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7- 0 0 29 总第 26630号

农历癸卯年闰二月初二

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

创刊于1949年12月10日Qingdao Daily 高端 主流 权威 亲民

客户端:青岛观客户端:观海新闻

青岛日报社出版 今日十二版

■二版

3 月的莫斯科，清冽的空气里涌动着早
春的暖意。雨过天晴，迎着午后阳光，习近平
主席的专车驶入莫斯科河左岸、博罗维茨基
山岗上的克里姆林宫。

6 盏金色吊灯交相辉映，大克里姆林宫
乔治大厅流光溢彩，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
自红毯两端相向走来。两国国旗前，两位老
朋友紧紧握手，镜头定格下中俄关系新的历
史性时刻。

10 年前，也是早春时节，也是当选国家
主席后首次出访。来到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走进克里姆林宫，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
统深谈数小时。

10 年风云变幻，世事万千，习近平主席
和普京总统定向把舵，引领中俄关系稳步向
前。更加成熟坚韧，更具生机活力，中俄新
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树立大国关系
的新范式，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和正能量。

老地方，老朋友；新蓝图，新篇章。21日，
中俄元首克里姆林宫会谈，开启中俄友好合
作、共同发展的新未来。

行而不辍：为大国互信，
为睦邻友好

莫斯科街头的报刊亭，一份份《俄罗斯
报》摆放在醒目位置。头版刊登的习近平主
席署名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引发俄罗斯各
界人士的广泛共鸣：“中俄关系已经走过 70
余年风风雨雨。抚今追昔，我们深深感受
到，今天的中俄关系来之不易，中俄友谊历
久弥新，必须倍加珍惜。”

步入历史新时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
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入“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的新定位，走出一条大
国战略互信、邻里友好合作的相处之道。

互为最大邻国，也是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多走动、常来往是中俄关系的应有之义。

这是 10年来习近平主席第九次踏上俄
罗斯土地，也是他同普京总统的第41次会晤。

亚历山大厅灯光璀璨，金色大门缓缓打

开。两名礼兵行礼致敬，习近平主席同普京
总统并肩走来。刚刚结束小范围会谈，两国
元首紧接着转入大范围会谈。

从下午三点多到六点多，习近平主席同
普京总统以“小范围”加“大范围”的方式，长
时间深入沟通交流，两场活动时间都超过了
原定时长。

“俄方再次对习近平主席全票当选连任
中国国家主席、中国新一届政府组成表示热
烈祝贺。”

“中俄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具有战略
性、可靠性、稳定性。”

“俄方坚定支持中方在涉台、涉港、涉疆
等问题上维护自身正当利益。”

“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都将继
续致力于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

……
就中俄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

地区问题，达成许多新的重要共识。习近平
主席和普京总统不约而同用“坦诚”“友好”

“富有成果”形容当天的会谈。
是“指南针”，也是“定盘星”。中俄关系

能够持续健康稳定发展，元首交往至关重要。
忆往昔，一幅幅友谊画面扑面而来。
在黑海之滨的索契博洽罗夫溪边别墅，

在细雨中的厦门筼筜书院，在古色古香的北
京友谊宾馆，在沉稳庄重的圣彼得堡冬宫，
在北京开往天津的高速列车上，在涅瓦河畔
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习近平主席同
普京总统纵论古今天下，畅谈国是民生，从
政治互信到务实合作再到战略协作，共同规
划中俄关系的方方面面。

向未来，一次次蓝图擘画指引前程。
古朴典雅的孔雀石厅。2019年初夏，在

中俄建交70周年的历史节点，习近平主席同
普京总统在这里签署中俄关于发展新时代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共同开
启中俄关系更高水平、更大发展的新时代。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关系怎么走、
向何处去，举世瞩目。

本着睦邻友好、 (下转第五版)

友谊·合作·和平
——中俄元首克里姆林宫会谈侧记

新华社北京 3 月 22 日电 3 月 20 日 ，国 家 主 席
习近平就马拉维、莫桑比克遭受热带气旋灾害分别向马
拉维总统查克维拉、莫桑比克总统纽西致慰问电。

习近平表示，惊悉热带气旋“弗雷迪”在马拉维、

莫桑比克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
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贵国一定能够战
胜灾害、重建家园。

就马拉维、莫桑比克遭受热带气旋灾害

习近平向马拉维总统、莫桑比克总统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 22日电 3 月 22 日晚，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秦刚等陪同人员同机
抵达。

离开莫斯科时，俄罗斯副总理切尔内申科等政府高
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并举行隆重送行仪式。

习近平结束对俄罗斯联邦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本报3月22日讯 22日，中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的超大型集

装箱船“地中海伊琳娜”（MSC IRINA）号首航山东港口青岛港，再
次刷新了挂靠青岛港超大型船舶的历史纪录。该轮最大载箱量为
24346TEU，在港装箱量7500TEU。

“地中海伊琳娜”号总长399.99米，型宽61.3米，最高单贝堆箱层
高达25层，相当于22层楼的高度，是当之无愧的海上“巨无霸”和“带
货王”。

“地中海伊琳娜”轮此次靠泊的前湾港区QQCT码头水深域阔、
不淤不冻，拥有41台桥吊、111台轮胎吊，配备全球领先的码头生产
管理系统硬件设施条件。青岛港积极协调青岛海事局，通过海事巡
逻艇维护进出港通航秩序，落实国际船舶进出港手续“一网通办”等
举措，优化进出港作业流程，压缩各环节等待时间，确保船舶安全高
效进出。

作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青岛港依托一体化改革的平台资源优
势、优良的水深条件和一流的服务效率，持续吸引着全球各类“最大
船”靠泊，曾多次接卸“历任”超大型集装箱船“阿尔赫西拉斯”轮、

“长益”轮、“长彩”轮等近400米级的集装箱船，年均挂靠超过400艘
次，成为超大型集装箱船舶挂靠东北亚的首选港。

全球最大集装箱船
首航山东港口青岛港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通讯员 邢双德 严 超

本报3月22日讯 根据科技部最新发布，2022年青岛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达 6680 家，较上一年度增长 1126 家，延续了全省领跑的
态势。

高企分布在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电子信息、生物与新医药、航
空航天、新材料、高技术服务、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这 8 个国
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产业赛道，是区域科技创新、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缩影。来自市科技局的统计显示，在青岛 6680 家高企
中，先进制造与自动化产业是“主力”，数量达2713家。而且，这一领
域高企的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占比从2017年的约31%增长到了现在
的 40.61%。此外，在 6680 家高企中，电子信息领域 1187 家，占比
17.77%；生物与新医药领域426家，占比6.38%；航空航天领域26家，
占比 0.39%；新材料领域 986 家，占比 14.76%；高技术服务领域 747
家，占比11.18%；新能源与节能领域245家，占比3.67%；资源与环境
领域350家，占比5.24%。

近年来，青岛锚定科技企业这一创新生力军，出台“沃土计划”，
打造“科小—高企—上市高企”的梯次培育体系，为科技企业发展厚
植了创新沃土。青岛采取多元化举措，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在全
国首创“云端研发”新模式，推动规上工业企业“线下”“云上”多种方
式建立研发机构，目前全市已经有2500多家企业注册使用云上研发
中心，促成产学研对接近 1400次；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机构覆盖率由
41%增至超70%。截至目前，全市科技型中小企业达7050家，占全省
22%；上市高企总数达43家，数量全省领先。今年，青岛将继续深入
实施“沃土计划”，构建量质并举、有序成长的科技型企业发展梯队，
力争今年底高企数量突破7300家。

青岛高企总数达6680家
先进制造业占比超40%

发力构建融资服务新模式、发力推动
资本市场建设、发力聚集优质金融资源、发
力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在3月21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3年青岛金融业将通过“四
个发力”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
不断的金融活水，加快建设国际财富管理
中心、全球创投风投中心、未来金融科技中
心和现代化国际航运贸易金融创新中心，
努力开创青岛金融业改革发展新局面。

发力构建融资服务新模式

发力构建融资服务新模式，全方位保
障重点领域融资需求成为2023年青岛金融
业的重中之重。

我市将在开展多层次融资对接的基础
上，持续发力融资供给。聚焦先进制造业

等重点产业和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等重点
任务，用足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运
用好科技创新专项再贷款、设备更新改造专
项再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争取重点
领域贷款量增价降；聚焦重点产业园区建
设，出台金融服务新兴产业专业园区工作方
案，依托金融管家和金融辅导员队伍，提升
服务的精准度和有效性；聚焦提升普惠金融
服务能力，加大民营和小微企业首贷培植力
度，提高小微、涉农领域信贷可获得性；积极
引导“金企通”数字化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提
质增效，确保全天候融资对接不下线。

2022 年，我市系统谋划并深入实施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春雨行动”，密集出台金
融支持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支持银行
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等金融保障及助企纾困
政策措施 20余项，建立起银行机构服务实
体经济考核评价体系。2022年全年新增贷
款 2693亿元，流入生产经营领域的贷款占

比99%；制造业贷款、普惠小微贷款增速分
别高于各项贷款增速 6 个和 16 个百分点；
有效利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为企业贷款
超千亿元，为稳住全市经济大盘发挥了全
方位的服务保障作用。

发力推动资本市场建设

2023 年，青岛将通过发力推动资本市
场建设，持续拓展实体经济融资渠道。

我市将对重点拟上市企业开通绿色通
道，开展定制化服务，多措并举加快企业上
市进程。围绕优化企业上市服务，开展企
业上市“十项工作机制”落实年活动。实施
资本市场“春笋行动”，持续开展万名企业
家大培训，组建企业上市专家顾问智库，提
升企业利用资本市场的意识和能力，培育
壮大上市后备力量；围绕吸引更多优质上

市公司来青落户，研究制定《青岛市加大对
上市公司招引三年行动方案》，持续开展

“上市公司企业家青岛行”等相关活动，带
动全市优势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推动出
台支持企业发行基础设施领域公募 REITs
等政策措施，鼓励企业通过债券等多渠道
融资，扩大全市直接融资规模。

青岛将企业上市作为金融助力经济转
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在全国首创推动企业
上市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十项工作机
制”，持续开展万名企业家资本市场大培
训，集齐上交所、深交所、北交所三大交易
所培训基地，资本市场营商环境进一步优
化。2022年，全市实现 13家企业上市及过
会，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跃居全省首位，发
挥了积极的龙头带动作用。精准建立 442
家重点拟上市企业后备库，全市排队待审
和辅导备案企业分别达到13家和20家，上
市梯队建设成效显著。 (下转第五版)

发力构建融资服务新模式 发力推动资本市场建设 发力聚集优质金融资源 发力深化金融改革创新

青岛金融业“四个发力”赋能实体经济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傅 军

记者从市委网信办了解到，由市委网
信办和市网络文化协会联合发起的“2023
青岛网红打卡地征集”活动，已初步筛选出
500多个符合条件的候选打卡地，100处“网
民认可、社会认同、影响广泛”的网红打卡
地将脱颖而出。

青岛处处皆风景。对游客来说，“网红
打卡地”是打开青岛的全新方式，对市民来
说，星罗棋布的“网红打卡地”正不断提高
着生活品质。

小麦岛还有更多“想象空间”

“这儿离学校这么近，我们几个没事儿
就来转转，不光可以放松心情，还能跟着

‘露天音乐会’嗨一嗨，感觉整个人都‘充满
电了’。”周末，青岛大学学生小秦和几个同
学喜欢到小麦岛公园游玩。

地处麦岛路南的小麦岛公园，十年前
还默默无闻，如今已经成为青岛旅游的新
晋“顶流”，引得万千游客慕名而来。小麦
岛的“火爆”不仅在现场，还通过人们的手
机蔓延到了网络之上。打开各大短视频平
台搜索关键词“小麦岛”，标签会自动标示

“夕阳”“网红打卡”“爱心树”“音乐会”等筛
选词。

在最新的“青岛市旅游品质提升三年
攻坚行动”中，小麦岛桥被列为重点工程之
一，伴随着景区品质的不断提升，小麦岛未
来还有更大想象空间。

城市沿海“网红打卡地”
各有风情

城市更新日新月异、网红打卡地也不
断推陈出新， (下转第五版)

小麦岛成为“顶流”，琴屿路、环岛路尽显地域风情，大学路以文化底蕴被长期“种草”——

“网红打卡地”串起青岛山与海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羽

全球最大集装箱船“地中海伊琳娜”号首航山东港口青岛港。

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写在习近平主席

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十周年之际

■四版

治理乱停车，
“随手拍”办结近1.5万条线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青岛旅游的新晋“顶流打卡地”小麦岛公园每天游客如潮。

王 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