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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琅琊台湾作业区工作船码
头工程开工动员会顺利举行，标志着董家口港区琅琊台
湾作业区工作船码头正式开工建设。青岛市交通运输
局、西海岸新区管委、董家口经济区管委、董家口海事局、
市运输中心参加了动员会。

该工程位于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琅琊台作业区湾
底，由市运输中心投资建设，是董家口港区重要的港口
公用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是为港区的海事、海关、边防
等部门公务船舶建设的支持保障基地，计划2027年底
建成。

青岛市运输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任纪海蕾介绍
说：“通过本项目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港口支持系统，为
港区生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改善港区生产环境，提升
港区服务功能和港口竞争力，持续优化董家口港区的营
商环境，促进港区的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青岛建设世
界一流海洋港口。”

规划建设工作船码头

董家口港区是青岛港持续发展的重点港区，是
建设世界一流海洋港口的主要承载港区，是国家一
类开放口岸，以石油及制品、金属矿石、煤炭、液化
天然气（LNG）等大宗物资和集装箱运输为主，兼顾
粮食、钢铁、木材等货物运输，拓展港口冷链物流等
特色功能。

根据《青岛港总体规划》，董家口港区由琅琊台
湾作业区、董家口嘴作业区、胡家山作业区、预留棋
子湾作业区组成。其中，在董家口嘴作业区和琅琊
台湾作业区规划了两个支持系统区，董家口嘴作业
区工作船码头已建成。

目前，琅琊台湾作业区工作船码头项目已完成
工程代建、监理、造价、环境监测及施工招标，规划
新建工作船码头532米，工作船泊位9个，包括顺岸

码头泊位6个，趸船泊位3个，同时建设引桥311米，
以及配套的港池、临时航道、供电照明、给排水、消
防、生活和生产辅助建筑物等工程。

为港区正常营运提供安全保障

琅琊台湾作业区作为整个董家口港区的主作
业区，是目前整个港区开发的核心区域。琅琊台湾
作业区工作船码头主要为工作船提供靠泊和补给
服务，是为港区正常营运提供安全保障的前提条
件。该项目开工建设，是落实港口规划要求，完善
港区布局的需要。

记者了解到，随着董家口港区吞吐量的快速增
长和琅琊台湾作业区西侧岸线的开发建设，工作船
数量持续增加，需要规划建设与之适应的支持系统
码头，建设琅琊台湾作业区的工作船码头，以进一
步完善港区支持系统。

市运输中心港航处负责人介绍说：“如果没有
与之配套的码头为港区工作船提供停靠点，工作船
将无处停靠或停靠在已建码头上，将严重影响港区
的运营和吞吐能力的增加，同时也给港区的生产埋
下安全隐患。”从港区安全生产的角度考虑，必须有
工作船码头为消拖两用船、应急船舶等提供停靠服
务，为港区安全生产和秩序维护提供保障。因此，
建设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琅琊台湾作业区工作船码
头工程是完全必要的。

提升港区配套服务功能

本项目作为港区支持系统，为工作船提供停靠

补给服务，保证船舶安全进出港口，将进一步完善
港口公用基础设施，提升港区配套服务功能，实现
港区可持续发展。

该项目建成后，将为进出港船舶提供及时服务
和安全保障，进一步完善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推
董家口港区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力打造山东
海洋强省先行区和海洋强国战略新支点。

下一步，市交通运输局运输中心将继续倡树
“实字当头，干字为先”的“实干家”精神，进一步营
造干事创业、奋勇争先的良好氛围，为港口企业纾
难解困，贴心服务，为青岛市打造国际性枢纽海港、
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贡献力量。

董家口港区开建“海上停车场”

董家口港区琅琊台湾作业区工作船码头建设现场。

近日，山东省发展改革委印发2024年省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名单，青岛91个项目入选，总
投资1501.5亿元。其中，建设类项目89个，准备类项
目2个。据了解，青岛入选项目呈现涵盖领域广、产
业及相关类项目多、投资体量大等特点。

涵盖领域广，涉及50个细分领域。此次入选项
目包括重点产业、社会民生、基础设施、平台支撑四
个大类、22个二级分类、50个三级分类。其中，重点
产业类项目领域最广，涉及高端装备、新型能源等
10个二级分类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等32个三级分
类；社会民生类项目涉及教育、医养健康（事业方向）
等5个二级分类和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等6个三
级分类；基础设施类项目涉及现代物流、现代水网等
4个二级分类和国际物流、水运基础设施等6个三级
分类；平台支撑类项目涉及产业园区、创新平台、现
代金融服务等3个二级分类和生产制造园区、海洋
金融等6个三级分类。这些项目将有力支撑我市实
体经济振兴发展、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的重点任务
落地。

产业及相关类项目多，占比超八成。此次入选
项目中重点产业类项目58个、平台支撑类项目（均
与产业相关）18个，合计占比达83.5%。其中，重点
产业类项目主要集中在高端装备（14个）、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数字经济（12个）、医养健康（7个）等领域，
平台支撑类项目包括产业园区类项目14个、现代金
融服务类项目2个、创新平台类项目2个。这些项目

是青岛市加快打造现代产业先行城市和以科技创新
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有力支撑，将为青岛深
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
新动能。

投资体量大，10亿元以上项目占比超半。从项
目体量看，计划总投资10亿元以上项目48个、占比
52.7%，累计计划总投资1254.9亿元、占全部项目的
83.6%，累计年度计划投资295.4亿元、占建设类项
目累计年度计划投资的72.7%；年度计划投资10亿
元以上项目9个。其中，重点产业类项目25个、总
投资555.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45亿元，包括开投
光电新材料科技产业园、致真存储芯片项目等新兴
产业重点项目；社会民生类项目5个、总投资202.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48.9亿元，包括青岛交通商务
区停车场及基础设施配套项目、市北区基础教育补
短板项目等重点项目；基础设施类项目4个、总投
资78.6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1亿元，包括青岛港董
家口港区港投万邦矿石码头工程、青岛荣畅通达物
流有限公司荣畅物流供应链配送中心项目等重点
项目；平台支撑类项目14个、总投资418.5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80.5亿元，包括青发控股航运贸易金融
融合创新基地、上合国际绿色农产品博览交易中心
等重点项目。

下一步，青岛市发展改革委将制定“一项目一策
略”解决方案，积极落实项目建设条件，力争一季度项
目开工在建率超过70%。

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充分发挥农业大省
优势，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近年来，山东致力于
推动文化创新和传承，以实现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青岛
作为山东的重要城市，在乡村文化振兴方面取得了较为
显著的成果。通过乡村文化旅游、黄河大集、“村晚”等
主题活动，青岛正努力打造具有齐鲁特色的文化品牌，
为实现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乡村振兴，要先吸引人们进入到乡村中去，而乡村
文化旅游便是青岛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举措。受
益于地理环境和文化底蕴的优势，青岛的乡村地区拥
有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为文化旅游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条件。通过挖掘乡村的特色和亮点，青岛打
造了一批具有齐鲁特色的旅游景点和线路。

例如，青岛冰雪巡游季暨青岛西海岸新区“冬季
黄河大集”近日在藏马镇藏马山滑雪场启动。黄河
大集汇聚了来自沿黄流域各地的特色文化和手工艺
品，为青岛乡村文化提供了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活
动期间，西海岸新区将全面挖掘梳理冰雪、汤泉、民俗、
阅读、特色街区、田园采摘等各类资源，推动文、旅、
体、商、农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进一步提升冬季旅游产
品的品质和吸引力，大力提振旅游消费，充分促进了
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乡村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

此外，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依托当地资源禀赋，探
寻出符合自身特色的主导产业和发展路径。青岛西海
岸新区铁山街道联合青岛融源杨家山里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举办杨家山里一体化运营平台启动仪式，成为青岛
市首家乡村振兴一体化运营平台；位于即墨区移风店镇
的青岛育苗中心项目园区，先后引进荷兰瑞克斯旺、韩
国农友、青岛硕丰源等现代种业产业链项目23个，年销
售额达6亿元；位于崂山风景区的王哥庄街道黄泥崖

村，以村企联建为抓手，打造占地1000余平方米的山货
一条街，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便是文化振兴，而“村晚”是青
岛乡村文化振兴的另一个重要抓手。与城市的晚会不
同，“村晚”更加注重村民的参与和自我表达。在“村晚”
上，村民们通过歌舞、戏曲、小品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才
艺和乡村的故事。

在胶州市洋河镇河西郭村举行的“欢乐四季 我的
村晚”2023青岛市“沉浸式”乡村村晚，便是一场集公
益演出、非遗产品大集、红色主题教育、亲子研学、观
光游园体验、农特产展销推介、网络直播带货等为一
体的移步换景沉浸式体验。不仅为村民培养了正向审
美，同时也向社会深度展示了独属于乡村的文化特
色，实现了城乡文化的互动和交融，让更多人了解了
乡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和村民的精神风貌，为乡村文化
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乡村文化振兴的繁荣与发展需要创新与传承，才能
让乡村文化振兴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而乡村文艺
活动不仅将乡村的自然景观、民俗文化等元素有机融
合，更是将乡村文化以创新的方式进行了传播与传承，
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全方位了解齐鲁文化的平台。同时，
青岛还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
提高乡村文化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让更多人愿意走
进乡村、体验乡村文化。

乡村振兴，不仅仅是关乎某一村、某一户，而是每一
个乡村、每一户乡民的共同愿景。要让“村村有好戏”，
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每个乡村的独特优势和魅力，从
而促成文旅融合双开花的“好戏”。未来，青岛将继续深
入挖掘乡村文化资源，加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高乡村
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让乡村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美
丽家园，让乡民们奔向共同富裕的宏伟画卷。

乡村游多点开花带动青岛文旅新突破青岛91个项目入选山东省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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