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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颗粒归仓！青岛“麦”向好“丰”景

2023年青岛市专精特新企业“卡位入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对接会人工智能活动现场。

关于疏港高架“通河路-淮河路段”应急车道
封闭施工的公告

疏港高架拓宽工程一标段施工，将现疏港高架双向
4车道拓宽为双向8车道，建成后将大大提高疏港高架通
行能力。在进行疏港高架拓宽施工过程中，需临时封闭
疏港高架两侧应急车道（分段进行封闭），进行拼宽桥梁
施工。

封闭施工时间：2023年6月22日-2024年6月30日
车辆通行建议：疏港高架通行车辆在途径“通河路-

淮河路段”施工区域时，请提前减速慢行，按照施工导向

牌提前进行避让。
施工提示：为了您的安全，请勿在施工区段停车逗

留。因施工产生的机械噪音等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不便，
恳请广大市民朋友给予支持和理解。

特此通告
建设单位：青岛开发区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建二局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1日

受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和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委托，
对以下标的依法按现状在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拍卖厅以互联
网电子竞价方式进行公开拍卖，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1、鲁B8J6A0小型汽车起拍价：5760元，保证金：
570元。2、鲁BXY076宝马牌小型轿车起拍价：41563.8元，保证金：
8313元。

二、标的拍卖时间：标的1于2023年6月28日上午10时至2023
年6月29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标的2于2023年7月6日上午
10时至2023年7月7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

三、竞买登记手续办理：1、标的1、标的2竞买人分别在2023年
6月27日、2023年7月5日16:30前（保证金16：00前到账为准）通过
青岛产权交易所网站办理竞买登记手续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
予办理。2、特别说明：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法院不承担拍卖标
的瑕疵保证。竞买人应自行实地现场看样，未看样的视为对本标的
实物现状的认可。标的物交付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详见青岛产
权交易所网站本标的公告，网址：www.qdcq.net。3、缴纳保证金账
户：青岛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分行营业部；账号：532905248510917。

四、联系电话：0532-66718926/66718932；地址：青岛市崂山区
深圳路 156号国金中心 9号楼 15层；委托法院监督电话：
0532-83098187（中院）0532-80880715（市南法院）

青岛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1日

司法拍卖公告招标公告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和《物业管理招投标办法》相

关规定,青岛夏家庄工贸有限公司对联东U谷?青岛流
亭生态智造港项目一期（1#-6#、9#-13#工业生产厂房）
前期物业管理服务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联东U谷?青
岛流亭生态智造港项目一期（1#-6#、9#-13#工业生产
厂房）总建筑面积 95764.42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
82789.28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12975.14平方米；邀请
各单位前来投标。

有意参加此次投标的单位，请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
及盖有公章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于2023年6
月21日-2023年6月25日（上午10时-16时）到青岛市市
北区四流南路94-2号领取招标文件，报名费200元整。

联系人：王茹
联系电话：15366669515
招标单位：青岛夏家庄工贸有限公司

2023年6月21日

坚定扛牢压实“国之大者”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青岛市是重要的粮食生
产基地，市辖5个农业区市全部获得全国产粮大县
称号，平度市入选全国100个超级产粮大县名单，连
续 10年蝉联山东产粮第一县。

任凭风浪起，只要稳住粮食生产这一“压舱
石”，便可从容不迫应对各种不确定性。长期以来，
青岛面对粮食生产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把
粮食稳产保供作为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坚决落实
粮食安全党政同责，深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主动对接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
升行动，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狠抓小麦生
产各项措施落实，以稳产保供为基础，夯实“国之大
者”这一根本。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来之不易的夏粮丰收，
除了麦收期间“天公作美”，还要靠想尽、用出千方
百计，克服冬小麦晚播、春旱、农资价格上涨等多种
不利因素影响，从调整种植结构，到开春后狠抓促
弱转壮弥补前期影响，各项措施综合发力，才能为
夏粮增产打下坚实基础。

青岛强化小麦生产全程田间管理，实施农技推广
“稳产保供?四季行动”，成立专家技术指导组，组织
100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抓住麦
田墒情足的有利时机，种法配套、机艺融合，高质量完
成340多万亩播种任务，一播全苗。秋冬田管到位，科
学应对多次寒潮天气不利影响，小麦安全越冬。春季
肥水运筹、病虫防控措施到位，拔节、灌浆需水关键期
科学管护，确保小麦充分灌浆，籽粒饱满。

建成完善病虫远程智能监测数字平台，定期发
布病虫情报和防控指导意见，启动小麦条锈病日报
告、零报告制度，布下防、控、治“天罗地网”。统筹
中央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和市级财政防灾减灾资金
2978万元，开展小麦穗期“一喷三防”，累计作业面
积385万亩次，实现麦田全覆盖、小麦条锈病零发
现。开展防灾减损，牵头建立胶东五市农作物重大
病虫害防控协作联盟，布局墒情、虫情等监测点100
个，建设农情远程监控系统，大力推广“一防双减”
“一喷多促”绿色防控技术，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统防
统治率达到100%。

打硬仗要有硬措施。政策好，稳住了种粮预
期。青岛市全面落实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强农惠农
政策落入田间，打牢了丰收基础。今年对全市实际
种粮农民发放补贴共4.87亿元，受惠农户达50.1万
户，保障农民合理收益。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加快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进度，优先保障“三夏”
生产所需大型复式高端智能农业机械，为966台“三
夏”生产所需农业机械发放补贴资金1250万元，实
现应补尽补、能补快补。小麦、玉米政策性保险由
种植险过渡到完全成本险，保额每亩最高由600元
提高到950元。将大豆纳入政策性保险，保额每亩
350元，选取平度市开展玉米收入保险试点，保额每
亩1000元，进一步稳定农民种粮收益。2022年起将
高标准农田亩均建设标准由1500元提高至1950元，
有力提升了粮田生产能力。

“五良”融合激活绿色增粮新模式

“经实打测产，该地块小麦亩产达到837.2公
斤！”6月19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小麦测产专家
组对青岛市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核心基地，青岛青
农种子产销专业合作社的小麦-玉米“超吨半粮”高
产示范田小麦进行实打测产，测产专家组组长宣布
这一喜讯。据悉，这是自2022年创出823.2公斤小麦
高产攻关最高单产纪录后，再次刷新青岛纪录。

实现粮食稳产增产，根本出路在科技。今年开
始，青岛市主动对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在全国率先开展“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建设，创
新打造“五良”融合的高标准现代化粮食生产综合示
范样板，“产学研推用”多方协同实施“超吨半粮”技
术攻关，探索粮食产能由科技潜力转化为现实产量
的实践路径，探索粮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出台建设绿色增粮先行示范区意见，配套制定
19条推进措施，利用3年时间建成10个绿色增粮先
行示范区，首批7个已经启动建设。创新实施路径，
坚持“产购储加销”全链条协同推进，探索粮食大面
积绿色均衡增产“五六七”新路径，坚持良田、良种、
良法、良机、良制“五良融合”，推进农田规模化、技
术标准化、装备智能化、环境生态化、服务专业化、
运营产业化等“六化同步”，全面实现良种覆盖、农
机作业、统防统治、水肥一体化、配方施肥、先进技
术应用、农业废弃物回收等“七个百分之百”，辐射
305万亩粮食生产功能区主粮作物基本达到“吨粮”
水平。聚焦田、种、技、机、管等核心要素，集成应用
耕地地力提升新方式、绿色高效新品种、绿色增产
新技术、绿色高精新机械、智慧管理新模式等，实现
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用好“科技利器”，探索开展小麦玉米超高产攻
关试验，推广粮油、粮豆轮作间作，“两选四适”“一
增四改”等绿色增产技术模式应用率达到100%。实
施土壤增肥，采用增施有机肥、秸秆堆肥还田、种植
绿肥作物、微生物菌改良土壤等培肥地力，测土配
方施肥全覆盖。抓住“两个要害”，提升耕地质量，
大力推广深翻深松、旋耕免耕、激光整地技术，探索
种养循环模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提档升级，先
行区内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建设标准由1950元/亩
提高到3000元/亩，助力粮食产能显著提升。致力
“良种产好粮”，在全国率先创设“种子金”，选育引
进推广18个高产优质多抗适应性广的新品种，打造
“育繁推”一体化领军种子企业7家，先行区内实现
主粮作物良种覆盖率、种子包衣（拌种）率达100%。

拓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化服务，
集成应用作物栽培、绿色生产、收储加工等关键技
术和智能装备，建成山东省首个多功能综合性农业
农村大数据中心，打造智能管理平台和遥感监测分
析等27个应用场景，自动驾驶、智能控制等装备应
用率达到80%。建设粮食烘干、仓储物流、展销加
工中心，推动粮食生产向现代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为农业插上科技“翅膀”。

多措并举保夏粮丰产颗粒归仓

“三夏”生产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仗。今年
青岛市夏粮预计总产同比约增4%。“丰收答卷”令
人振奋，丰收背后的智慧和汗水更令人鼓舞。全市
农业农村系统多措并举，全力保障“三夏”生产顺利
开展，实现夏粮丰收到手、颗粒归仓。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6月19日上午，在位于青
岛莱西院上镇的绿色增粮示范区小麦基地内，10余
台先进的小麦大型联合收割来回穿梭，小麦收割、麦
穗脱粒、灭茬还田、机收减损等作业环节一气呵成。
从过去面朝黄土背朝天挥镰割麦，到现在农机“长眼
睛”“装大脑”，麦收速度、质量不断刷新，新型智慧农
机减少了收获环节损失，大大助力了农业降本增效。

青岛市强化高端智慧农机推广，推进“互联网+
农机作业”，发展应用农机作业智能监控系统，对作
业面积和作业质量进行监控，目前青岛市深松作业
智能监控设备总量1000余台。同时开展机艺融合
应用相关项目，试验选型提升播种质量的技术模式
和机械装备。围绕提升耕整地和机播作业技能，培
训农机手1万余人次。

全面做好“三夏”机械化生产服务保障，加强小
麦机收作业调度，全市组织小麦联合收割机8000多
台，玉米精量播种机2.8万台投入夏收夏种，机收率
100%。做好农机跨区作业通行服务保障工作，印发
农业机械跨区作业通告，开通24小时服务保障热
线，发放跨区作业证1200余张，会同交通部门在辖
区内高速路口设立农机跨区作业服务站25个，开通
“绿色通道”，加强外地来青跨区作业机械通行保
障，确保农机跨区转运通畅。会同气象部门做好麦
收期间天气预报，每天滚动预报1周天气。统筹开
展抢收抢种，组建了覆盖全部产粮镇街、村庄的农
机作业应急服务体系，公布全市6个24小时服务保
障电话，协调解决“三夏”抢收抢种困难问题。

当前，青岛市加快推进秋作物播种，各类播种机
具忙碌于乡村沃野，据农情调度，全市夏种已过七成，
夏管随之全面展开。依托绿色高产高效行动和绿色
增粮先行示范区建设，充分挖掘粮油作物单产潜力，
持续加强科学指导，抓好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融
合，集成推广一批绿色高效、资源节约、生态环保技术
模式，把典型产量转化为大田产量，辐射带动大面积
均衡增产。放眼青岛广袤田畴，农业生产方式、组织
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在田间地头
激发出澎湃动能，“青岛粮仓”的根基越来越稳。

日前，山东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对2022
年度获得省科学技术奖的项目（人选）进行表
彰，青岛市共80个项目（人选）获奖，占全省获
奖总数的37.6%，较2021年增长4个百分点。其
中，最高奖1项，为中国海洋大学包振民院士；青
年奖1项，为青岛大学谭业强教授；自然科学奖
13项、技术发明奖10项、科技进步奖55项。获
奖项目中，由青岛市单位牵头完成的为66项，
占比达82.5%。

连续三年获省科学技术最高奖。继2020
年中国海洋大学李华军院士、2021年海军潜艇
学院笪良龙教授之后，2022年度，中国海洋大
学包振民院士获省科学技术最高奖。包振民院
士长期从事水产育种研究，系统评价了我国扇
贝种质资源，完成多种贝类基因组精细图谱；突
破系列低成本、高通量水产生物组学前沿技术，
率先开发出“液相芯片”，技术水平国际领先;建
立了水产生物分子育种平台，育成系列扇贝良
种，引领水产种业科技发展。曾获国家技术发
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
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6项、光华工程科技奖
和全国创新争先奖。

青岛大学谭业强教授获我市首个省科学
技术青年奖。2022年度，省奖首次设立青年
奖，青岛大学谭业强教授为我市首个获得省
科学技术青年奖的青年科技人才。谭业强
教授，1985年出生，围绕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开展了海洋生物基纤维新材料的系统研究，
建立了海洋生物基材料成型加工新方法，突
破了材料工程化应用关键技术，研制出多类
型海洋生物基功能新材料，有力助推了我省
材料、纺织等相关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和可持
续发展。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显著增强。怡维怡橡
胶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合成橡胶连续
液相混炼关键技术开发及产业化应用”项目获
省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一等奖，是时隔5年之
后我市企业再获此殊荣，彰显我市企业原始创
新能力不断提升。该项目在国际上首次实现
橡胶/填料连续液相混炼技术工业化生产，制
备出绿色环保、高拉伸强度、高抗撕裂、高耐
磨、耐疲劳的超高性能橡胶纳米复合材料，成
功实现了关键橡胶材料的国产化替代，保障了
橡胶材料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目前，已成
功应用于轮胎及多种橡胶制品，累计实现营收
50余亿元。

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项目占据领先地
位。获奖项目中，70%以上集中在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养健康等我市重点和
优势产业领域。海洋领域高质量成果不断涌
现，我市获奖的涉海项目共13项，较2021年增
长18%。全省涉海项目中我市牵头完成项目
占比达90%以上。

昨日，2023年青岛市专精特新企业“卡位入
链”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发展对接会人工智能
专场活动在即墨区举办。本次活动针对人工智能
产业，突出三大优势：聚焦痛点难点，靶向开放人工
智能解决方案；突出产业特点分析，多维度解读人
工智能发展趋势；持续金融赋能，助力融通创新发
展。全市相关专精特新企业、金融服务机构等50
余家单位参加路演发布、对接交流和观摩体验等系
列活动。

青岛市民营经济局局长郭振栋表示，青岛市民
营经济局以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和高质量发
展为工作主线，聚焦“四条赛道”，以“数字化赋能”
“科技成果赋智”“质量标准品牌赋值”为手段，围绕
青岛市24条重点产业链，持续引导联合更多链主
企业、专精特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各
类平台机构等产业链各要素方，多形式开展大中小
企业融通创新对接活动，携手行动，共同发力，积极
构建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数据链、资金链、服务
链、人才链“七链贯通合一”，大中小企业携手高质
量发展的青岛产业生态。

作为青岛人工智能产业链主企业，创新奇智青
岛总经理苏衍杰介绍道，公司将深研青岛产业情况，
依托自身技术、人才、资源优势，开发、开放更多的人
工智能赋能场景，助力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现场详细介绍了AI+制造、AI+金融行业解决方
案等人工智能赋能应用场景清单，吸引50余家青岛
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前来对接，并赴创新奇智人
工智能创新赋能展示中心观摩，现场体验了数字孪
生、工业视觉等人工智能解决案例和应用场景。

在大会路演环节，英龙智造等4家青岛市专精
特新企业，就自身优势产品和技术进行了推介，并
就人工智能赋能需求进行了充分对接交流，达成若

干项持续对接意向，海联金汇等公司与创新奇签订
意向合作协议，活动达到预期效果。

会上，维正集团发布《青岛市专精特新企业“卡
位入链”研究报告（人工智能篇）》，解读了国家、省、
市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从人工智能产业链基础层、
技术层、应用层等维度介绍了国内产业发展现状及
青岛市产业情况，分析以问题为导向，以数据为支
撑，以应用为目标，“全周期”解读人工智能发展趋
势，“全方位”破解企业数字化发展困惑，对于青岛
市大中小企业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和发展人工智能

产业有积极借鉴意义。
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要求，青岛市民营经济局

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围绕青岛市重点发展的24
条产业链，以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和高质量发
展为主线，以专精特新企业为突破口，精准打造“专
精特新企业梯度发展、新经济高成长企业快速崛
起、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领军标杆企业倍增
壮大”四条培育赛道，多形式开展对接活动，推动青
岛市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青岛市实体经
济振兴。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聂艳林 于倢

青岛80个项目（人选）
获2022年省科学技术奖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宋佳

青岛：AI赋能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融通发展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 记者 聂艳林 冯志

记者从青岛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截
至6月20日15时，青岛全市340多万亩
小麦机收作业圆满收官，这也标志着青
岛夏收全面完成。自6月2日青岛市启
动“三夏”机收会战以来，全市上下抓牢
抓细抢收关键环节，抢抓天气晴好的有
利时机，科学调度机械、人力，趁天抢
时，加快麦收进度，全市小麦喜获丰收
颗粒归仓。据农情调度，夏粮面积同比
约增2%，预计亩均单产同比约增2%，总
产同比约增4%，实现了小麦面积、单产、
总产“三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