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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本报版式总监 于

近日，海底捞现身李沧乐客城夜
市卖火锅一事，颇受众人关注。关于
海底捞在部分城市摆摊的微博话题，
目前相关阅读量累计已超过2000万。

除了青岛，海底捞在上海、太原等
城市都开设了户外摊位。虽然销售模
式和菜品有所区别，但总体价格都比
较接地气。比如，乐客城夜市上的海
底捞，小油条8块钱8根，冒血旺9.9元
一份。很多网友评价说，小吃很实
惠，量大价格也不贵。

实际上，这么“向下卷”的，不只海
底捞一个。此前，肯德基、全聚德、蜜
雪冰城等也都在夜市摆过摊。事实证
明，这些餐饮大牌摆摊效果还不错。
比如，江苏南通一家蜜雪冰城店，在附
近夜市选了个固定摊位，第一天就因
为果茶中途售罄而临时补货，不仅给
门店增加了收入，相关短视频还在社
交媒体上吸了一波粉。

海底捞等为什么“进军”夜市？
其一，夜市本身发生了变化。与传统
夜市相比，如今的夜市不止于吃喝，
还不断与夜间经济、露营经济、网红
经济等融合，形态日益多元化，成为
打通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海底
捞等走进夜市，正是看中了持续升温
的夜间消费带来的大流量。其二，大
众消费观念发生了巨变。现在的年
轻一代消费主力军，流行“反向消
费”，回归理性和务实，追求低成本、
性价比。满满烟火气的夜市，成为年
轻人社交减压与自我“回血”的集聚
地。据不完全统计，依托这波 Y 世
代、Z世代夜经济消费主体，我国夜间
消费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 40 万亿左
右，约占整个消费市场的 60%。海底
捞等餐饮大牌摆摊夜市的背后，是为
了匹配新生代核心需求，抓住消费新
趋势，拥抱年轻人，加码夜间经济。

当然，并非所有餐饮大牌摆摊都
能获得明显收益。相较于个体户落草
生根的自由练摊法则，品牌出摊更需
要“资本”。一方面，应有详细的市场调研和经营计划，权
衡其带来的收益和成本；另一方面，利用品牌影响力吸引
地摊消费用户，也需要拿出与门店一样的产品与服务品
质，否则，摆地摊也可能演变成过度消费品牌影响力的行为。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下，夜经济已成为城市
消费的“新蓝海”，除海底捞外，越来越多的餐饮品牌，正
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享受地摊经济红利，掀起越夜越精彩
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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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任晓萌
本报8月30日讯 30日下午，十三届市委第三轮巡察集

中反馈会议暨第四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通报第三轮
巡察发现的共性突出问题，动员部署第四轮巡察。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马立新
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巡察工作领导
小组副组长于玉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切实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对第三轮巡
察发现的问题，严肃认真反馈，扎扎实实整改，切实用好成
果。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推动整改任务落地见效，以巡察整改
推动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深入细致做好十三届市委第四轮巡察工
作。坚决落实深化政治巡察新部署新要求，推进政治监督具
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准确把握“四个聚焦”监督重点，分类
施策、靶向监督，进一步提升巡察监督的实效性。紧盯权力和
责任，突出对“一把手”监督，深入了解问题线索，推动立行立
改，提升巡察监督的权威性和震慑性。

会议要求，巡察机构要强化责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走
好群众路线，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以巡察工作实际成效，为
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强保障。

经市委批准，十三届市委第四轮巡察安排7个巡察组，对
市政府办公厅、共青团青岛市委、市归国华侨联合会、市民政
局、市退役军人局、市审计局、市体育局、市医保局、市国防动
员办公室、市政府研究室、市信访局、市民营经济局等12个部
门开展常规巡察；对平度市东阁街道办事处、南村镇及所属村

（社区），莱西市望城街道办事处、河头店镇及所属村（社区）开
展提级巡察。

以巡察整改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三届市委第三轮巡察集中反馈会议暨

第四轮巡察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刘兰星 通讯员 郑海怡
本报8月30日讯 9月2日至6日，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

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将在北京举办。本届服贸会
上，山东作为主宾省，将以“山东服贸惠享全球”为主题作展览
展示，多方位展示全面深化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成果。

在山东主宾省展馆内，共有 6 家青岛服务贸易企业参
展。其中，聚好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通过现场互动展示
AR沉浸式会议、数字智能客服以及元宇宙工业展销等；青岛
出版集团将通过视频及产品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绘本动
画；数金公共服务（青岛）有限公司将通过产品展示数字咖啡
机、数字人民币彩票机等产品。

自2020年8月获批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城市
以来，青岛市围绕落实商务部《总体方案》，制定了9方面133
项试点任务并已全部完成，形成了28项全国首创制度创新成
果，海洋设备和高端装备检验检测服务平台入选国家“最佳实
践案例”。在试点的示范带动下，青岛市服务进出口市场已覆
盖全球186个国家和地区，2022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208.9
亿美元，较 2020年增长 111.7%，占全省比重 45.8%，服务贸易
实现量质齐升。

青企将组团亮相2023服贸会
山东作为主宾省将以“山东服贸惠享全球”

为主题作展览展示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8月30日讯 市科技局日前出台《关

于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奖补实施细
则（试行）》。作为“硕果计划”的补充和重要推
进举措，《细则》将以最高200万元的支持力度，
引导和激励在青研发机构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细则》提到的研发机构包括中央、省（部）
驻青科研院所，市属、区属事业单位或转制改企
单位，引进大院大所成立的企事业单位且认定
为市级（含）以上新型研发机构等在我市开展自
然科学及工程技术领域研究开发的多类主体。

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
针对科技成果所开展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
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
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具体来说，科技成果
转化的方式包括经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的技术
转让、技术许可、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等；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成股份或者
出资比例；自行投资孵化成立科技企业；其他
协商确定的方式。

根据《细则》，我市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

绩效评价工作由市科技局组织开展，委托第三
方专业机构具体实施，其评价指标由定性指标
和定量指标构成。其中，定性指标包括专门机
构与专职人员、政策落实与激励机制、科研基
础设施与大型科学仪器开放共享3项指标；定
量指标包括面向本地企事业单位，以技术转
让、技术许可或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进行转化
的科技成果数量或金额，作价投资或自行转化
孵化成立科技企业数量或相应企业营业收入，
以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方式实现
服务数量或收入，对接服务本地企业数量及凝
练企业真实技术需求数量 4 项指标。评价结
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次。

根据评价结果，《细则》将按得分高低排
序，对研发机构给予奖补资金支持。其中，评
价优秀且排名前5位的，按照评价期内实施科
技成果本地转化形成实际收入的 5%，给予最
高 200 万元支持；其余评价优秀的，以及评价
良好且排名前 20 位的，按照评价期内实施科
技成果本地转化形成实际收入的 2%，给予最
高100万元支持。

加码“硕果计划”，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青岛出台《细则》引导和激励在青研发机构，最高支持200万元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耿婷婷
本报8月30日讯 青岛市科技局日

前公布我市今年第六批科技型中小企业入
库名单，共821家企业在列，我市科技型中
小企业入库总数达 6011 家。按照科技部
科技型中小企业“一年一评一入库”的工作
要求，2023 年度，青岛科技型中小企业计
划分 8 个批次共完成评价入库 8000 家
以上。

自《青岛市实施“沃土计划”加快培育
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方案（2022—2024
年）》发布以来，市科技局逐步完善科技企
业梯次培育体系，以多种手段助力科技型
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实施高企育苗工程，

建立高企培育库，每年遴选科技型中小企
业入库培育，对有成长性的入库企业给予
奖补；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利用“创新券”
购买科技研发、检验检测等服务，按实际支
付费用最高50％比例予以兑付。2022年，
青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
扣除比例从 75％提高到 100％，进一步鼓
励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据悉，
全市有 5321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享受了这
一税收优惠。

经多项政策的叠加复合激励，近年来
青岛科技型中小企业持续高速增长，预计
2024 年底全市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将超
过10000家。

青岛科技型中小企业超6000家
第六批入库企业名单公布，预计2024年底

入库企业将超过1万家

民以食为天。当一餐食、一顿饭上升到
一个产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一粒“花生
米”拥有4项国家专利，产品出口逆势上扬；
每年有400吨鱿鱼圈从浩源集团城阳工厂销
往澳大利亚；九联鸡屠宰及深加工项目加速
建设；预制菜及高端调味品研发基地项目计
划9月开工……这是青岛农产品加工企业加
速发展壮大、蝶变升级的一个缩影。

农产品精深加工作为“粮头食尾”“农头
工尾”，是推进农“特”“优”发展的重要支
撑。当下，青岛深入推进农产品加工向纵深
发展，农业全产业链不断优化，不仅经济效
益得到提升，企业竞争力得以增强，同时也
带动了农民共富、品牌效应、市场前景等一
系列良性连锁反应。

专注“精深”，提升国际竞争力

走进青岛宝泉花生制品有限公司，浓浓
的花生香沁人心脾。在裹衣车间，一批裹衣
花生制品正从生产线上下线，完成称量包装
后，这批花生米将被发往韩国。

青岛宝泉花生制品有限公司是青岛知
名花生加工企业，年生产加工花生能力达
1 万多吨，其中九成产品出口国外，畅销日
本、韩国等国家。

受国际环境、需求收缩等因素影响，外
贸企业承压明显。上半年，青岛宝泉花生制
品有限公司却逆势增长，出口额达1078万美
元，同比增长11.8%。“不断创新产品类型，提
升精深加工能力，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竞争
力，满足消费者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是企
业逆势增长的重要原因。”接受记者电话采
访时，青岛宝泉花生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贾
玉洁正在韩国洽谈客户，“以前企业主要出
口花生原料，如今按照国际标准生产各种花
生制品，不仅畅销国外市场，也受到国内市
场欢迎。”宝泉花生年加工能力从最初每年
3000 吨，增加到年 10000 多吨，品类也从花
生原料粗加工发展为涵盖裹衣花生、油炸花
生、咖啡花生、烤红衣、花生碎、半粒花生、烤
果等七大类30多个品种。

“近年来，公司基本每年都推出三四类
新品，比如紫薯花生、芥末花生、鱿鱼花生、
海苔花生等，契合了人们个性化的口味需
求。”贾玉洁介绍，通过不断研发新品类，可
以保证产品不断适应变化的市场，从而在激

烈的竞争中稳步发展。
一粒小小的“花生米”，背后拥有4项国家

专利。对农产品精深加工的精益求精，是宝泉
花生从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密码。

近年来，青岛突出发展粮食、畜产品和
特色食品精深加工业，赋能农产品加工业集
成化、高端化和高附加值。2022 年，全市规
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收突破2200亿元，农产
品出口额达到 432.7 亿元，稳居全国同类城
市前列。

深耕主业，积极抢占“新赛道”

一条来自中国南海深水无污染区的鱿
鱼，冷链运至位于城阳区的加工车间，完成
分割、裹粉、裹浆、裹糠，经180度油温精准炸
制40秒后，单冻机速冻、拣选、装袋、称重、金
探、装箱、入库……这是青岛浩源集团裹糠
鱿鱼圈的生产日常。

作为浩源集团海洋预制菜品类的网红
产品，每年约有 400吨鱿鱼圈从这里销往澳
大利亚，深受当地家庭喜爱，企业市场份额
也一路攀升至国内前列。

从传统水产加工OEM到自主研发品牌
海洋预制菜，浩源集团是青岛较早涉足海洋
预制菜出口的企业之一。看中预制菜前景，
企业较早切入“赛道”，新建国内一流自动化

车间，大幅降低用工、用电等成本。
除了浩源集团外，不少青岛农产品加工

企业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敏感地把握预制
菜这个万亿级新“风口”，依靠本地农业基础
雄厚、冷链物流发达等优势，积极入局。

以调味食品起家的利和味道，2020年就
推出了高品质预制菜领先品牌——朕宅，并
率先推出了创新预制菜产品，目前已完成D
轮融资。知名农产品加工企业益海嘉里依
托全品类粮油产品及全球供应链优势，成功
推出大师菜、家常菜等预制菜系列产品。

泓繁锦预制菜生产加工项目已于7月开
建，预制菜及高端调味品研发基地项目计划
9月开工；九联鸡屠宰及深加工项目加速建
设……这些企业立足主业的同时，又不固守

“一亩三分地”，不断创新探索、努力耕耘，彰
显出青岛农产品加工企业鲜明的特质，也为
青岛预制菜产业发展赢得了先机。

龙头牵引，带动农民共富

在位于莱西市沽河街道的青岛汇泉奶牛
养殖场，一头头奶牛悠闲地吃着草料，在自动
饮水机旁喝完水后，踱步在生态发酵床上，不
时发出浑厚的“哞哞”声。“产奶牛”变身“致富
牛”，仅这个养殖场每年就向雀巢等龙头企业
提供牛奶800吨，带动30多名村民就业。

以雀巢等企业为龙头，采取“公司+养殖
小区+养殖大户”组织模式，带动280余养殖
大户饲养奶牛 7.47 万头，牛奶年产能 20 万
吨，是山东省存栏奶牛数量最多的市（县）和
全国重要的奶源生产基地，推动形成牛奶加
工产业链。

“群雁高飞头雁领”，龙头企业是打造农
产品深加工全产业链，构建现代农产品产业
生产、经营体系，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动
力引擎。

作为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
青岛市莱西食品产业集聚区聚集了一批龙
头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了丰富的观察标
本。集聚区瞄准农产品精深加工，按照引进

“洋”龙头、培育“新”龙头、膨胀“原”龙头、挂
靠“强”龙头的思路，加快龙头企业发展步
伐，使之不断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龙
形”产业体系蔚然成势，打出差异化发展的
特色牌，提升整个产业链的竞争力和影响
力，也带动农民致富增收。

以九联集团为龙头，采用“公司+合作联
社+农厂”经营模式，建设规模化、标准化肉
鸡养殖场 69 座、鸡舍 1200 余栋，带动农户
2 万余户，鸡肉出口连续 13 年稳居全国首
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现代化肉鸡养殖基
地，推动形成肉鸡加工产业链；以万福集团
为龙头，辐射带动 2万农户从事生猪规模养
殖，建有山东省规模最大、管理最先进的祖
代种猪场及生猪现代化宰杀车间，推动形成
猪肉加工产业链……

“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优势和优越的区
域产业配套，食品产业集聚区培育出九联、万
福等享誉国际的龙头企业，也吸引了瑞士雀
巢、德国汉莎等世界500强企业入驻，汇集了
青啤集团健康饮品、中建材凯盛浩丰等一批
食品饮料上下游企业，其中规模以上企业28
家，是莱西重点打造的胶东半岛食品产业新高
地。”莱西市沽河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进辉介绍。

一个个生动的场景，成为青岛农产品加
工业提质增效、蝶变升级的生动注脚。近年
来，青岛大力实施强龙头战略，优选 26家农
业“金花”和15家链主企业重点培育，打造市
场广、知名度高、带动性强的领军型农业龙
头企业。目前，全市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达到 355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达到 1020
家，带动形成2条千亿级、8条百亿级和15条
十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链。

青岛农品加工：锻造“精深”产业链
从原材料供应到制成品出口、从代加工到研发自主品牌，产业加速向

集成化高端化迈进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李德银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周晓峰 通讯员 许 凯
本报8月30日讯 由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为韩

国H-Line公司建造的首艘21万吨LNG双燃料动力散货船，于日前开
始燃油试航。

随着国际海事组织修订减排战略，航运业加快减排步伐，LNG、
氢、氨、甲醇等新型燃料逐渐替代传统石油燃料，推动船舶向更清洁高
效的方向发展。其中，兼顾天然气和燃油两种动力模式的LNG双燃料
动力船舶成为船公司的主流选择。

LNG双燃料动力散货船是北海造船首次建造。该船在水下阶段，
经过船东、船检和船厂各方通力合作、密切沟通，完成全部LNG管路系
统的安装、密性、探伤和吹扫报验，LNG燃气供应系统（FGSS）调试全面
进入报验阶段，并完成主甲板、货仓、舱口围、生活楼区域涂装施工以及
机舱设备和系统调试报验。

“青岛造”首艘21万吨LNG
双燃料动力散货船试航

■燃油试航中的21万吨LNG双燃料动力散货船。 封 岳 摄

■九联集团预制菜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