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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
青岛市即墨区坚持创新第一动力，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集群化产业发展方向，增强
创新资源集聚力，释放科技赋能新活力。

壮大战略科技力量
科技平台桥梁作用持续增强

在能源企业节能减排、高效运营的
趋势下，传统矿区面临能源数据缺乏、管
理效率低下等多重严峻挑战。创新奇智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 AIn-
noGC工业大模型为山西一家煤炭矿区
打造“能源大脑”，赋能园区能源数据分
析预测、园区安全态势和园区综合管理
等场景。其中，通过大模型的问答反思
和问答推荐的全流程编排，智慧大脑实
现安全事件的问答、安全事故辅助分析，
为决策者、救援队、使用者给出科学的行
动建议。

作为青岛市人工智能产业链链主企
业，创新奇智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一
直致力于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公司自研面向行业应用的“MMOC人工
智能技术平台”和“AInnoGC 工业大模
型技术平台”，累计申报专利1300余件，
通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今年
6月，公司牵头筹建的“山东省智能制造
工业大模型重点实验室”成功获批建设，
实现即墨区省级重点实验室“零的突
破”。

如何精准瞄准企业的“真需求”，快
速将科技成果转化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的现实动力？当前，科技创新呈现集聚
化、融合化、协同化发展趋势，创新资源
要素加速向重大创新平台汇聚，即墨区
积极加快完善支持科技创新平台发挥作
用的体制机制，完善实验室体系，突出抓
好科研院所、高校、产业创新平台、新型
研发机构等创新阵地，持续推动各类创
新资源共享协作，更好服务科技自立自
强，引领产业创新发展。

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是世界上第
五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运维管理了代表
国内最高水平的以“一船三龙”（深海一号
船、蛟龙号、海龙号、潜龙号）为代表的深
潜装备体系，为我国深海大洋事务管理和
海洋安全及权益维护提供重要支撑保障。

全局上谋势，关键处落子。下一步，
即墨区将进一步加强高能级创新平台建
设，着力抓好实验室建设、平台示范、国

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创建，服务保障国
家深海基地等高能级科技创新平台建
设，依托高品质功能服务平台，以更精
细、更专业、更综合的服务整合资源，为
科技成果转化赋能加速，努力在壮大战
略科技力量上聚力突破。

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超临界CO2无水染色技术以CO2

为染色介质，整个染色过程脱离了水和
化学助剂的使用，真正实现了无污水排
放。”青岛即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万刚介绍，这项技术获评国际纺联“可
持续发展与创新奖”、全国纺织联合会技
术发明一等奖，带领中国纺织业跨入绿
色低碳发展的新阶段。纺织服装产业是
即墨最具历史、最富特色的传统优势产
业，凭借该项目，即发集团将建成国际上
最大的智能化无水染色生产线，已被列
入省重点研发计划，获得扶持资金1300
万元。

科技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
产业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二者
互为需求、彼此促进。突出前瞻性、战略
性需求导向，即墨区积极落实“沃土计划”
实施高企倍增工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
创新，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全链条，努力创造更多原
创性成果，厚植新质生产力的生长土壤。

今年新挖掘创新型、专精特新培育
企业 200 余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955
家，新增创新型中小企业107家；统筹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新能源汽车“三
电”、人工智能、非晶合金、生物医药等前
沿领域，持续深化科技创新引领……今
年以来，青岛将科技创新、产业体系、企

业主体、海洋特色、人才支撑统筹起来，
推动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力、产业创新策
源力、创新人才吸引力和科技成果转化
力向更高层级跃升。

面向未来，即墨区将紧紧牵住科技
创新这个“牛鼻子”，强化高质量科技供
给，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
局未来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
位，完善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

打造科技人才集聚高地
创新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青岛汽车产业新城集聚了四大整车
龙头项目在内的 200 余个重点项目，去
年年产整车40万辆，完成产值超700亿
元，成为即墨区的支柱产业。

围绕汽车产业链，即墨区布局创新
链，将招商引资的重点放在了汽车领域
高层次人才项目，并引进了中国工程院
院士丁文江，帮助其争取了省一事一议
顶尖人才项目，创办青岛宇远新材料公
司，致力于轻量化合金新材料、新技术的
研究开发和产业化应用。项目完成后将
建成设计、材料、制造、检测评价、回收利
用全链条轻量化技术平台，为即墨区乃
至全国提供轻量化解决方案。

瞄准顶尖人才（团队），即墨区坚持
“人才+项目”模式，通过营造良好的创
新创业环境，先后引进院士10人在即创
办企业、研究院、工作站，重大项目和高
质量项目量质齐升。其中，中国科学院
成会明院士创办的青岛瓷兴新材料有限
公司研发的氮化硅粉体材料指标性能居
全球第二，2023 年实现产值 6000 多万
元，其中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引进刘

嘉麒院士创办青岛玄纤维复合材料研究
院，与即发、英龙等本土企业签订合作协
议，刘嘉麒院士被评为住鲁院士，实现全
区零的突破。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
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即
墨区坚持抓好人才培育工作，出台《关于
加快实施新时代“英才汇即”系列工程助
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建立《青岛市即墨
区党员领导干部联系优秀人才工作制
度》。将人才与产业发展充分结合起来，
以重点发展产业为导向，丰富人才供给类
型和层次。

今年以来，即墨区实施“英才汇即”系
列工程，新认定国家级科研工作站1家、
市级科研工作站17家，组织推荐29人申
报国家级、省级人才工程，为科技创新夯
实人才基础。启动“优秀青年人才选育计
划”，面向国内外重点高校招聘，全区新增
人才 3091 人，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实
现融合发展。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浪潮，进一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加快提
升城市核心竞争力、更好实现高质量发
展，重中之重就是要强化科技创新引
领。新征程上，即墨区将继续坚定不移
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坚持“立足我所有、用好我所能、突出我
所长、补齐我所短，以更大的信心决心、
以更多的资源要素投入、以更有力的改
革发展举措抓好科技创新工作，加快构
建创新型产业体系，持续优化科技创新
生态，努力推动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力、产
业创新策源力、创新人才吸引力和科技
成果转化力大幅跃升，打造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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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发集团的技术工人在超临界二氧化碳无人染色产业化示范线上生产筒子纱产品。

创新奇智。

青岛云路先进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盘点出口海外市场的非晶带材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