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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元一次，868元两次，868元三次，成交！”日

前，在青岛莱西夏格庄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经过

30余轮激烈竞拍，该镇夏一村252.15亩“叫行地”5

年土地使用权最终以88.26万元拍卖，这是交易中心

成功“定锤”的第四单。据了解，农村机动地俗称“叫

行地”，自今年4月份开展党建统领乡村公共资源共

享行动以来，夏格庄镇先行先试，积极探索。8月，

创新打造了莱西市首家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通过优

化农村资源配置、规范流转交易、服务共富公司，让

闲置资产“活”起来，村民钱包鼓起来，为乡村振兴注

入了动力与活力。

搭平台建体系 盘活闲置资产

“现在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村庄老龄化严重，

大量土地无人耕种，闲置资产越来越多。”谈及农村

产权交易中心成立的契机，夏格庄镇经统审计中心

主任任巍山介绍，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林权等各类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需求明显增长，但也存在资产权

属不明、村委竞拍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我们通过市

场机制为‘沉睡’的农村资产还权赋能，为农村资源

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趟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夏格庄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这一平台应运而

生，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广大农户、农民合作社和

农业企业等为主要服务对象，开设“林权交易申请受

理”“实物资产业务受理”“土地流转申请受理”“共富

公司业务咨询”等6个业务窗口，以协议转让、线下

拍卖、招投标、挂牌等多种形式运行，目前业务覆盖

全镇 15 个行政村 54 个自然村，业务覆盖率达到

100%。截至目前，交易中心已受理业务9宗，完成交

易4宗，涉及土地使用权交易面积724.15亩，实物资

产租赁518平方米，累计交易额152.81万元，规范交

易合同90余份，交易场均溢价率超过50%，为村集

体额外增收60余万元。

“阳光”化运作 干部清白百姓放心

“拍卖场合正式，叫价没了顾忌，还全程有‘监督

员’，大家伙都满意！”夏五村村民王丙辉告诉记者，

之前要卖“叫行地”都是村子自发组织竞卖，人情世

故牵扯进去，不但价格叫不上去，还有很多群众对结

果不信服，易产生矛盾纠纷，而交易中心的成立，破

除了这一弊端。8月29日，中心成功以20.784万元

的价格公开拍卖转让了该村86亩“叫行地”土地经

营权，其中66亩南泊“叫行地”使用权溢价率96%，

20亩北岭“叫行地”使用权溢价率更是高达260%，

为村集体组织额外增收10.58万元。夏五村村支部

书记张广龙也乐道：“拍卖全程录音录像，交易在‘阳

光下’进行，不仅乡亲们对拍卖结果没了猜忌，我们

干部也‘清白’了，心里亮堂堂！”

为实现农村产权交易流程规范化、服务标准化、

监督科学化，从源头上封堵农村产权交易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漏洞，避免暗箱操作，减少交易后遗症，中

心推行“交易申请、前置审核、信息发布、资格审查、

组织交易、签订合同、出具鉴证”的“七步交易工作

法”，完善交易流程，层层把关，确保笔笔交易真实有

效。同时出台《夏格庄镇农村产权交易实施方案》《夏

格庄镇土地承包经营权交易指南》《夏格庄镇农村实

物资产交易指南》等，进一步规范交易服务工作。

送服务架桥梁 实现“双赢”促增收

“稻地有人种，农民有工资，村集体有收益，共富公

司、社会企业有分红，还能打响‘渭田旱稻’特色品

牌。”夏格庄镇渭田村党支部书记吴家友提起即将签订

的协议喜不自禁。今年8月，夏格庄镇农村产权交易

中心及渭田新村党总支与青岛供销普惠农业服务有

限公司多次进行洽谈、协商，目前已达成共识，双方将

签订合作协议，采取“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共富公司+社

会资本”的模式，由村级共富公司负责旱稻种植，青岛

供销普惠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协助加工、包装及销售，

在保证村集体旱稻每斤8元基本收益的基础上，额外

获得收益由共富公司与社会企业按既定比例分红。

为破解农村“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地当如

何用”的难题，夏格庄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贯彻服务

共富公司、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宗旨，配合共富公司在

协商洽谈、协议签订等关键环节提供法律咨询及规

范协议的服务，通过交易中心的沟通桥梁作用，拓宽

共富公司销售渠道，提高品牌效应，壮大村集体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实现社会资本与村集体经济共富

公司的“互促双赢”。目前渭田村已种植旱稻50余

亩，预计旱稻收获后村集体年收入增加15万元，村

民每亩地增收1500元。

昨日，青岛市科技局印发《青岛市园区揭

榜挂帅随发随评奖补实施办法》（简称《实施

办法》），在青岛高新区“一区多园”等科技园

区范围内建立企业技术需求揭榜攻关快速响

应机制，推动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向产业

转化，每个项目最高给予50万元奖补支持。

记者获悉，《实施办法》聚焦园区主导产

业，重点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攻关需求，

充分发挥区（市、功能区）项目布局主动性，着

力打通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向企业转化通道，

建立随发随评、快速响应、当年奖补机制。按

照“企业出题、政府搭台、高校院所解题”的思

路，明确了园区揭榜挂帅的发榜揭榜、达成合

作、遴选推荐、择优奖补等程序。青岛市科技

局提供网站平台，会同区级科技主管部门发

挥就地服务优势,积极对接园区企业技术需

求，通过组织线上、线下交流对接会等方式，

促成发榜企业与揭榜的高校院所、科技企业

的合作。在项目资金支持上，市区两级联动、

快速响应，对成功揭榜的项目随时集中开展

择优评选工作，按照1:1比例给予最高50万元

奖补支持，每年最多支持50项，奖补资金当

年到位。

据悉，青岛高新区“一区多园”是全市实

体经济振兴发展的龙头，去年以来，通过成

立国家高新区管理专题委员会、创新体制机

制、出台硬核政策、搭建智慧平台、提升园区

服务等多项举措，高新区“一区多园”发展取

得了良好成效，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417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1798 家，上市企业

31 家。园区揭榜挂帅奖补政策，是按照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服务高新区“一区多

园”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举措，是改革科技项

目支持和组织管理方式的探索实践，是提

升园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助推科技成果

转化的重要抓手。去年，青岛市科技局针

对科技园区企业出台的“园区培育计划”，

重点支持头部企业、大中型企业关键技术

攻关；园区揭榜挂帅奖补政策则重点关注科

技型中小企业，为有研发攻关需求的小企业

提供短平快的支持。力争形成“大企业顶天

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科技园区企业梯

次培育体系，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助力实

体经济振兴发展。

创业两年，隋振利便带领公司自主
研发了国内首套国产控制系统，打破了
我国相关市场长期由进口品牌占领的局
面；2021年，公司获得中国创新创业大
赛青岛赛区一等奖；2022年，与合作伙
伴龙芯中科联合发布的《基于工业互联
网技术的智慧风场解决方案》获选“2022
年电力行业工业互联网融合创新应用十
大优秀案例”……

作为一家初创企业，短短两年时间，
公司如何从小变大，由弱变强，在新能源
蓝海中劈波斩浪，赢得市场认可的？近
日，记者采访了道莅智远科技（青岛）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道莅智远”）总经理隋
振利，听他讲述创业故事。 隋振利作演讲报告。

科技园区成果转化项目
最多可获50万元财政奖补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宋佳

让闲置资产“活”起来

莱西农村产权交易赋能乡村振兴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辛小丽 通讯员 程强 张琦

青岛莱西夏格庄镇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叫行地”
公开拍卖。

梦想 职场精英辞职创业

开创事业，首先要有一个创业梦。

隋振利在创业之前，在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
工作了15年，从事过技术开发、技术管理、产品管理
等多个岗位，还曾带领团队完成了西门子全球第一
台MW级风机控制系统开发，其间带领技术团队荣
获10多项专利。

毋庸置疑，隋振利在职场打拼多年，已经远远
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但他并没有满足。“我一直梦
想着打造一支技术团队，专注于新技术研发，实现

创业梦。”

当创业梦想遇上硬核实力，前行的道路有了足

够的底气。2020年8月，道莅智远在位于青岛高新

区的青岛市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

如今，700多天过去了，道莅智远从最初的“3人

行”成长为现在40人的团队，办公场所也从一间小

房间扩容到20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再到500平方

米的新办公间。目前，公司还将扩建200平方米。

工作人员一直在增加，团队不断扩大，研发设备和

测试设备也不断添置，公司还收购了另外两个小团

队……两年时间取得这样的成绩，隋振利的创业无

疑是成功的，但这成功，来之不易。

机遇 抢抓新能源风口

“我属于非常幸运的创业者。”隋振利表示，相

比其他企业，他们赶上了国家重点发展新能源和打

破关键行业“卡脖子”技术的战略机遇期。所以创

业以来，公司发展得很快，业务也发展得非常好。

“越是赶上了风口行业，越是需要团队快速成长，带

领团队抓住窗口期加速发展。”

与大多数创业者一样，焦虑不安始终贯穿在隋

振利的创业过程中。“脑子里总是有源源不断的事

情在打转，比如客户的项目交付是否顺利？新产品

研发的需求书还没写？下周如何接待一位重要客

户领导？岗位招不到人怎么办？微信里100多条消

息未读，还有几个电话需要打？公司账上还有多少

钱……”隋振利坦言，整个创业过程就像不停地“打

怪升级”，每天经常忙得身心疲惫。

辛勤的付出总有丰硕的回报。2021年，道莅智

远的发展迎来“高光时刻”：与中国中车风电签署共

同研发协议，并研发了国内首套国产控制系统，打

破了国内市场长期由进口品牌占领的局面。与此

同时，道莅智远研发的控制系统获得中国中车风

电、中国华电、中国大唐等头部发电集团的青睐，一

举打响了公司品牌。

目前中国现有风电装机量约为13万台，其核心

主控制器主要来自外资品牌，“这些风电装机的能

源调度系统、通信协议均运行在国外的系统平台

上。而我们公司的控制系统，不仅算法、底层硬件均

是自主研发，而且芯片及操作系统也均是选择了国

产替代方案，实现了100%全国产化。”隋振利表示。

拼劲：敢做他人不敢做

创业之路没有一帆风顺的。隋振利告诉记者，

两年创业历程，有过很多难忘的时刻，“最难忘的是

中车风电技改项目。”

隋振利回忆道：“当时的项目现场在甘肃麻黄

滩，我们的控制系统搭载到价值几千万元的风机

上，运行期间出了严重故障，直接导致风机变流器

炸机。”虽然事后调查发现并不是公司系统的原因，

但当晚11点多接到工程师电话时，隋振利还是感到

整个人后背发麻，浑身出汗。隋振利一边安慰工程

师，一边紧急动身，穿过大西北荒芜的无人区达到

现场后，在风机上蹲着调试程序6个多小时，把风机

重新并网运行后，终于听到风机运转的声音。在风

机满功率运行一段时间后，隋振利终于放下心来，

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腿很痛。

当时，隋振利默默地在荒沙地里走了很久，平

复自己紧张的心情。“我们的产品是控制系统，相当

于人的大脑，一旦出问题，几千万元的设备可能就

会损坏，这样大的压力下，我在想为什么我们在做

这么难的事情？为什么要搞这么复杂的产品？为什

么要做这么风险高的业务？”短暂的迷茫后，隋振利

很快冷静下来，“想想中国每年几万台新风机、现有

十几万、几十万台风机上的控制系统全部依赖进口，

如果中国团队不去做突破，那么这种严重依赖进口

的情况未来仍将存在。而这正是我们做这个事情

的意义，这也是别人不敢做、我们敢做的优势！”

愿景：打造世界工控品牌

“如果有人问我创业苦不苦，我想告诉他，特别

苦。”隋振利说，以前他出差都是随时随地买票，现

在优先选择便宜航班；以前住宿都是五星级酒店，

现在都找经济型的；以前月收入很高，现在只有原

来的1/3……

“也有人问我从外企出来创业后不后悔，我说

我不后悔。”隋振利坚定地说道，能够从事喜欢做的

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是非常幸福的。“创业以后，我

才发现我就是为创业而生的，虽然也会焦虑，但更

喜欢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看着融合了自己思维

的产品不断迭代，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也很喜欢随

时提出一个创新的想法，并立刻去执行……”

隋振利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兴趣、对未知充满好

奇且充满学习热情的人，他没事就喜欢看各种前沿

的科技动态，尤其喜欢看和创业创新有关的内容。

在创业遇到问题后，他先买书读，然后找高人咨

询，学习方法论，把解决问题的方法总结为框架，

同时把这些框架分享给别人。在工作中，他热衷

于和年轻同事交流，用自己的创业热情去影响年

轻的伙伴。

创业路上，隋振利始终充满感恩，感恩那群志

同道合的伙伴，也感恩青岛高新区和青岛市工业技

术研究院的支持，“各部门工作人员热情服务，帮忙

对接了许多对口优质资源，扩展了市场资源，丰富

了企业管理和融资经验。”

今年是青岛高新区成立30周年，也是道莅智

远成立2周年。对未来，隋振利充满信心：“既然

选择了自主创新这条最难的道路，就要坚持初

心，砥砺前行，去迎接未来更大的挑战，打造世界

工控品牌。”

昨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
于公布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的通
知》。通知显示，2023年，全省共计划改造老
旧小区3898个，涉及居民69.95万户、楼栋数
20712个、改造面积6243.57万平方米。

据《2023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计划表》显
示，济南市共计划改造老旧小区525个，涉及
居民 99891 户、楼栋数 2440 个、改造面积
755.91万平方米；青岛市计划改造老旧小区
473个，涉及居民137714户、楼栋数3782个、
改造面积1109.48万平方米。

记者注意到，在改造老旧小区的数量方
面，济南市、青岛市和潍坊市分别以525个、
473个、466个位列全省前三。在改造影响的
居民数和涉及的楼栋数方面，青岛市计划改
造影响的居民数、涉及的楼栋数最多。在改
造涉及的总建筑面积方面，青岛市改造老旧
小区涉及建筑面积1109.48万平方米、济南市

涉及755.91万平方米、烟台市涉及716.40万平
方米，位列全省前三。

据此前报道，2021年11月，山东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发布的《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计划表》显示，2022年山东 16地市确定的
2022年城镇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963个（3889
个小区），涉及居民67.13万户，楼栋数20014
个，改造面积6204.59万平方米。

其中青岛最多，为 754.07 万平方米，
83902户。此外，烟台649.65万平方米，77344
户；潍坊 622.53 万平方米，72050 户；泰安
554.49万平方米，60769户；济南518.94万平方
米，57284户。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获悉，截至2022年8月底，全省新开工改造城
镇老旧小区3892个、68.02万户，按户数计占
年度目标任务的101.3%，任务量、开工量均居
全国首位。 综合

山东城镇老旧小区改造
2023年涉及居民69.95万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