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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振兴青岛新金融产业园的“聚合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文/图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金融活，则经
济活。

日前，由深创投与中兴通讯“产业+资本”携
手，共同发起设立的青岛市红土湛卢二期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落地青岛新
金融产业园。至此，青岛新金融产业园入驻的
基金规模突破260亿元。

作为市北区新金融产业板块的“重量级选
手”，青岛新金融产业园秉承打造“青岛胶州湾
畔科技与金融双向赋能新地标”的使命，仅用两
年时间，平台上金融科技类会员企业就超 200
家，基金“朋友圈”也逐步扩大，有效吸引拉动资
金支持青岛地方经济发展，为青岛区域内高技
术创新企业助力赋能，为青岛产业转型升级、城
市品质提升锻造新优势。

“重量级选手”频频示好，基金
集群初现雏形

新金融产业园位于馆陶路 34号，是青岛第
一粮库旧址，这处从清朝开始便承担青岛粮食仓
储职能的场所，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淡出了人们
的视野。2022年11月，它以新的身份——青岛
新金融产业园重新亮相，由融汇集团联手英诺
创新空间打造，集聚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基
金、商业保理等新金融企业，成为青岛新金融产
业发展的重要载体。

两年来，青岛新金融产业园始终秉承“以金
融科技创新为核心，丰富拓展新时代新金融”的
发展路径，积极引进和培育金融科技市场主体，
截至目前，产业园入驻率达65%，拥有会员企业
超200家，累计税收贡献超9000万元。同时，产
业园还携手金融机构与创投风投机构，向优质
入驻项目提供股权融资渠道，将金融活水精准
滴灌到市场主体中。

日前，由深创投与中兴通讯携手发起的青
岛红土湛卢二期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落地，总规
模约10亿元，将聚焦国家战略重点，投资5G、智
能汽车、新能源等战略新兴领域，从产业技术、
资本优势等方面为拟投项目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必要支持。

这支基金可谓大有来头——它的执行事务
合伙人惠州红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深创投旗
下基金管理人。深创投已成立 20余年，在信息
科技、智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

科技型企业投资方面拥有成熟经验，投资业绩
出色，被誉为“国内第一创投机构”。据有关资
料显示，深创投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IRR）为
36%，已实现119家投资企业在资本市场公开上
市。它的有限合伙人中兴通讯是全球领先的通
讯服务商和国内通讯产业龙头企业，为基金实
现产业赋能式投资提供强大的技术研发和产业
链整合资源。

这只是青岛新金融产业园“朋友圈”“重量
级选手”之一。记者了解到，目前，青岛新金融
产业园内不乏国家级重点产业投资基金，比如
总规模135亿元的青岛上汽创新升级基金，是上
汽集团目前在国内落地的最大规模战略产业投
资基金，也是青岛市践行“以资引资”设立的百
亿级产业基金；总规模 18.5 亿元的工研华资汇
铸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是融汇集团、国铸资本
与中国机械科学研究总院集团深度合作设立
的，是市北区首支国家出资合作的大基金。

高端要素集聚让这一“朋友圈”更具吸引
力。“目前，园区集聚的基金涵盖智能汽车、先进
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大健康、现代海洋等产

业投资领域，短、中、长期联动共振，母子基金协
同助推，已构建起产业基金引领、社会资本参
与、市场化高效运作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据
园区运营方英诺创新空间合伙人李长麟介绍，
截至目前，青岛新金融产业园落地基金总规模
达到262亿元，为青岛区域内产业园区金融资源
之最。

优选产业赛道，打造高质量
发展新引擎

当前，市北区正以总部经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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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2+6”特色产
业体系，构建“两带三区”发展布局，推动产业集
群式高质量发展。

作为现代金融的重要产业形态——创投
风投和科技金融则让金融服务变得多样化、便
利化。无疑，用投资方式改造技术，用市场化
手段促进创新，这正是“金融+”赋能产业的关
键所在。

上海积塔半导体有限公司、湖北通融高科
先进材料有限公司、蓝箭航天空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三星玉米产业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国林环保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硬河家居有限公司……
从近两年入驻园区基金的投向来看，主要偏向
于制造业，聚焦于新能源、新材料、家居家电等
细分领域。

其中，由融汇集团联合国铸资本发起设立的
青岛汇铸新未来战兴产业定增专项基金投资的青
岛国林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臭氧行业
的代表企业，臭氧系统设备制造技术居国内同行
业领先水平，公司研制的国内首台单机产量最大
的“20kg/h大型臭氧发生器”填补了我国大型臭
氧发生器的制造空白，被列为“2005年国家火炬计
划项目”。由青岛汇铸共赢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
青岛硬河家居有限公司，是打造生活场景与互动
体验相结合的泛家居商业体验中心，未来将致力
于成为卡奥斯工业互联网赋能下的智慧家居场景
方案解决商。

除此之外，园区还探索“以投带引”的“资金
导入”头部基金招商新模式，借助融汇集团、国
铸资本等金融机构前置研判，拓宽项目导入端
口，实现资本与项目无缝衔接。其中，与中信医
疗合作的眼谷壹号创业投资基金通过“以投带
引”的方式，已成功助推生物医疗领域高新技术
企业——山东艾科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户青
岛，在园区注册成立青岛艾科达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据介绍，下一步，融汇控股将携手英诺创新
空间，按照“金融+产业+科技”的路径，充分发
挥双方过硬的产业园区实践经验和强力的科技
服务理念、执行能力，围绕创投风投、金融科技、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供应链及区块链金融等产
业方向构筑新金融产业全生态服务平台，推动
重大项目、头部企业落地生根，实现资源共享的
良好生态。

基金运作、资本运营、金融培训、供应链金
融和金融科技企业集聚——一个具备新金融创
新、运营模式、功能协同示范作用的新金融示范
园区，正和山海会、春光里南北呼应，营造创投
风投发展氛围，加速形成新金融集聚发展的生
态群落，助力百年馆陶路在新金融的“新赛道”
上叱咤风云，助力市北区链接高端金融圈层，实
现老城区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启动区加快配套建设

十余个综合配套
项目“抢工期”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通讯员 丁 飞 马方臣

本报讯 记者自市北区获悉，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启
动区城市更新步伐加快，除地下空间项目抓紧施工外，
十余个综合配套项目也在抢抓工期，积极推动港区、园
区、城区“三区互融”。

据青岛国际邮轮港区地下空间项目负责人孙源晖
介绍，邮轮港区地下空间项目已经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正在进行地下四层、三层筏板混凝土浇筑等工作，计划
到明年年底全部完成地下空间四层建设。055地下空
间、二号码头加固等在内的第二期项目将于今年年
底前开工建设，整个启动区将于 2025 年基本建设
完成。

与此同时，综合配套项目加快推进。记者从青岛
国际邮轮港区改造更新实施主体——青岛环海湾投资
发展集团了解到，眼下，启动区十余个项目齐头并进：
青岛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规划在探海坊片区出海，目
前已完成土地征收，国信集团进场施工；地铁二号线

“邮轮母港站”已完成主体施工；地铁五号线“八号码头
站”将于近期在尚海坊片区开工建设；新冠高架昌乐路
匝道、港极路北段、九年一贯制学校等市政、公服配套
建设也在按计划推进。届时，一个集聚邮轮旅游、金融
贸易、智慧创新、商务文化等为一体的国际港城将屹立
胶州湾畔，成为港产城深度融合的城市新地标。

聚焦大健康产业发力

青岛生物科研交流
中心项目加速推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本报讯 生物科技产业是市北区优势特色产业之

一，是全区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重头戏。记者自市
北区了解到，区重点产业项目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心
项目两栋主体科研楼 1 号楼、2 号楼主体施工即将
完成。

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心项目是 2022 年市级重点
项目，位于市北区拜泉路以东、房产学校以西、清江支
路以南、南京路以北的合围地块。项目总投资约 5.84
亿元，总建筑面积 5.2 万平方米，其中商务办公 15000
多平方米，科研区域18000多平方米。

据市北城发集团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心项目负责
人宋翔介绍，该项目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建设，目前
1号楼、2号楼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1号楼采用的工
艺是混凝土与钢结构配合，已施工至 9层；2号楼已经
施工至顶层，预计年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后续将转入室
内外装饰施工阶段。两栋主体科研楼1号楼、2号楼预
计在2024年交付。

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心毗邻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
病中心、青岛科技创新园。未来，青岛生物科研交流中
心将凭借区域产业联动效应，与青岛科技创新园内
RCEP医疗健康创新体形成产业互动，聚焦医疗器械、
智慧医养、智能穿戴、宠物科技等科研创新细分领域，
集聚高水平科学研究人员与技术人才，构建开放式协
同创新平台，提供医疗产业支撑服务、产业技术孵化加
速、尖端人才引进、科技金融服务等产业增值服务，面
向医疗健康全产业链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产学
研中心、跨学科领域协同创新平台与大健康产业领域
人才培养基地，为市北区建设国际大健康产业聚集区
贡献力量。

■青岛新金融产业园。

■市北区历史城区通过加快城市更新、彰显
文化底蕴、做好修缮和配套、导入新兴业态，激活
高质量发展澎湃动能。 修相科 摄

兜住底线、扶助边缘、解决急难愁盼……
近年来，市北区全面实施社会救助改革，坚持
把困难群众的关切作为“晴雨表”，促进社会救
助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建立了以特困、低保等
救助为基础，以教育医疗等专项救助为支撑，
以受灾临时等急难救助为辅助，以慈善组织等
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今年 8 月，阜新路街道南山社区工作人员
在主动发现重点困难对象巡查中了解到，辖区
租户李先生因突发疾病导致生活困难，街道立
即启动救助程序，按照规定核对其经济状况，
并协助其申请、办理低保。

据了解，目前，市北区共有低保家庭7118
户、10107人；特困供养189户、189人；临时救助
3762户、4347人。根据省、市两级工作部署，
2022年1月，市北区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上调
10%，低保金由每人每月904元上调至每人每月
995元。

今年 6 月，家住市北区威海路一小区的王
先生家中自来水管道突然爆裂，喷射而出的
自来水不仅导致王先生自家房子装饰装潢受
损，而且因为出水量较大，还连累了楼下两户
邻居。

情急之下，王先生赶紧拨打社区工作人员

电话，社区第一时间向人保公司报案，查勘员
接到报案后，立即启动远程线上查勘，半小时
内便完成了受损户的查勘定损工作，并及时给
予赔付。“政府提供的民生保险真是派上了大
用场。我们自己生活不宽裕，也没买保险，如
果这次没有政府帮助，自己家加上邻居家的损
失，我们真得花不少钱。”王先生说。

据了解，近年来，市北区充分发挥商业保
险的补充作用，为全区居民购买民生保险，并
根据居民对民生保险项目的需求，不断优化保
险实施方案，制作《2022年市北区居民家庭综
合保险明白纸》，联合人保财险公司走访各街

道，将宣传材料分发到位并面对面介绍。据统
计，今年以来，保险累计赔付303.9万余元，受益
居民1152户。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
的新起点。”市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物
质+服务”的综合救助方式，需要采取“政府主
导+专业运作”的模式，这也是新型社会救助体
系的应有之义。下一步，市北区将继续以健全
分层分类的兜底保障体系为目标，探索“政府主
导、专业运营、多元联动”的服务新模式，织密扎
牢兜底保障网，切实发挥社会救助兜底性基础
性作用。

关切群众急难愁盼

市北打造多层次社会救助制度体系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余瑞新 通讯员 陈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