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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海洋，让我们探索不

断。山东也在持续“深耕海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创新型省份。强化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布局建设4家山东省实验室，以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

室(下称“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为

主体，争创国家实验室；推动我省

重点实验室整体转型、优化重组，

在网络空间安全、“蓝色药库”、

前沿新材料等领域，实施好20项左

右重大基础研究项目。

将推动一批重大项目

省政协委员、海洋试点国家实验

室发展中心党委副书记王永健表示，

去年，海洋试点国家实验室公共科研

平台支撑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深远

海科考船队规模达到27艘，成为全球

功能最全、规模最大的科考共享平

台；今年，将推动“透明海洋”“蓝色药

库”等一批重大项目进入国家中长

期科技发展规划……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海洋试

点国家实验室是我国首个获批试点

运行的国家实验室，以海洋战略性

前沿技术体系构建与自主装备研制

及产业化为目标，目前，已建成5个

联合实验室，在建3个联合实验室。

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围绕海

洋科技、海洋经济的主攻方向，发

力关键技术自主研发，“是高标准

建 设 国 家实验室全 面 起势的 一

年”，王永健说。

这缘于实验室在国家重点研发

计划项目立项的新突破：承担了

“基于水下滑翔机的水下目标探测

技术”“新型海洋大气边界层动力

学剖面自动观测系统研发”“基于

浮标的海洋环境电磁测量系统研发

与应用”等一批定向项目。

王永健说，今年，海洋试点国

家实验室还将推动一批重大项目进

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包

括：力推“蓝色药库”项目，构建

国际一流的海洋药物核心技术攻关

体系，在海洋药物发现、药物筛选

和药物设计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

启动实施“海底发现”“蓝色开

发”等重大科技任务预研，力争催

生引领科学前沿的基础理论创新，

争取纳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据王永健介绍，“透明海洋”

计划正在持续推进中。例如，突破

深海定点实时观测以及耦合同化等

多项核心技术，已对我国乃至全球

的深海观测、探测及预测产生了重

要辐射效应。

此外，“海底发现”计划还在

稳步实施。重点开展了对印度洋和

太平洋4个富稀土沉积成矿带的研

究，西太平洋及亚洲边缘海海盆演

化研究也取得新进展。

“蓝色开发”也实现了多项原

始创新突破。发现烷烃可能是深渊

微生物的重要“燃料”，为揭示深

海暗生命过程的能量来源提供了重

要基础；完成了人类已知170个药物

靶点与35000个海洋化合物的全部对

接，基本建成了基于智能超算耦合

生物实测的海洋药物发现体系等。

深海开发向更深层次迈进

致力于打造“智慧海洋”工程

山东样板，过去这一年，海洋试点

国家实验室还通过创新促进了科技

成果转化机制。

比如，跟踪“深蓝”号南极磷

虾船的船载加工系统设计、连续捕

捞核心装备研制，推动建成目前国

内最大、全球先进的远洋渔业捕捞

加工船，将成为我国南大洋研究的

流动“实验平台”和远洋渔业开发

的“流动工厂”；与青岛国信集团

等合作发起的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

慧渔业养殖工船项目设计方案通过

专家评审，建成后年产值预计2亿元

到3亿元。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海洋

强省建 设 ， 扎实推 进 “十大 行

动”，深化陆海联动、港产城融

合，大力培育航运金融、船舶交易

等现代航运服务，推动由物流港向

贸易港、目的港向枢纽港升级，打

造世界一流港口。

在“深耕海洋”方面，深海的

开发也在向更深层次迈进。

“现在深海开发也到了前所未

有的好时候，国家也很重视。”山

东省人大代表、国家深海基地管理

中心主任于洪军说，未来马上就会

有新的议题项目出台。“现在还刚

刚开始，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据了解，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

心坐落于青岛。深海基地项目在国

内史无前例，是继俄罗斯、美国、

法国和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深

海技术支撑基地。

山东持续深耕海洋

“蓝色药库”将打开“向海问药”进行时

◆导报记者 初磊 孙罗南 济南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济南部分

居民体验到了地铁开通带来的便

利，还有很多居民盼望着，家门口

的地铁线路能多开几条。

济南“地铁时代”还将新增哪

些线路？

省两会期间，省政协委员、济南

轨道交通集团董事长陈思斌给出了

答案：“我们要用建设速度来弥补我

们起步晚的遗憾，争取用10年时间赶

上别人20年的发展历程，挤进全国40

个轨道交通城市的‘第一方阵’。”

解决主城区东西向

交通拥堵

“济南市轨道交通一期建设的1

号线提前一年建成通车，3号线提前

15个月建成通车，2号线正在加快建

设，创造了工程建设领域的“济南

速度”。”省人大代表、济南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副院长邵莉表示。

济南轨道交通一期建设包括了1

号线 ( R 1线 )、 2号线 ( R 2线一期工

程)、3号线(R3线一期工程)总计3条

市域快线，线路总长84 . 1公里。1号

线、3号线已开通；目前，2号线正

加快建设，确保今年年底通车。

“届时，将实现2号线与1号线、3号

线的连通。”陈思斌表示。

这3条轨道交通线显然还远远不

够。“按照‘一张大网、压茬推

进、突出重点、分期报批’的思

路，济南开展了第二期建设规划的

编制。”邵莉说。

“主要任务是解决主城区东西

向交通拥堵，支撑‘北跨’战略的

实施推进，建立起串联火车站、机

场等主要交通枢纽和经十路、金融

城、先行区等重要功能区的骨架网

络。”据邵莉介绍，二期建设规划方

案包括6条线路，总规模将近160公

里，设站110座，总投资约1280亿元。计

划到2025年，形成覆盖全市主要客流

走廊的轨道交通骨干网络。

陈思斌介绍说，二期规划的6条

线路，将章丘、济阳、莱芜、钢

城、商河、平阴等周边区县纳入全

域线网规划范围。他说，一条轨道

线，也是一座城的发展线。全长117

公里的济莱高铁建成之后，济南至

莱芜将可实现半小时内到达。

对于拟定的第二期建设规划方

案，陈思斌说，包含3号线二期、4

号线、6号线、7号线一期、8号线、

9号线一期6个项目。

二期6条线路

力争年内全部开建

经济导报记者在采访中获悉，目

前二期建设规划正在履行上报程序。

邵莉说，“到去年年底，济南

市轨道交通一期建设完成投资70%以

上，符合了要求。济南市马上组织

上报第二期的建设规划，目前已经

通过了省发改委的预评审，环境影

响评价专题已经上报国家生态环境

部，并且通过了内部审查和专家评

审，待环评专题获批后，二期建设

规划将正式上报国家发改委。省市相

关部门正在全力以赴地推进报批工

作，力争今年上半年获得批复。”

“为了争取时间，在报批的同

时，济南市轨道交通集团积极谋

划，压茬推进，提前开展了3号线二

期、4号线、6号线的勘察设计、管

线迁改等前期准备工作，力争二期

建设规划获得批复后，在2020年内6

条线路全部开工建设。”邵莉说。

“在远郊县区，由于空间尺度

比较大，综合考虑经济性价比等因

素，适合多种方式的轨道交通，其

中有轨电车是其中之一，今年将开

工建设济南东站至先行区、济阳区

的有轨电车项目。”陈思斌表示。

济南6条地铁线路年内有望开建
将建起串联火车站、机场和经十路、金融城、先行区的骨架网络

两会点击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重

点产业链实施补链、延链、强

链，培植一批具有“链主”地

位的引领型企业。

在补链上，我们集聚了从上

游的原料麦芽生产、啤酒瓶、易

拉罐、纸箱、商标、瓶盖等包装物

生产供应，到啤酒生产，再到下

游的仓储物流、经销商等要素，

发挥最大的协同效用。

在延链上，我们不仅打通

了智慧供应链、酒吧等围绕消

费者场景化需求的最后一公

里，利用金融手段为平台合作

伙伴助力，还不断延伸“一带

一路”啤酒节等商旅文化与节

庆模式的融合，增强啤酒产业

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

在强链上，我们主要以“横

向拓展”和“智能化提升”为核

心，以青岛啤酒与中国海洋大学

管华诗院士团队合作开发的海

藻苏打水为例，增强了青岛啤酒

在食品饮料领域的产业链。同

时，青岛啤酒还在全产业链上进

行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提升，

从而提高效率和效益。

如何做具有“链主”地位

的引领型企业？关键在于把打

造智慧型产业集群，作为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

升的驱动力量。在面对啤酒行

业进入成熟饱和期的常态，我

们立足自身，借助“数字化、

智能化”推动上下游产业集群

再升级。

以青岛啤酒平度工业园的

升级与搬迁为例，打造集约

型、智能型、规模型产业集

群，不仅带动了采购、生产、

物流等全产业链的数字化、智

能化升级，同时还带动了工业旅

游、啤酒小镇、酒吧时尚夜经

济等诸多方面，对第一、二、三产

业的深度融合发挥积极的带动

作用。 (导报记者 孙罗南)

做具有“链主”地位的引领型企业

我工作虽然只有 1 7年时

间，但我个人的亲身体会是，

2019年是营商环境最好的一年。

具体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减税降负真正落到了

实处。这一年，我们企业减税

1500万元，有了更好的资金流，

便于企业发展。

二是职能部门的办事效率大

幅提升。比如，公司有一个项

目，我自己算过，拿证过程中，

如果一个章一个章跑完手续，办

完所有的证照，大约需要8到9个

月的时间，此时，项目才能正式

动工。而这一次在济南，我们的

项目前后只用了15天时间，报上

材料之后，15天时间，我们的证

照都拿全了。

我感受最深刻的是，政府的服

务意识提高了，从省到市到基层，

职能部门能够真正为企业着想。

当然，作为一家民营企业的

管理者，我也感觉民营企业发展

还有一些待解的问题，比如融资

难的问题关注度比较高，但情况

也在改善。以我们为例，因为资

金流非常不错，银行等金融机构

对于我们新项目的授信上浮了

20%。银行机构反馈的信息说，这

是一条最有利的政策，银行目前

对国有企业的授信，能达到上浮

10%的都不多见。

设想一下，我们的金融系

统，也可以借鉴欧洲银行，设

置专门向民营企业释放贷款的

机构，将会是怎样？是否也可

以调整政策，在银行储备金或者

政策方面，作为一个杠杆撬动社

会资本？

我认为，目前的政策对于小

微企业来说还需进一步加强扶

持。济南目前110万户的市场主

体中，90%是民营企业，他们中

还有一些不能直接享受到优惠政

策，我们不妨多关注一下他们的

生存状态。 (导报记者 初磊)

减税1500万！企业体验到政策“红利”

两会众议

青岛啤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克兴代表

济南趵突泉酿酒有限公司总经理

邢宪卿委员

山东将力推“蓝色药库”项目，构建国际一

流的海洋药物核心技术攻关体系，并启动实施

“海底发现”“蓝色开发”等重大科技任务预

研，争取纳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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