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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版式总监 于

春和景明，百花盛开，正是一年春
光好。眼下，相约赏花成为人们打卡
春天的最佳方式。趁着人们出游的这
股兴致，青岛以花为“媒”、以节“圈”
粉，玩出了赏花经济的新花样。

“赏花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围绕
“花”做文章。发展赏花经济，青岛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方面，青岛的花
草种类在北方城市名列前茅。3月有
十梅庵的梅花，4 月有中山公园的樱
花、大珠山的杜鹃花、西海岸生态观光
园的油菜花，再到5月，还有即墨灵山
的玫瑰花，6 月有胶州里岔镇的薰衣
草……一张全域范围内的四季赏花
图，突破了季节局限，让游客月月有花
看，风味各不同。另一方面，为了让赏
花的“流量”变“留量”，青岛还不断创
新赏花思维，在游玩方式和产品设置
上融入新的体验元素。这样，“到此一
游”就变成了“到此久游”。

要提升赏花经济的含金量，还需
持续做好“链条”文章。以往，受制于
花期短，“赏花经济”很容易“昙花一
现”。近年来，通过技术创新，青岛不
断延伸花卉产业链条，增加其产业新功能、新业态，一朵
花的经济产值越来越高。比如，通过与中国农科院、青岛
农业大学等科研机构合作，青岛国际牡丹产业园先后推
出了牡丹精酿啤酒、芍药切花、牡丹年宵花等产品，从一
朵“只能看”的花，到一杯“可以喝”的酒，年营业额比原来
翻了五番。接下来，可以通过线上线下行业资源整合，创
新交易模式，扩大交易规模，构建起完整的现代化花卉产
业体系，将赏花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壮大赏花经济，也要在花外下功夫。文化是旅游的
核心竞争力，赏花经济也是如此。要善于挖掘美丽花朵
背后的文化资源，利用特色民俗、历史文化，打造出属于
每一片花海的“唯一性”和“独特性”。这样既可避免“千
花一面”，又能实现“常来常新”，吸引“头回客”变“回头
客”。同时，还可以通过发展“赏花+”模式，结合利用当
地丰富的生态和文化旅游资源，将单一的赏花游向多元
旅游，以及深度旅游延伸，推动“赏花经济”的转型升级。
比如，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岛梅花节就创新推出了“踏青”

“研学”“潮玩”“文艺”“美食”五大主题春季旅游路线，涵
盖了景区公园、文化场所、潮玩世界、美食非遗等李沧旅
游特色，不仅丰富了赏花游的层次，也放大了文旅的溢出
效应。

“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一场场赏花
之约，看的是花，更是生机盎然、活力无限的青岛。用好
独特的“花”资源，充分发挥赏花经济的乘数效应，就能更
好地成就游客的“诗和远方”，书写青岛的“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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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
本报4月10日讯 10日上午，由省委组织部、省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厅指导，青岛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局、市海洋发展局联合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
滨州六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主办的首届中国山
东海洋高端人才交流暨项目洽谈会在青岛蓝谷举办。

本次活动以“智汇齐鲁 创赢未来”为主题，设置山东海
洋人才高质量发展联盟揭牌仪式、签订中国海洋人才市场

（山东）海洋人才协同发展倡议书、主旨演讲、海洋高技术与
战略新兴产业研讨会、海洋人才交流洽谈会、涉海项目“揭榜
挂帅”对接会、涉海人才创业项目对接会等板块内容。活动
通过网络面向海内外人才进行直播，点击量近9.6万人次。

山东海洋人才高质量发展联盟同日正式揭牌成立。该
联盟由崂山实验室、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山东省海洋科学研究院等院所高校，以及全省
涉蓝头部企业、科技金融等机构携手共建，联盟致力于打造
多层次的海洋产业人才融合协同发展合作平台。

活动还面向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七市百余家涉海单位
征集人才岗位需求和项目需求，发布涉海“揭榜挂帅”项目
需求39个、涉海人才创业项目12个，涉海高层次人才岗位
540个、需求2900余人，涉及海洋新材料、海洋生物产业、海
洋医药、海洋智能装备、涉海先进制造等领域。

吸引海洋高端人才
助推产业项目发展
首届中国山东海洋高端人才交流

暨项目洽谈会在青举办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萌
本报4月10日讯 10日下午，由市南区档案馆和青岛

城市建设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的《桃源梦》新版发布仪式
举行。该书通过描写逊清遗老在青岛的生活，反映了从
1897年至 1914年德占青岛期间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
等诸多方面，对了解、研究青岛早期城市和社会风貌，助力
青岛历史城区的保护更新有重要价值。

1917 年首版的《桃源梦》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与青岛城
市文化史的多个“第一”：第一部青岛文学史上的长篇小说，
第一部以近代青岛（德占时期）为题材的小说，第一部描写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国小说，第一部使用“琴岛”代称青岛
城市的历史文献等等。该书作者署名为“燕齐倦游客”，其
真实身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里。新版《桃源梦》由市南区档
案馆编纂，线装书局出版。

《桃源梦》是一部研究早期青岛城市建设与发展史的
重要历史文献。青岛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周海波表示，书中有青岛早期城市大体相貌的
描写，从前海栈桥到后海港口，从大马路到台柳路，从球
山到汇泉山，从公共汽车站到崂山太清宫，并从青岛写
到烟台、青州、济南、天津，全方位地展示了早期青岛城
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概况。书里也描摹了青岛早期城
市的生活风貌、新兴民族工业的初期形态、早期的学校
教育等，可以让读者跟随作品中的人物漫游 20 世纪初期
的青岛。

青岛首部长篇小说
《桃源梦》新版发布

一辆辆出租车穿行在大街小巷，不仅为广
大市民游客提供方便服务，同时也是展示城市
文明的流动窗口。不过，关于出租车乱停乱
放、占用公交车道等问题，在“文明青岛随手

拍”平台上也时有报料。记者了解到，有关部
门对此即时响应，快速办理，同时多方协同，力
争系统化、长效化地解决问题。

截至4月10日，“文明青岛随手拍”平台共
收到报料 18.36 万条，其中有关“车辆乱停乱
放”的有效线索为 3.5 万条，有效办结 2.66 万
条，群众满意度96.09％。这其中，不少市民反
映的出租车乱停乱放现象得到了及时处置，有
关部门也正在展开集中整治。

“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我正在车站等公交
车，看到很多出租车停在公交车站等客，乘客
上下公交车都很不方便，也影响了道路交通。”
几天前，市民寇女士在市南区香港中路附近乘

坐公交车时发现了问题。于是，她拍照上传到
“文明青岛随手拍”小程序，希望有关部门可以
管理出租车违停载客现象。

寇女士上传的报料经平台分派，由市南区
交警大队宁夏路中队办理。“接到线索之后，执
勤交警马上到现场核实，处理了 5 辆违章车
辆。”市南区交警大队宁夏路中队副中队长刘
志刚表示，下一步，中队还将加大道路电子监
控设备对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罚，并安排巡逻
警力以及夜间值班警力，加强对此路段的巡逻
管控力度，规范交通秩序。

记者了解到，除了受理“文明青岛随手拍”
小程序上的报料，交通运输部门也开展了集中

行动。近期，青岛西海岸新区交通运输局运输
中心抽调72人组成6个督导组，会同辖区行政
执法部门，采取早7时至晚7时12小时不间断
现场检查，对出租车驾驶员举止文明、车容整
洁、张贴创城宣传标识和清洁能源车辆标识、
规范使用车载终端等内容进行规范督导。

目前，“文明青岛随手拍”小程序主要受理
的十大类问题包括：卫生脏乱、车辆乱停乱放、
杂物乱堆乱放、公共设施缺损、乱贴乱画小广
告、占路经营、缆线杂乱、绿化带损坏缺株、公
益广告破损褪色、门头招牌破损杂乱等。欢迎
广大市民游客继续使用“文明青岛随手拍”报
料不文明现象，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出租车乱停乱放，“随手拍”守护交通
□青报全媒体记者 吴 阳

作为青岛市汽车产业集聚地，目前即墨
已汇聚四大整车龙头项目。其中，奇瑞青岛
工厂整车下线已经4个月，记者了解到，继首
款星途瑶光乘用车下线后，今年将有一款混
动车型在这里投产。奇瑞青岛工厂的投产
不仅仅是一个项目的落地，作为青岛汽车产
业的“链主”企业，在其带动下，奇瑞配套产
业园16个项目正加速推进。

奇瑞混动车型今年投产

这是一座智能工厂。走进奇瑞青岛工
厂生产车间，机器人挥舞着手臂，将一个个
汽车零部件组装起来，一台台无人驾驶的小
车载着零部件来回穿梭……在这里，机器人
是“主角”。奇瑞青岛工厂按照全球领先的
高端智慧工厂、标杆级“灯塔工厂”标准打
造，引入奇瑞与海尔卡奥斯合作共建的海行
云工业互联网平台，建立了大规模个性化定
制的新型生产模式。

这是一座绿色工厂。如果从空中俯瞰
奇瑞青岛工厂，你会发现，车间屋顶上被一
块块光伏板所覆盖。记者从施工单位德才
股份公司了解到，奇瑞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利用屋顶面积 10 多万平方米，并新建 5000
平方米停车棚，共计装设 23140块单晶硅太
阳能组件。光伏发电量意向消纳方式为自
发自用，余量上网，到2025年，年平均发电量
预计约为 1278万度。此举每年或可节约标
准煤 3919.41 吨，提高园区能源利用率的同
时，实现节能增效的目标。

从开工到投产，只用了 17个月，平均每
1.5 分钟就能有一台全新整车下线。“目前，
工厂正处于产量爬坡阶段，每天量产 100到
150辆整车，2023年预计产量5万台，年产值
100亿元。”奇瑞工厂工作人员表示，2025年
预计实现满产，年产整车 20 万辆，产值超
380亿元。

作为奇瑞汽车目前技术水平最高的数
字化智慧工厂之一，青岛工厂目前主要生产

奇瑞高端品牌主力产品星途瑶光。今年 9
月，插电混动车型将下线，第二款新车型也
将在年底下线，未来，青岛工厂会实现新能
源、燃油车、混电车共同生产。

加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奇瑞青岛工厂东侧，与工厂一街之隔，
就是正在建设中的奇瑞零部件产业园。与
奇瑞青岛工厂忙碌的生产场景不同，眼下，
奇瑞零部件产业园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建设
场面。

龙头企业的落户，必将吸引产业链上下
游企业集聚。围绕奇瑞这个“链主”企业，青
岛汽车产业新城规划了千亩零部件产业园，

实现整车厂和零部件企业高度融合、协同发
展。如今，随着奇瑞青岛工厂的投产，其“链
主”的价值开始凸显。

考虑到运输成本问题，不少汽车零部件
企业选择就近配套，跟着整车企业走。从这
个角度说，有了奇瑞，配套企业才有了落户
的可能。成飞瑞鹄项目正是跟随奇瑞落户
的企业之一。

成飞瑞鹄总公司位于安徽芜湖，长期给
奇瑞公司做配套。奇瑞青岛工厂投产后，总
公司生产的零部件一开始只能通过长途运
输从芜湖送到青岛，大大增加了成本。目
前，该企业项目已在奇瑞零部件产业园投
产，主要生产汽车前地板总成、后围总成等
29 种焊接件以及 60 余种直供件，实现本地

配套。
成飞瑞鹄瑶光的投产只是奇瑞零部件

产业园加快建设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奇瑞
青岛工厂尚未开工前，奇瑞零部件产业园的
建设已提上日程，在各方努力下，2022 年 5
月6日，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按照规划、
建设、配套、招商、运营“五统一”的原则，打
造国内先进的开放式、智慧化、生态环保的
现代产业园区。

奇瑞零部件产业园采取边建设边招商
的模式，目前重点推进项目 16个，涉及汽车
车身、底盘、汽车电子、内外饰及模块化
等。其中，部分项目已主体封顶并安装调
试设备。未来，体积小、运输成本低、产值
和税收等附加值高的配套企业将是招引
重点。

全力打造“双千亿级”

如今，青岛汽车产业新城已聚集一汽-
大众华东生产基地、一汽解放商用车基地、
一汽解放新能源轻卡基地、奇瑞汽车青岛
基地四大整车龙头项目在内的重点项目
200余个，涉及总投资750亿元，产品主要涵
盖乘用车、商用车、改装车、底盘系统、汽车
座椅、汽车冲压件等，新能源汽车产业成为
全省 25 个特色产业集群之一，并入选济青
烟国际招商产业园。

青岛汽车产业新城管委副主任王希泉
表示，下一步，青岛汽车产业新城将坚持“龙
头牵引”，依托四大整车龙头项目，通过全方
位、保姆式服务推动以商招商，争取扩大产
能，引进挖掘核心零部件企业落户或嫁接本
地重点零部件企业做好配套，不断延链、补
链、强链。

“在支持龙头企业持续产量爬坡的基础
上，我们还将瞄准新能源汽车，探索引进新
能源整车制造以及电池、电机、电控等零部
件企业，全力打造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双千
亿级’汽车产业集群。”王希泉说。

龙头牵引，推动汽车产业“链式”发展
奇瑞青岛工厂混动车型9月下线，配套产业园16个项目加快推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
本报4月 10日讯 10 日下午，2022 中

国（青岛）国际菁英创业创新大赛颁奖仪式
在青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活动现场，氢控

（青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青岛货图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等8个落地和达成投资合作意
向的项目代表与孵化器代表、投资机构代表
进行签约。“此次大赛是我们与青岛结缘的
一个重要契机，参赛期间我们对青岛的虚拟
现实产业发展环境以及对初创型科技企业
的扶持包容有了更深的体会。接下来，我们

将扎根青岛，与当地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
加强合作，辐射并服务全球。”菁英赛城际联
创赛一等奖项目代表遥在（青岛）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黄来响表示。

2022 中国（青岛）国际菁英创业创新
大赛联动 6 个国家、12 座城市及全球百余
家创业创新服务机构，创新设置校园先锋
赛、产业抢位赛、城际联创赛三大板块，涵
盖全地域、全年龄层创业创新群体。从
729 个参赛项目中经过资格审核、初赛、决
赛等环节，评选出一、二、三等奖项目 18

个、优秀项目 25 个，还有 20 位校园创业导
师和 106 位校园创业先锋。其中，食品及
医药辅料级细胞 3D 培养支架研究及产品
开发、荷田水铺国风养生茶饮、XR 场景应
用层技术平台与服务商三个创业项目成
功问鼎，分别斩获校园先锋赛、产业抢位
赛、城际联创赛三个赛道的一等奖。

“本届大赛赛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先
后有 10 个项目在青岛落地注册企业主体，
其中多个项目已经进入实质经营状态，可
谓成果丰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为帮助创业项目落地，此
次大赛邀请深圳同创伟业、创世伙伴资本
CCV 等国内知名创投风投机构以及青岛
银行、中信银行等金融机构全程参与，对
有投资意向的项目协助对接服务，同等条
件下优先为大赛获奖者提供创业授信支
持。同时，获得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将分
别配套 10 万元、5 万元、2 万元的奖金。获
奖项目有意在青岛注册落地的优先入驻
市级以上孵化基地（园区），根据项目情况
可申请面积不等的租金减免场地。

一场创业创新赛，引来10个好项目
2022中国（青岛）国际菁英创业创新大赛获奖项目看好青岛产业政策和营商环境

■奇瑞青岛工厂车间里，工人正在流水线上作业。 王 涛 摄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 萍
本报4月10日讯 10日晚7点30分，宋文

京走上青岛市工人剧场的讲台，声音洪亮：“今天
是‘每周一讲’的第1659讲，‘每周一讲’现在开
讲。”时间回到40年前——1983年4月8日，也是
个星期一，雕塑家徐立忠在黑板上写下“美与
生活”四个大字，“每周一讲”就此拉开序幕。

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文化娱乐和媒体
传播还不发达。“我们每周看发在《青岛日报》
上的讲座预告，周一下班就匆匆赶过来，有时
候顾不上吃饭，买个杠子头填填肚子就早早进
教室占座。”听众周学梧从“每周一讲”开办之
初就如饥似渴地到现场听讲，如今他早已创办

了文化传播公司，在行业内建树颇丰，但他始
终认为“每周一讲”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

有知名学者指出，“每周一讲”的推出，唤
醒了许多人对知识的渴望。“到 1990 年代，随
着知识获取渠道增多，大家开始有选择地看
书、听讲座，‘每周一讲’顺应时代开始改变，自
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内容增多，很多科学家、医
生、作家来了。”谈起“每周一讲”的历史，在40
周年特别节目上，青岛大学文化与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周海波说。

“过去晚上七八点，上海路就很暗了，但是
‘每周一讲’课堂上的灯一直亮着，我获益匪
浅。”听众吕静说，她听过鲁海、纪宇、耿林莽等

知名学者作家的讲座，也听过大学老师、党校
教授的讲座，后来她也走上“每周一讲”的讲
台，为职工群众讲授芭蕾舞知识。

吕静走上讲台的时候，中国已经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文化娱乐
活动增多，广大职工群众获取信息的途径也越
发全面。彼时又赶上文化宫基建改造，许多活
动都停了，“每周一讲”还要不要办下去？互联
网时代还需要“每周一讲”吗？这样的疑问经
常拷问“每周一讲”的负责人。

青岛市工人文化宫副主任武伟说，他们也
有过这样的疑虑，但“互联网时代也需要优质
的内容，‘每周一讲’作为一个平台，要守好初

心，守护好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更多意想不
到的火花持续涌现”。

为了留住听众，主办方通过问卷调查的形
式让听众来定选题，推出专题诵读会等让听众
参与进来。2018年，“每周一讲”搬上电视，如
今，讲座的部分视频还会上传至网络平台。同
时，线下交流模式持续丰富，“每周一讲”创新
性地将讲座送到企业、文化场所，收获了各方
好评。

根据有关权威部门查证，在国内举办时间
超过三十年且从未间断的公益性讲座，只有

“每周一讲”一个。目前“每周一讲”听众已超
过70万人次。

40年前，“每周一讲”从《美与生活》开始
从1983年4月8日至今从未间断，听众已超过70万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