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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烟台”，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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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开发区：一路向新再出发

10月 17日-18日，博士（后）政策环境推介会和
2024年中国·山东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决赛（烟台赛
区）在烟台黄渤海新区格兰云天沛芮酒店举行。

在推介会上，山东大学、山东中医药大学等5家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与烟台7家创新实践基地合作签约，10家
博士（后）创业企业负责人与山东省博士后创新成果转
化基地签约入驻；10家烟台黄渤海新区重点企业与拟入
职博士后代表签约。

在决赛阶段，近百名博士后围绕77个人才招引和
技术攻关类决赛项目依次进行路演展示，最终分别决出
四个赛道的金银铜奖。

77个项目依次路演展示

这是继去年10月承办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之后，烟台再迎博士（后）人才盛会、科技
盛会；再一次见证这座城市对人才与科技的渴慕，再一
次见证一批高层次创新人才展现才华、挥洒激情、碰撞
智慧、交流合作。

自2019年以来，山东省已连续5年举办中国·山东
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今年主题为“博揽英才 创领
未来”，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济南市人民政府、
青岛市人民政府、烟台市人民政府、威海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根据省大赛组委会安排，烟台赛区承办揭榜领
题赛中四个赛道的比赛，分别是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
业与食品两个领域的人才招引和技术攻关类。

18日，决赛正式打响。四个赛道的决赛在四个场馆
分别举行。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与评委、观众一起展
开头脑风暴。近百名博士后围绕77个项目，有的分享
了在人才招引方面的成功案例，有的展示了在科研攻关
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每个场馆由7名评审专家给予现
场点评和打分，最终决出各赛道的获奖者。

高科技人才与尖端项目实现双向奔赴

本次活动上，又一批科研机构和博士后人才选择加
盟烟台黄渤海新区。

山东大学、青岛科技大学、山东大学（威海）校区、山
东中医药大学、烟台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院5家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与烟台市7家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分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合作签约；10家博士后创业企业负责人
与山东省博士后创新成果转化基地签约入驻；10家烟台黄渤海新区重点企
业与拟入职博士后代表签约。

此次泰和新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获颇丰，该公司与青岛科技大学签约，
双方将在博士后工作站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方面开展合作；同时，该公司签约
引进博士生孙梦尧，她研究的芳纶防刺服项目和数据库项目正是企业所需。

来自河南漯河的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微生物学博士王壮壮，这
次与烟台正海生物的博士后工作站签约。他的本科学校是烟台大学生命
科学学院，感念于这里良好的学术氛围和自然环境，让他深深爱上了这座
城市。他希望能够通过在正海生物的工作，推动重组功能蛋白技术的发
展，为再生医学领域带来新的突破。

2023年10月26日-28日，第二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
在烟台成功举办。烟台市有89个高水平项目入围总决赛，获得金奖4个、
银奖5个、铜奖9个。为促进大赛人才项目落户烟台，烟台市专门出台了促
进大赛人才项目落地的六项政策措施，总决赛期间共有61个人才项目签
约落户，累计达成意向合作资金5.9亿元。

博士后平台载体实现了重点产业领域全覆盖

博士后不仅是科研的重要力量，更是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重要
引擎。

烟台市是全省较早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地市之一。1998年，东方电子集
团有限公司成为烟台首个被全国博管办批准设站的企业。

“烟台近年来先后建成院士工作站42个，省级以上博士后科研平台73
个，引进国家级人才199人，全市人才资源总量突破210万人，高层次人才
突破13万人，高技能人才达到32万人，常年在烟工作的外籍人才达到
3000人。”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于腾在推介会上介绍。

作为大赛揭榜领题赛承办城市之一，烟台市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人
才发展生态。

“近年来，烟台市倾力构建具有烟台特色的区域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博
士后平台载体实现了重点产业领域全覆盖，博士后青年人才引育、创新项目
和成果转化取得了新突破，为烟台市产业发展积蓄了澎湃动能。在‘中国最
具人才吸引力城市’‘中国95后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榜单中，烟台市均位列
北方地级城市第一位，成为海内外诸多企业和投资者活跃之地，同时成为众
多青年人的‘理想之城’。”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一级巡视员周春艳在启动仪式上说。

YMG全媒体记者 孙长波 通讯员 王伟君 姜学清 牟江华

（上接第一版）机械车辆来回穿梭，工人们正加紧
施工。

“项目一期主体已经封顶，11月初生产设备
入场，12月底完成设备调试，预计明年一季度将
实现量产。”烟台力华电源科技有限公司基建副
总经理李洋说，世界范围内，46系列大圆柱电池
仅有少数企业可小规模量产，力华已全面突破核
心技术并完成样品批量制备。整体达产后，年可
实现销售收入150亿元，实现烟台开发区在储能
电池电芯领域龙头项目零的突破。

这一项目，代表的正是烟台开发区目前下大
力气发展的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新型
储能产业。

产业，是立区之本、强区之基。纵览开发区
40年的快速发展，从兴办第一个工业项目起，便
始终坚守“大工业立区、高新技术强区、优化环境
兴区”的发展理念。从最初的化纤纺织、机械制
造、电子电气三大支柱产业，到形成六大支柱产
业集群，再到如今“5+2”产业格局的构建，每一步
都凝聚着烟台开发区人民的智慧和汗水，是改革
开放、艰苦奋斗的生动写照。

迈入新时代，当产业生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跃升，烟台开发区聚焦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
立足壮大体量、提升质量，前瞻性布局新型储能
和特色半导体两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构建

“5+2”产业发展格局。
时间虽短，硕果已压枝：新型储能产业已集

聚重点企业31家，涉及电池材料、电控系统、氢
能装备、光伏发电等领域，其中省级以上专精特
新企业14家、高新技术企业24家，万华、万润、泰
和、美瑞和德邦等5家上市公司在电池材料方面
均有布局，产业初具规模。半导体产业拥有重点
企业30余家，其中上市公司4家、高新技术企业
20余家，构筑起涵盖设计、制造、封测、应用等全
领域的“雁阵型”科技企业梯队，诞生了8微米非

制冷红外热成像模组等一批创新成果。
从获批伊始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5+2”产

业格局，40年的产业之变，不仅体现在经济总量
的快速增长上，更体现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
科技创新能力的显著提升。

看产业结构，一系列“硬核”产品折射路径优
化：这里诞生了全省首部CDMA手机、第一辆轿
车，如今国内首款正向研发货运无人机也在这里
实现首飞。此外，MDI、高端TFT液晶材料产能
全球第一，全球首发120吋8K超高清电视，铜合
金产品助力高铁驰骋全球，芳纶“织物版”五星红
旗首登月球，累计共有114个产品居全球或全国
前五，“大国重器”和尖端产品频现“业达”元素，
很好地彰显着“品重烟台”形象。

看科技创新，“四新”经济占比达38.7%，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00亿元、全市第
一。先进结构材料、生物医药入选全国首批66
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如今，烟台开发区已经聚集了全市1/2的科
创平台、1/4的高新技术企业、1/2的国家级人才，
创造了全市2/5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1/4的高
价值专利。

企业“象群”映照磅礴进程

增长2万多倍！
这是40年间烟台开发区经济总量的惊人一

跃——从1984年地区生产总值不足千万元，到
2023年的2239.6亿元，年均增长29%。

这其中，龙头企业的“压舱石”作用尤为关
键。40年里，无数企业生于开发区，长于开发区，
强于开发区，在这片热土上与时代接轨、与梦想
互拥，写就一段段交织激情、艰辛与智慧的创业
篇章。

先看万华化学。这是烟台开发区高端化工

及新材料产业当之无愧的“领头羊”，是唯一一家
拥有全系列异氰酸酯（MDI、TDI、ADI）产品自主
知识产权的中国企业，MDI产能规模全球最大、
技术水平世界领先、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建有
烟台、宁波和匈牙利3个世界级规模的现代工业
园和6个海内外研发基地。万华还是全球最有竞
争力的MDI制造商、世界聚氨酯龙头、中国化工
新材料领军企业，近年来累计投资超过1200亿
元，未来两年还将投入350亿元，正在布局电池
材料、新型储能等新赛道，加快崛起第二个千亿
级板块。

作为全球领先的芳纶材料供应商，泰和新材
也是烟台开发区高端化工及新材料产业的领军
企业。30多年来，深耕自主创新、谋求技术突破，
数次打破国外垄断，掌握了氨纶、间位芳纶、芳纶
纸、对位芳纶等高性能纤维领域多项关键核心技
术。

提及烟台开发区的汽车产业，就不得不提上
汽通用东岳基地。作为全国重要的整车和动力
总成制造基地，累计生产整车635万辆，动力总
成1860万台，实现产值7169多亿元，税收贡献
542亿元，强劲带动烟台64家一级配套企业、山
东省共94家共同发展，助力烟台隆起千亿级汽
车产业集群。眼下，又启动奥特能超级工厂建
设，引进纯电、插电混合2个整车项目，达产后新
增产值近600亿元。

荣昌生物无疑是烟台开发区乃至烟台生物
医药产业链上的“明星企业”，其研发的泰它西普
是全球首个获批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双
靶生物新药，维迪西妥单抗是我国首个获批上市
的抗体偶联新药。目前还有8个创新药分子正在
进行临床研究，有13个适应症进入国内外Ⅲ期
（含注册性）临床阶段。

……
40年来，这里先后聚集了斗山机械、浪潮

LG、鸿富泰电子、大宇造船、正海集团等行业领
军企业，主导产业集群龙头高昂，不仅完成了自
身产业结构的脱胎换骨，更为烟台工业升级发展
蹚出新路。

一组数据足以佐证：烟台开发区现有工业企
业3000多家，产值过百亿企业10家、过十亿企
业66家；上市企业14家、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274家、科小1274家，均占全市1/4以上。

正是在“龙头”的引领下，烟台开发区产业集
群迈向高端：以万华为代表的高端化工及新材料
产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目标迈进，新一代信息技
术、汽车及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
业集群全力奔向国家级。这里以全市1/38的土
地，创造了近1/4的生产总值，产业生态郁郁葱
葱，增长态势强劲有力。

外资企业用行动投下信任票

站在40年后的今天回望，难以想象，彼时寸
草不生的盐碱荒滩会蜕变成如今的产业新城、创
新高地。

改变，源于对外开放，始于敞开怀抱吸引外
资外企进驻。

创业伊始，连条路都没有，吸引外资谈何容
易。

从基础设施到投资环境，改革先行者们克服
重重困难，一步一个脚印，在探索中前行。

几番艰辛，1987年，汉高乐泰来了，这是山
东省第一个世界500强投资项目。自此，开启了
烟台开发区拥抱世界的新征程。

“当时汉高集团也考察了其他城市，最终被
烟台开发区优厚的政策和满满的诚意打动，成为
进入山东省的第一家世界500强企业。”汉高乐
泰（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忠雪回忆说。

如今，汉高集团在烟台开发区第5次增资建

设的“鲲鹏工厂”已接近尾声。目前正进行工艺
设备的安装，今年底将陆续开始设备调试，明年3
月将开始试生产。

这一承载着美好寓意的工厂，与上海的“龙
工厂”相呼应，是汉高集团在国内最大规模的高
端胶黏剂生产基地。新工厂引进欧美最先进生
产工艺，采用世界领先自动化技术，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新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医疗器械、
航空航天、高铁等领域。

与汉高一样，坚定选择烟台开发区的还有来
自日本的厚木株式会社。

就在去年，阿姿谊袜业有限公司高端纺织项
目正式破土动工。这是厚木株式会社在烟台开
发区投资的第4家企业，达产后，年产高端丝袜
5100万双、棉袜1400万双，预计产值6亿元。厚
木株式会社是日本主板上市企业，目前累计在烟
台开发区投资额超过1亿美元。

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用行动给烟台开发区
投下了信任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共有
59个国家和地区来烟台开发区投资，累计引进外
资项目2100余个，其中，世界500强项目 140
个；累计完成合同外资230亿美元，实际外资突
破120亿美元，外向型经济特色凸显……

这是一个时代的壮举，更是一段跌宕磅礴的
航程。40年间，这里栉风沐雨敢为人先，勇立潮
头破浪前行，绘就属于自己的发展传奇，更见证
烟台乃至中国开放发展的40年。

“走在前、挑大梁、作贡献”，这是市委、市政
府对开发区提出的要求。新征程上，迈入不惑
之年的烟台开发区，正抢抓烟台迈入万亿方阵
带来的新机遇，聚焦“在国家级开发区奋勇争
先、在烟台市一马当先”定位，加压推进“十个培
育”，为烟台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示范
城市、跃升成为环渤海地区中心城市贡献更大
力量。

身为中国标准化创新发展
试点城市，烟台累计参与完成

ISO、IEC等国际标准2727项项，

制修订国家标准13051305项项。

尤其在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已成

立绿色建造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55个个
智库平台，建成“一核两翼多节点”绿色

建造产业园，招引落地9797家家绿色建造

产业链企业，引入产业项目5151个个，总

投资达到169169亿元亿元。

如今，烟台年均新增绿色建筑

850850万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占比

达到5050%%，标准规范日趋明晰，
“绿色家底”愈发殷实。

一场建筑土木工程标准化的“华山
论剑”，在金秋的黄海之滨拉开序幕。

18 日，2024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建筑和土木工程技术委员会全体
会议在黄渤海新区八角湾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建筑和土
木工程委员会主席约翰斯·索格伦，来自
17个国家的建筑和土木工程技术委员
会委员，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知名专家学
者，国内装配式建筑资深从业人士齐聚
港城，就装配式建筑、BIM应用及绿色
建筑创新、智能建造发展和工程实践等
议题各抒己见。会上，东道主烟台和广
州一道，被ISO建筑和土木工程技术委
员会授予“试点示范城市”。

试点示范，既意味着行业典范，更是
对标准化建设努力和探索的高度认可。
在建筑和土木工程赛道上，厚积薄发的

“标准烟台”，方向笃定，步伐坚实。

27项国际标准彰显“硬实力”

标准，是国际开放合作的通行证。
作为国人最耳熟能详的国际组织之

一，自1947年成立至今，国际标准化组
织（以下简称“ISO”）始终致力于在全世
界促进标准化工作开展。同样成立于
1947年的 ISO/TC59建筑与土木工程
技术委员会，是一个负责发展对全行业
有用标准的技术委员会，近年来主要致
力于建筑设计寿命、耐久性、建筑环境、
装配式建筑、建筑信息模型和建筑可持
续发展等方面的标准编制。

此次全体会议在烟台举行，不但有
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标准化领域的话语
权和影响力，提升中国建筑建材企业品
牌形象，为全球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的
发展贡献“中国方案”，更是展现烟台形
象的重要机遇。“标准已经成为全世界的

‘通用语言’，世界需要标准协同发展，标
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著名建筑结构工程专家江欢成
表示。

建筑和建材国际标准制定、前沿
技术交流、项目洽谈合作、产品成果展

示……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会上，7名烟台本土企业家、20家本地企
业以自身在推动建筑和土木工程标准化
中的积极探索，获评委员会“突出贡献
奖”“优秀贡献单位”荣誉；万华化学、飞
龙集团、山东惠晟建筑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相继登台，就材料创新、绿色转型、
装配式房屋技术标准等发表主题演讲；
ISO/TC59/SC19装配式建筑分委员会
分别与乌克兰中国工业商业协会、河北
雪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山东惠晟建筑
科技有限公司等协会、企业签署了合作
框架协议。

身为中国标准化创新发展试点城
市，烟台累计参与完成ISO、IEC等国际
标准27项，制修订国家标准1305项。
尤其在建筑和土木工程领域，已成立绿
色建造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等5个智库平
台，建成“一核两翼多节点”绿色建造产
业园，招引落地97家绿色建造产业链企
业，引入产业项目51个，总投资达到169
亿元。如今，烟台年均新增绿色建筑
850 万平方米，装配式建筑占比达到
50%，标准规范日趋明晰，“绿色家底”愈
发殷实。

标准先行，“吃螃蟹”底气足

入秋后首场急雨，让港城气温骤降、
寒意森森，但在飞龙创新研发中心办公
区，却是一片“艳阳天”——超低能耗门
窗集中收纳自然光，室内始终暖意融融；
外墙保温层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如同
穿上了一件厚厚的“羽绒服”，高效的新
风热回收系统回收利用已有热量，热回
收效率达75%以上；屋顶设置太阳能光
伏发电设备，持续将阳光转化为照明和
采暖的能源……

“夏天在这栋大楼里办公，基本不用
开空调。今年11月直至明年3月的采
暖季，预计可以节约标准煤约178吨。
我们经过测算，办公区每年可节电145
万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73吨。”谈

及中心“节能指数”，飞龙集团副总经理
陈敏杰如数家珍。

总建筑面积达16606平方米的飞龙
创新研发中心，是烟台首个高标准超低
能耗公共建筑。今年9月，中心迎来了
投用后首次“官方认证”，来自科研院所、
高校、质检、图审等单位的7位专家，实
地察看了示范项目重要施工节点，一致
认定项目采用的自主研发的被动式门
窗、外窗遮阳、高效新风热回收机组、光
伏发电、低温变频空气源热泵、导光管照
明等技术，具有较好的示范推广意义，同
意该项目通过烟台市清洁取暖试点城市
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验收。

以示范项目为“龙头”，如今，烟台新
建民用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
而在标准创新和实施上，烟台更敢为全
省、全国之先——

编制《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高质量
发展专项规划》，对不同区域单元、建筑
类型、使用性质的项目“一楼一策”定位
绿色建筑等级标准，学校、医院项目全部
按照三星级标准建设。

以建设条件意见书制度为抓手，在
土地出让前明确项目绿色建筑星级标
准、超低能耗建筑面积占比、装配式建筑
应用类型。

全面实施绿色建筑预评估及性能后
评估制度，加强项目实施情况的事中监
管，实施动态监督检查，严查不按绿色建
筑标准和等级设计施工、出具虚假检测
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

按“统一受理、信息共享、联合验收、
限时办结、统一确认”的联合验收模式，
在建筑工程项目竣工后，对建筑节能内
容展开专项验收，确保绿色建筑政策标
准落实到位。

全面开花，“绿建”蓝海再扬帆

如今，建设标准明晰的超低能耗建
筑，早已不是孤零零的“独角兽”，而是连
成一片，遍地开花。

打造长岛国际零碳岛先行示范区，

推动中集零碳智造产业园（一期）、博识
雅苑高品质住宅接待中心、海阳东方航
天港卫生数据应用中心项目、莱阳国和
技术交流中心一期工程会议中心等10
个项目、15万平方米超低能耗建筑、近
零碳绿色低碳示范项目建设。支持芝罘
湾海洋金融创新试验区项目、长岛海洋
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人民医院一期工
程、国家电投核能总部运营中心等高星
级绿色建筑预评价及标识申报，在高品
质住宅、公共建筑、绿色交通枢纽、低碳
停车场等项目中部署可再生能源利用系
统。结合清洁取暖试点、老旧小区改造，
通过绿色设计等手段，开展节能节水降
碳改造，实现城市发展“可持续”。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站在试点示
范的风口上，烟台如何以标准化为契机，
助推绿色建筑与超低能耗建筑高质量发
展？

“我们将借鉴国内先进城市经验，对
标省内先进水平，建立一套烟台市公共
建筑、居住建筑、工业建筑等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建设标准体系。”市住建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烟台将优先在“夹河·幸福
新城”双碳科普馆、中电光谷等项目应
用，将黄渤海新区、夹河·幸福新城、长岛
国际零碳岛等区域打造成为我市全面推
广高星级绿色建筑及装配式建筑重点
区，为山东乃至全国绿色低碳发展做好
引领示范。

加快组建市住建局科学技术委员
会，统筹协调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力
量，鼓励龙头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联合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挖掘
提炼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在
建设项目中的创新实践和应用。编制
《绿色建筑和绿色建材应用试点项目评
估（评价）技术导则》《绿色建筑和绿色建
材应用试点项目全过程实施指南》等文
件，加强绿色建材工程应用全过程管理。

标准化的持续加持赋能，让城建转
型的“绿意”，愈发沁人心脾。
YMG全媒体记者 杨健 通讯员 翟玉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