汇交易中心（山东）
建设，提升海洋环境预警监测能力，坚决打
好浒苔处置“主动仗”，提高海洋灾害应急处
置水平。

今年，全球首艘 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
养殖工船“国信 1 号”在青岛交付运营，65 吨

高品质工船大黄鱼起捕；青岛国家深远海绿
色养殖试验区继2021年首次深远海规模化养
殖虹鳟取得成功后，实现全球首次低纬度养
殖大西洋鲑获得丰收，标志着试验区实现规
模养殖常态化、养殖品种多样化。针对网友
关注的青岛深远海养殖方面的未来发展，殷
世逸表示，青岛正多措并举推动海洋渔业“挺
进深远海，耕牧新粮仓”。在政策支持方面，
将养殖工船等深远海养殖装备建设纳入《青
岛市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5条政策》补
助范围，对载重5000吨以上的大型养殖工船，
按照不超过总造价 15%的标准给予补助；对
包围水体 5万立方米以上桁架类大型养殖装
备同农业农村部标准等额给予补助。在强
化创新方面，正在研究制定《关于推进深远
海养殖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围绕养殖、装
备、产业监管、服务、保障等，全产业链布局
推进养殖工船和大型智能网箱等深远海养
殖产业创新发展，规划设计绿色、高标准的陆
基养殖配套产业园区，协同实施深远海绿色
养殖关键技术研发，抢占全球深远海养殖技
术发展新高地。

针对网友提出的研发浒苔处置装备的
建议，殷世逸说，青岛近年来不断创新处置
装备与处置模式。在打捞工具装备上，已实

现了从手抄网、耙子等传统清理工具到攻兜
网、浮拖网、自动打捞机械等专业化工具装
备的转变。“海状元”系列浒苔处置平台、“海
河”系列浒苔自动打捞装备已常态化应用到
浒苔打捞作业中。未来，市海洋发展局将会
同有关部门持续支持浒苔绿潮处置装备的研
发和利用。

针对网友关心的规划建设海洋博物馆问
题，殷世逸表示，青岛依托丰富的海洋科技资
源和人文积淀，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
场运作的有效模式，一批海洋主题博物馆陆
续建成或正在加快建设中。正在规划建设中
的国家海洋考古博物馆集收藏、研究、保护、
展示、公共教育、文化交流于一体，是由国家
文物局直接管理的、全省首家“国字号”海洋
考古博物馆。下一步，市海洋发展局将会同
市文旅部门和相关区市进一步加大海洋科普
教育、文化旅游类项目的策划和招引，争取更
多的优质项目落地建设。

市海洋发展局党组书记、局长殷世逸做客民生在线，回应网友关心的热点问题

88个海洋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80.8亿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勋祥

“民生在线”下期预告
网谈时间：10月27日（周四）下午2：30-4:00
网谈单位：市教育局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通讯员 陈星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