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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10月 28日讯 为贯彻落实
数字中国战略，进一步加快推进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数据增
值”，10月28日，青岛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发布《青岛市公共数据
运营试点突破攻坚方案》，新闻发布会
上，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张艳局长解
读了《青岛市公共数据运营试点突破
攻坚方案》。为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运
营试点工作落地落细，我市将重点推
进六大工程、28项具体任务。

打造人才队伍“固本强基”工程。
在市级层面，成立公共数据运营试点
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市数据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区（市）和部门
层面，探索在各级各部门设立政务数
据“首席代表”制度，统筹本级本部门
数字化建设和数据资源管理工作，协
同开展公共数据市场需求调研与应用
场景挖掘工作。

打造制度规范“一体支撑”工程。
加强顶层规划，制定青岛市数据要素

市场化配置改革三年行动规划，逐步构
建全国领先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夯实
管理制度，出台《青岛市公共数据运营试
点管理暂行办法》，为公共数据运营提供
制度保障；研究制定一批技术标准，保障
各项工作安全合规开展。

打造平台服务“全域联动”工程。建
设全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统筹汇聚各级
各部门政务服务、城市治理、产业发展、物
联感知等公共数据，推进公共数据分类分
级，为公共数据运营提供全面数据支撑。

打造数据资源“融合赋能”工程。开
展公共数据资产普查，摸清数据资源底
数，强化数据采集汇聚和源头数据治理，
打造数据资源体系。按照“应汇尽汇”的
原则，持续推进各级各部门各单位数据
资源接入全市一体化大数据平台。

打造重点场景“集群示范”工程。聚

焦金融、商贸、海洋、工业、交通、医疗、文
旅、航贸金、社会等领域，以应用场景为牵
引，推动数据有序流通和融合应用。整合
各类相关数据资源，鼓励社会主体利用公
共数据开发数据产品和提供数据服务。

打造产业生态“多元发展”工程。探
索建立以数据供应链为纽带的产业园数
据服务体系，以数据要素赋能特色产业
园区建设；支持各区（市）依托优势产业
资源，打造亮点应用；完善发展政策供
给，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据技术创
新；优化数据流通方式，推动数据权属确
认、数据资产评估、数据交易收益分配等
配套制度改革；研究建立数商联盟体系，
促进政产学研用资相关机构交流合作；
探索构建数据资源市场、数据元件市场、
数据产品市场“三级市场”。（观海新闻/
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通讯员 李妍彬）

早报10月 28日讯 10 月 28 日上午，
上合数字底座启用暨上合算力联盟成立大
会在青岛如意湖商业综合体举行，与会嘉
宾代表共同为上合数字底座启用揭牌。会
议现场发布《关于构建上合算力联盟打造
上合组织国家大数据合作创新先行区的实
施意见》。

何为上合数字底座？上合数字底座即
围绕基础云平台存储、管理、AI赋能，执行
统一标准体系、统一用户体系，赋能经济社
会各类应用场景，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数
据依据，为社会治理提供强有力数据支撑。

今年以来，胶州市全面融入数字强省、
数字青岛建设，把数字化转型作为战略工
程，把打造上合数字底座作为头等大事，建
强城市云脑、汇聚数字资源，全面赋能实体
经济和社会治理。目前，上合数字底座一
期云平台——“城市云脑”已完成 10 余个
模块体系建设，建成智能算力平台，对接星
火·链网（胶州）骨干节点及 Handle 根节
点，提供计算、存储、网络、标识、安全等基
础设施能力，实现安全多方计算，初步具备

“工赋上合”能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上
企业数量快速增长，由2021年的17家增加
至27家；今年上半年培育工业互联网发展
入库项目 51个，推动 100家企业实施数字
化改造。如今，“城市云脑”已完成二期迭
代升级，全面应用于智慧交通、智慧治理、
执法监督等场景，具备感知预警、决策支
持、协同联动、应急指挥等功能。上合新区
在 240 处路口启用智慧交通指挥系统，实
施单路口、干线、区域综合智慧调控，成功
实现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30%以上，年人均
可节省通行时间60.8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上合算力联盟在会上
正式成立。按照规划，上合算力联盟将打
造上合组织国家大数据合作创新先行区，
促进算力资源统筹和集约化应用，加快构
建“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开放格
局，培育上合数字底座数字化生态，同心同
向建设现代化上合新区。（观海新闻/青岛
早报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刘伟 秦青华）

10月 28日上午，青岛市公
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在奥帆基地
举行了市南交警“翔鹰”铁骑队
授旗暨出征仪式。

授旗仪式启动，交警支队党
委书记、支队长李世明将旗帜庄
严授予市南大队大队长徐强。

“出征！”随着李世明一声令下，
“翔鹰”铁骑队统一出发，一路警
灯闪烁、警笛齐鸣，按既定路线
开展流动巡逻。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邹忠昊 通讯员 孙洁 张彬 摄

早报10月 28日讯 历史建筑和传
统风貌建筑承载着城市的记忆，是城市
历史底蕴和特色风貌的具体体现。10
月28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了《青岛市历史建筑和传统
风貌建筑保护利用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待报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施
行。《条例》对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
的认定、保护、利用、保障与监督等作了
系统全面的规定。

拓展保护范围
为提升城市品质“添助力”

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是赓续
城市历史文脉的重要载体，是宝贵的不

可再生历史文化资源。近年来，为保护
城市风貌特色，留住城市“底色”，我市
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法规进行了有效
保护。但在历史城区保护更新工作实
践中发现，我市目前仍有 1500 余处具
有一定建成历史，对城市历史地段整体
风貌特征形成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
传统风貌建筑，因未达到历史建筑认定
标准而无法予以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各项工作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程序
指引。《条例》明确了传统风貌建筑的概
念、认定标准和认定程序，将我市特有
的里院建筑为代表的大量传统风貌建
筑纳入调整范围，不仅体现了地方立法
细化、补充、完善的重要功能，而且为焕
发历史城区和老建筑新生机提供了坚
实的法治保障。

完善措施体系
为实现保护优先“提效力”

科学高效的监管体制和工作机制，
是做好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
用工作的基础。《条例》明确了市、区两级
保护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进一步强化
市级统筹，明确市保护主管部门应当统
筹协调、指导、监督全市历史建筑和传统

风貌建筑的保护利用工作，并就历史建
筑传统风貌建筑的认定，保护过程中市、
区两级保护主管部门的责任分工和程序
衔接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相关部门
的保障监督、信息共享、协作联动等方面
专章予以规定。

市人大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将保护
优先摆在突出位置，严守上位法禁止性规
定，对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实施保护
措施全方位覆盖。一是明确保护责任主
体，《条例》实行保护责任人制度，进一步
合理界定权利义务，对保护责任人的主体
责任和政府的补充责任等在法规中予以
明确规定，切实将保护责任落到实处。二
是完善保护制度体系，《条例》对列入历史
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初选名单的建筑物、
构筑物实行预保护，从建筑立面、主体结
构、室内外价值要素等方面实施分类保
护，同时明确建设工程选址因特殊原因不
能避开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的，应当
实施原址保护，为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
筑构建起严密有效的“安全网”。三是注
重强化保护措施，《条例》规定了历史建筑
和传统风貌建筑定期普查和前期调查制
度，并对设置保护标志，建立档案，编制保
护图则，具体的保护标准和要求以及监督
管理等作出了详细规定，为保护工作的精

准化、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依据。

以利用促保护
为传承发展“赋活力”
积极汇聚各方力量赋予历史建筑和传

统风貌建筑以新的时代内涵，是加快推动
城市更新，持续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举
措。《条例》第四章针对我市推进历史建筑
和传统风貌建筑利用过程中碰到的实际问
题，从制度层面完善相关规定、提出支持政
策，实现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
在遵循必要适度的原则下，鼓励和支持对
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进行合理利用，
鼓励发掘、收集、整理、宣传和利用与建筑
有关的历史事件、典故和传统艺术、民俗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文旅商相融合。同
时，注重发挥各方参与保护利用的积极性，
明确所有权人、管理人、使用人可以依法以
房屋、资金、技术和劳动力等形式参与保护
利用，享受合理收益；市、区（市）人民政府
可以引入相关企业通过收购、产权置换、委
托经营等方式对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
进行保护利用，为赓续城市历史文脉，实现
历史传承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支持。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刘文超
通讯员 宋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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