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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雪莹 王 玮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

中心已与中俄青年创业孵化器签订共

建协同创新中心协议，与莫斯科格林

伍德园区、俄罗斯纳米研究中心、塔吉

克斯坦科技大学等达成共建研发机构

的合作意向，已引进俄罗斯人造蓝宝

石、哈萨克斯坦国家主权基金等项

目。”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

心运营机构负责人赵中元表示，围绕

技术“从哪来”，中心立足国家路线和

市场需求，以高校、科研院所等为后

盾，激活创新源头，推动成果转化，构

建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平台。

这是青岛市市南区面向“十四

五”，发挥开放创新比较优势，营造一

流创新创业生态，集聚海内外优质创

新资源，成为青岛建设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重要支点的创新探索。

作为城市的核心区域，市南区集

全区之力，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

增强活力、提升品质、传承文脉，打造

青岛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样板

区。市南区委书记赵燕表示，市南区

坚持科技引领、数字赋能、场景牵引、

开放协同，以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为主

线，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核

心，切实发挥科技创新内生动力作用，

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奋力

突破。

政府推动 创新力量聚起来

“我们是首批落户市南软件园的

企业，看中的是市南区的创新生态优

势。”青岛高校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科技项目管理经理苟婉璐深有感触地

说，他们自主研发的能耗监测平台，为

超过2000家企业节能管理提供精准

解决方案，占据了重点用能单位能耗

在线细分市场20%以上的份额。

目前，市南区正处于转型升级、爬

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制约高质量发展

的矛盾和困难依然较多：地标科技产

业有待挖掘，创新空间载体有待整合，

创新主体动能有待激活，创新成果应

用有待深化……受区域面积限制，市

南区在经济发展上更青睐科技含量

高、轻资产、发展快的新经济、新物种

企业。

长城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表

示：“新经济企业目前表现出向城市中

心聚拢趋势。市南区作为青岛市的中

心城区，发展观念超前，产业基础优势

明显，在打造适合新经济、新物种企业

发展的‘热带雨林’上有着领先全国的

潜力。”

正是有着这种彼此的“吸引力”，

市南区着力通过实施梯度培育计划、

搭建投融资平台等形式，促进新经济、

新物种企业发展壮大。“在首批58家

新物种企业榜单中，80%以上为科技

型企业，86%以上为民营企业。我们

希望通过此次的扶持计划，助力企业

发展，使他们尽快成为市南区经济发

展的中坚力量。”市南区科技局局长

刘海波表示。

今年以来，市南区采取多种有效

举措，强化公共资源供给，促进各类要

素向新经济领域优势企业和优秀人才

倾斜流动、有效集聚，为新经济发展培

育丰厚土壤。

发挥政策杠杆作用，激活扶持力

量。《市南区促进“双招双引”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政策20条》明确规定，对经

认定的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隐形冠

军、高新技术企业，分别给予市区两级

最高6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

60万元奖励；对区重点培育和引进的

行业头部企业、哪吒企业，给予最高

50万元奖励。最新出台的《青岛市市

南区领军人才计划实施细则》加强对

产业人才集聚、本土人才培育的扶持

力度，为入库新物种企业引进和培育

战略性、引领型、急需紧缺的高层次人

才提供亲情化服务和全方位保障。

“上到政策的发布，下到政策的讲

解，最后到政策的扶持，我们都能深深

感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重视。”洛克环

保公司副总经理尹丽莎为市南区“点

赞”，“市南区政策兑现非常及时，

2020年度，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我

们企业营业额逆市上扬突破1亿元，

缴税近1000万元，获得市南区经济贡

献奖励资金6万余元，2021年5月资

金已经到位。区科技局还会根据每年

企业研发投入情况，给予创新研发型

企业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我们收到

企业研发投入奖励12万余元。”

集聚资源 成果转化快起来

10月21日，国家“十三五”科技创

新成就展在北京展览馆开幕，“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心”入展。

位于市南区的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技术转移中心自去年成立至今，在

“助力‘四新’经济发展、优化科创生态

环境”方面奏响了集聚创新资源、加速

科技成果转化的全新乐章。

市南区区长高健表示，打造高水

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加快推进

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向区内集聚，是

市南区创新科技生态的新打法。

“作为国家级科创服务平台，中

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心主要

通过提供创新服务和技术赋能两大业

务板块，帮助企业实现稳步快速发展

和技术迭代升级，为企业低成本、高效

率的国际化发展提供借船出海、保驾

护航的新方案。”赵中元介绍说，该中

心已收集国内外技术成果近3200项、

技术需求500余项，参与实现国内外

技术转移转化80项，签署协议14项，

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乌兹别克斯

坦撒马尔罕国立大学在人才共享与培

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领域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举办各种公益科技培训、

项目对接等创新活动，现已累计服务

企业1600余家，优化了创新创业生态

环境。

不仅如此，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技术转移中心还积极推进“以新带

新”，引进并培育20余家“四新”经济

新势力企业，其中不乏行业翘楚。

从俄罗斯引进的人造蓝宝石晶

体项目已落户中心孵化器，采用其专

利装置生产的蓝宝石晶体自重可达

80千克以上，并且晶体纯度高、质量

好、成本优势大。目前正在计划引进

4名~6名俄罗斯专家，实现人造蓝宝

石的量产，解决我国高端装备原材料

的“卡脖子”问题。

由该中心与中湾农业科技研究院

共同打造的橙果农业创新服务平台，

是科技部首批试点国家级星创天地，

致力低碳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

研发并运营了数字孪生平台、智慧农

业数字化管理平台等一系列基于产业

孵化的数字化产品。

致力精神心理人工智能诊疗系统

研发的北京万灵盘古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的《精神评选筛查分析软件》是国内

首个诊断级软件，已通过三类医疗注

册检验并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市南区

集中了青岛市乃至山东半岛一流的医

疗资源、教育资源以及一系列的核心

企业，是一个企业业务落地和推动的

优选区域。”万灵盘古联合合伙人兼

COO于滨说，“目前，我们在青岛地区

已经落地和服务青岛市市立医院、齐

鲁医院等医疗标杆客户，为消防、公

交、高校及中小学生、儿童、孕产妇及

老年人提供精神心理服务。未来，在

市南区会引入国内乃至国际上领先的

临床级评测和干预工具（二类、三类医

疗器械），领域内国内最高级别的专家

资源和学术会议，同时以专家资源、专

业工具和本地三甲医院为依托，以完

整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切实提高市

南区居民的精神健康水平。”

□ 秦雪莹 王 玮

“将科技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是从

未接触过的形式，特别是你的心跳能

够通过水波纹展示出来，感觉特别真

实。”这是青岛市民李女士对《超视角》

科技+艺术展的观后评价。

如今，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数

字技术正以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全

面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市南区委书

记赵燕表示，从数字文创到城区数字

化管理，市南区聚焦增强城市活力，打

造现代服务业高地，大力发展科技服

务、数字经济等“四新”经济，提升服务

业发展能级，推动数字化助力市南区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焕发新

的生机与活力。

“科技+”赋能文旅新业态

10月27日，《超视角》科技+艺术

展在青岛海天·云上艺术中心启幕，从

万物互联视角看生态未来，从数字科

技视角看文化未来，从混合现实视角

看城市未来。

不只如此，在北服青岛时尚产业

园举行的《你，我的缪斯》全球光影沉

浸式艺术展览，通过最先进的数字技

术，将梵高、克林姆特、马蒂斯三位艺

术家的巅峰巨作进行重新阐述，以裸

眼3D演绎艺术家的绘画笔触，全场

4K影像与大师作品交织互动。

“数字技术已经进入到百姓的生

活中，沉浸式的数字影像给人以全

新的感受，在未来或许也能够植根于

更多产业，带来更多可能。”青岛逸格

美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昕颇有

信心。

市南区充分发挥数字化优势，打

造数字文创，以科技赋能文旅新业态

发展。市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

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王宏表示，市南

区积极培育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传

统文旅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

业态模式，打造壮大文旅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

走进栈桥景区，但见类人型机器

人“优友”凭借呆萌的外表、可爱的童

音引市民游客驻足围观。这位栈桥景

区志愿者服务站的机器人肢体灵巧，

拥有高达22个高自由度运动关节，可

以完成抬头、转头、握手、行走等拟人

化肢体动作，也可以唱歌跳舞摇摆，活

灵活现，其逗趣幽默的表达，让游客在

提问被满足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更新

鲜、更有趣的体验感。

和“优友”一同上岗的，还有无人

驾驶清扫车“蜗小白”。“蜗小白”具备

环境感知、自动规划路径、障碍物识别

等无人驾驶功能，能够自主在路面上

完成清扫、洒水、垃圾收集等工作，真

正实现零距离路沿清扫，避免二次扬

尘污染，确保保洁质量，提高了景区环

境保障精细化和智能化程度。

智能机器人为文旅景区提质升级

是市南区以“科技+”赋能文旅新业态

的一种尝试，该区积极践行智慧景区

理念，以科技赋能文旅产业。据栈桥

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市南区运用科

技力量为景区升级赋能，助力志愿服

务、保障优美环境，让景区服务更智能

便捷，提升服务能级，打造文明典范城

市标杆。

数字化助力消费升级

今年“双十一”期间，位于市南区

浮山湾商圈的银座商城呈现出爆款抢

购的场景，这是市南区以数字化助力

消费升级的一个实例。今年以来，市

南区组织开展品牌直播、VR云逛街等

新型消费活动，提升对消费者的吸引

力，进一步丰富了消费场景，提升了顾

客的消费体验。

10月24日，一场以时尚潮流方式

见证老城变迁的直播活动开始。逛过

银鱼巷、吃到春和楼、走进天真摄影，

这场直播全面展现老城区创新发展的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擦亮了历史

城区的消费名片。

“跟着主播一同探访了老城区，真

的感觉到了中山路的大变化，我还抢

了春和楼的精品菜优惠，找机会去实

地打卡尝一尝。”网友小小澈说。

“与传统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蓬

勃发展赋予生产要素、生产力和生产

关系新的内涵和活力。”市南区历史城

区保护发展局相关负责人说，推动传

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使企业能够借助

互联网广泛的数字连接能力打破时空

局限，将产品和服务提供给更广泛的

用户和消费者，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助

力消费升级。

探索数字化城市管理新模式

数字化城市管理为疫情防控带来

了诸多便利。“通过这个防控云平台，

随访人员有没有去做核酸检测、核酸

检测的结果等信息可以即时传递回

来，既提高了疫情防控的效率，也让疫

情防控更加精准。”市南区金门路街道

公共安全办公室工作人员邢海冰指着

电脑上的智慧防控平台说。

围绕疫情重点地区来青岛人员随

访、居家健康管理、全员核酸检测登记

等防控重点工作，市南区梳理工作流

程，建设智慧防控平台，助推疫情防控

工作“快、精、准”。

“智慧安防社（小）区建设列为

2021年度市南区为民办实事项目，我

们计划2021年底前在全区建成1075

个智慧安防社（小）区，实现智慧安防

社（小）区建设全覆盖。目前，已完成

全部建设任务，正在按批次接入市局

感知平台。”市南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图

像识别等高科技与社区治理等应用场

景深度融合，实现更加安全和便捷的

社区安全防治模式，大大提升了社区

治理效果。

松立集团品牌推广部总监崔道安

介绍说：“松立集团推出全新的智慧社

区品牌——慧安佳，为基层社区治理

和居民社区生活提供数字化、可视化、

平台化解决方案。在颐中高山小区，

我们建立了车牌识别、人脸识别、周界

侵犯侦测、高空抛物侦测、一键视频呼

叫、音频识别报警、消防安全报警等智

能化系统和设施，对社区人、事、地、

物、情信息进行智能化采集、大数据融

合分析，为基层社区综合治理提供数

字化、可视化、平台化支持，打造平安

社区、便捷社区和智慧社区。”

“智慧安防小区设备让陌生人无

法随意进出小区，给我们的小区带来

了极大的安全感。科技与生活服务的

结合，也让我们足不出户就能快速方

便获取小区周边的服务。”家住颐中高

山小区的王先生这样评价数字化给他

带来的新体验。

市南区积极推进“雪亮工程”建

设，积极探索数字化转型和发展，已建

成视频监控全部接入党建引领城市基

层社会治理平台。全区已累计投入近

3.5亿元，共建设高清视频监控点位

4019路、高点视频监控27路、治安卡

口35处、人脸识别282路、车牌识别

169路。

数字经济助力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以 创 新 生 态 推 动 科 技 创 新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创新科技生态新打法，打造高水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加快推进创新资源要素集聚

青岛科学仪器产业园开园仪式

市南区新物种企业发布会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技术转移中心 （本版图片由市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