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4月14日讯 记者从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获悉，近日2023
年全市技工教育工作会议上发布了

“三项文件”，实施“七大行动”，全面
推进我市技工教育高质量发展。

今年我市技工教育将推出“七
大行动”，主要包括党建引领行动、
政策集合行动、强基培优行动、提质
增效行动、结构优化行动、产教融合
行动、竞赛领航行动。力争到2025
年，分期分批高标准创建 5 所高水
平技师学院和 10 所示范性技工学
校。在校生规模保持在 6 万人左
右，高级工班以上在校生力争达到
55%。建立紧密对接24条产业链的
专业体系，重点建设一批与战略性
支柱产业、新兴产业集群相匹配的
技工教育专业集群。目前，我市共
有各类技工院校16所，其中技师学
院4所，高级技工学校2所，普通技
工学校 10 所，共开设机电一体化、
智能制造等90余个专业，预计今年
招生数量将突破1.4万人。现有在
校生近4万人，年毕业生近9000人，
就业率达到98%以上。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早报4月14日讯 4 月 14 日，青岛
市即墨区建筑业创新融合发展观摩
会召开，200 多家建筑建材企业带来
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亮相，
搭建市场供需对接服务平台，当日，

“即墨区建筑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正
式启动。

即墨建筑业创新融合发展

今年随着推进城市更新和城市建
设三年攻坚行动的深入实施，即墨区布
局了 147 个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攻坚
项目，涵盖旧城旧村改造、市政设施建
设、地铁沿线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低效片区开发建设等七大领域，对
于建材业与建筑业来说，这是巨大的发
展机遇。

在即墨区建筑业创新融合发展观摩
会上，展示了建筑建材企业形象、企业产
品和新技术、新材料，为市场提供高效的
供需信息对接服务。此次观摩会组织了
包括国有投资平台、房地产开发、施工总
承包等在内的17个门类共200余家企业
参展。展会分为两个展区，其中东区有
平台公司、央企、总承包企业、钢结构企
业、金融机构及部分建材供应商。西区
为综合展区，主要是房地产开发企业、装
配式、建材配套企业等。建材配套类包
括防水保温、电线电缆、五金机电、装饰
材料等企业。

本次活动既是即墨住建领域“强基
础提能力优环境促发展”专项行动的“头
一炮”，也是对近年来即墨建筑业和建材
业“两业融合”，建材产品推陈出新、提档
升级，以及建筑产业链加速延伸成果的
一次集中大展示、大检阅。

打造“一联盟一园区一平台”

为推进建筑业创新融合发展，即墨
区住建局不断强化链式思维和融合发
展、资源共享理念，充分发挥即墨区建筑
业协会和住建局服务企业专班“一协会
一专班”作用，围绕打通阻塞促进沟通流
畅，融合各产业上下游和两大产业之间
协同发展，重点打造了“一联盟一园区一
平台”。

组建青岛第一个“建筑联盟”性质的
龙头企业——中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到2022年底，公司股东单位已达13家，
战略合作单位近50家，遍布华东、华南
地区；完成产值32亿元，年均增长52%。

在国际陆港建设建筑产业园，计划
3年内吸纳200家建筑、建材上下游企业
落户，目前已落户企业超过70家。全面

建成后，将重点面向山东半岛地区，为业主
提供一站式工程建设服务。

打造线上线下平台，促进产需对接、
两业融合，推动建筑业与建材业相互“成
就”。2019 年，即墨建筑业协会打造了

“协会超市”平台，面向协会成员单位提供
“优质优价”供应服务，全年平台成交额超
过5.2亿元。今年，借鉴“京东智慧供应链
开放平台”模式，线上搭建“建筑产业供应
链服务平台”，除实现供需双方信息的高
效交流以及洽商、招标、签约、合同履行等
服务外，还嵌入了“供应链金融”和信用评
价服务，为业主工程质量和产业链企业控
制经营风险提供保障。目前，平台已入驻
建筑施工、建材生产、设备安装和租赁、五
金机电、装修材料、家具家电等门类企业
80余家。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刘元平 摄影报道）

早报4月14日讯 为全面展现仲裁
在服务青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优化
法治营商环境的新举措，青岛仲裁办制
定印发了《服务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
（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于今年3月9日
正式实施。

4月14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
发布会，围绕加强案件管理服务、推行

“3+N”互联网仲裁“青岛模式”等方
面介绍了《若干措施》的相关内容和措
施，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仲裁
服务和保障。

围绕办事方便、法治公平、成本竞争
力强、宜居宜业四项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基本要求，《若干措施》制定了加强案件
管理服务、推进仲裁信息化建设、提升青
岛仲裁社会认知度、优化涉外仲裁服务、
推行“3+N”互联网仲裁“青岛模式”、提
升多元解纷能力、加强仲裁队伍建设等
7个方面共14条措施。

一是加强案件管理服务，着力提升

办案质效。深入推进办案质效攻坚，细
化案件受理服务指引，探索电子送达，
提高案件受理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创
建“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服务”全
流程仲裁服务模式，提升程序管理和服
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提高案件办理
质效。

二是推进仲裁信息化建设，优化办
事方便营商环境。推进青岛智慧仲裁平
台建设，打造与税务、法院、公安、司法行
政等数据平台对接的青岛智慧仲裁平
台，实现仲裁案件“一网通办”，降低市场
主体争议解决成本。

三是提升青岛仲裁社会认知度，拓
展仲裁服务领域。创新仲裁宣传机制，
优化常态化“大走访”“大调研”工作机
制，举办仲裁宣传推行系列新闻发布会，
创新宣传推行仲裁法律制度，紧紧围绕
招商引资和实体经济、城市更新和城市
建设，大力推动仲裁服务向重点领域拓
展，护航青岛高质量发展。

四是优化涉外仲裁服务，营造国际
化一流营商环境。建强青岛国际仲裁中
心，建立投资仲裁规则，壮大涉外法律服
务领军人才队伍，提高涉外仲裁水平。
发挥上合示范区国际仲裁院、国际物流
仲裁中心等平台作用，创新制度和服务

供给，服务上合组织国家经贸往来和“一带
一路”建设。

五是推行“3+N”互联网仲裁“青岛模
式”，服务营商环境数字化转型。深化区
块链电子证据平台在工业互联网、现代金
融、跨境电商、易货贸易等领域的应用。
修订《互联网仲裁规则》，优化互联网仲裁
流程，便捷、高效、低成本化解纠纷。制定

《易货贸易业务纠纷解决规范》，做强易货
贸易仲裁院，建立易货贸易纠纷解决专家
库，公正高效仲裁易货贸易纠纷，促进易
货贸易行业健康发展，服务国内国际贸易
纠纷解决。

六是提升多元解纷能力，服务现代化
治理样板城市建设。加强多元法律服务中
心建设，优化入驻调解组织结构，丰富仲裁
确认等多元解纷制度供给，建立仲裁前调
解优先推荐机制，推动仲裁与商事调解、社
会组织调解、人民调解等有机衔接，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生态。

七是加强仲裁队伍建设，为公正高效
解决纠纷提供人才保障。提高仲裁员选
聘标准，加强仲裁员管理，落实仲裁员信
息披露制度，完善仲裁员指定工作规则，
实现仲裁委员会管理与仲裁庭独立裁决
有机结合。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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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3+N”互联网仲裁“青岛模式”
青岛仲裁办出台14条措施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
青岛在行动

16所技工院校
招生1.4万人

2023年我市技工教育定
下新目标

早报4月14日讯 4 月 14 日，
崂山区司法局北宅司法所与崂山公
安分局特巡警大队“所队联动”，与
慈云路派出所和北宅派出所“所所
联动”共建的“铸崂平安”“和谐慈
云”“阳光北宅”三个特色人民调解
工作室正式揭牌。首批 24 名辅警

“人民调解员”上岗，北宅街道也在
全省率先推出辅警担任人民调解员
的新举措。

前期，崂山区针对人民调解工
作开展专项培训，并对日常工作及
案卷填写进行指导，特巡警大队全
体民辅警参与培训。三个特色调解
工作室将在山东智慧调解网注册，
辅警将以人民调解员身份进行网上
案卷录入。实行新举措后，对于小
纠纷，人民调解员主动调解，将一些
本来需要报警的警情消弭于报警
前，减少了110接报警的工作量，提
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同时，崂山区北宅街道相关部
门将负责不定期对“人民调解员”进
行培训，提高民辅警的调解能力，本
着“能调则调”的原则，进一步提高
派出所警情化解率。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王叙栋）

北宅24名辅警
“变身”调解员

在全省率先推出辅警担
任人民调解员的新举措

200多家企业亮出硬实力
即墨区建筑产业供应链服务平台启动 打造“一联盟一园区一平台”助力城市更新

建筑企业展示新材料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