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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30年走过30年

一 、
创智新

区
即墨省

级经济开发区
蓝 色 新 区 2012

年 4 月 10 日 正 式
成立，位于青烟一级

路以东、青威路以南、
大田路以西、墨水河支流

以北，规划面积约 28 平方
公里，其中，核心区规划面积

7.8 平方公里。蓝色新区计划投
资 50 亿元，本着“城市发展新中

心、城市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聚
集区、高端生态居住区”的发展定位，

突出“高端、新兴、蓝色”特色和方向，着
力发展公共服务、现代金融、商务会展、信

息服务、商贸、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承接
蓝色硅谷核心区产业孵化。

二、古城拆迁改造
古城片区位于经济开发区境内，整个片区 1

平方公里，拆迁 8个
村庄和 2个社区、4182

处住宅、兼用房屋及商
业网点，目前安置区已全

面开工建设。
即墨古城项目占地面积 67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160 万平
方米，主要功能分为公共建筑
板块、精品商业板块与院落居
住板块三个板块。将利用古城
内的县衙、文庙、城隍庙等原
古城文化遗迹，将其修复为城
市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与展示
馆。荟萃即墨市的饮食文化、
宗教文化、酒文化、茶文化、
非物质遗产文化等城市文化财
富，打造即墨精品商业街区。
三、都市工业园

即墨经济开发区都市工业
园位于青威路以北、烟青一级
路以西。总投资 10 亿元，规划
总占地面积 1717 亩，核心区总
占地面积 1000 亩，已完成一期
195亩 6栋厂房建设。其建设工
程有两个特点，一是为节约土
地采取分层建筑模式，二是将河道和污水管
外移，拓展了空间，建成后将选择引进高新
技术企业。

都市工业园主要吸纳高新化、科技化、
规模化企业入园，同时承载东部新城范围内
企业的搬迁安置。在规划设计上，以建设三
层以上框架厂房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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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岛市区出发，一个小时就能到即墨开发
区。这个总面积52平方公里的地方，在山东省140
多个省级开发区中综合考核位列第二名。

以空间的维度看，从西到东，这里一条横轴贯
穿服装工贸基地、蓝色硅谷智核区和王村新城；从
北向南，则是一条制造业的纵贯线，包括了即墨省
级高新区、汽车产业新城和环保产业园。

以时间的维度看，这里既有距今1400余年历
史的即墨古县衙，又有着代表即墨未来高端产业的
创智新区。这里的规划，既向后找历史与文化，也
向前探寻未来高端发展的可能性。

这个发展了20多年的开发区，如今正走在转
型路上。

“天天研究转型”
的热土

“我现在天天研究的都是转
型。”即墨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书
记刘伟，一上来就开门见山。

现状摆在这里，不转不行。高
耗能、高污染的得搬走；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间保持何种比
例，既需考虑大趋势，也得考虑实际
情况；开发区的政策红利渐弱，新的
优势在哪里，需要考虑……

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说到解决
的办法，即墨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
会副书记杨军峰给记者拿出了 413
页PPT。这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
即墨经济开发区邀请专业机构裕廊
咨询对开发区进行的全新规划定
位。

打开来看，转型升级中的即墨
开发区，要解决的问题一目了然：现
有产业何去何从？如何引入新兴持
久动力？如何实现产城融合？以什么
角色融入即墨市总体发展战略？

PEST 分析、SWOT 分析……
这些专业的咨询术语，在即墨开发
区不起眼的办公室中，被一遍遍的
拿出来衡量。这里发展的宏观环
境，从政治、经济、社会与科技层
面，被逐条分析；这里发展的态势
如何，策略、优势、劣势、机会与
威胁被一一列出。

在全国范围内，开发区的“再出
发”都不能再像当年那样野蛮生长。即
墨开发区的准备也格外谨慎。

如何定位自身？即墨开发区分别从
国际产业分工、山东经济圈层发展的角
度，以及该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和在青岛
市发展中的地位中，找出优劣势与机遇挑
战，结合即墨市城区总体规划以及鹤山路轴线
等基础性框架，确定了发展潜力及发展方向。

有了方向，打造“升级版”开发区的战略也就明
确了——“疏老城、建新城，连滨海、融青岛”。

在规划上，即墨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结合旧村改
造和商务区开发，合理调整辖区内各地块功能定位和产品类型，
对土地使用性质和强度、空间环境、市政基础设施等作出科学调整，做
到资源有效、合理利用。

而重点区域的城市设计则需要很高的标准。这里正在做的工作中就包
括，对都市工业园实施高标准规划，确定好设施功能以及各业态建筑面
积配比组合。

拥挤的城区没法再发展工业，即墨开发区就向东延伸了 24
平方公里，继续发展第三产业。而与开发区北部相邻的汽车
产业新城，即将迎来奥迪等大项目，意味着会有大量的产
业工人常居于此，无疑是发展第三产业的良机。

而吸引新的企业加入，也是发展中非常重
要的环节。“暖环境”，成为即墨开发区所
倾力打造的着力点。这里打造出的一
站式服务等“金字招牌”，仅在现
存企业中就有 300 多家是被其
吸引来的，未来，他们希
望吸引更多。

转 型 虽 痛 ，
一 步 一 个 脚
印。

曾经的“荒野探路”，成绩斐
然。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从 1992年建

区至今，即墨经济开发区落户企业达1407
家。其中，过亿元内资大项目109个，过千万美

元外资大项目36个。累计实际利用内资161亿元，
累计实际利用外资22.9亿美元。经济总量占即墨市经

济总量的半壁江山。目前拥有日本丰田通商株式会社、青
岛亚是加食品有限公司等世

界 500 强企业 19 个，拥有高新技
术企业 119 个家，拥有国家级研
发中心2个、省级7个。

而在20余年的发展中，这里
已初步形成电子电器、纺织服
装、机械制造、包装印刷四大支
柱产业为主导，教育培训、医疗
卫生、信息传媒服务商贸业齐头
跟进的经济格局。辖区内共有中
国驰名商标 7个，省名牌 4个，省
著名商标 6 个，累计拥有专利
1050件。

从区位优势来看，即墨开发区颇为优越。
这个位于山东半岛西南部的地方，东濒黄海，南依青岛，北临

烟台和威海，在即墨城区东部，与老城区紧密相连，是即墨市区东
部黄金地带。处于青岛半小时经济圈、胶东半岛一小时经济圈核
心地带。

交通同样是这里发展的重要条件。即墨经济开发区海、陆、空
运输十分便利，距青岛国际机场仅15公里，距青岛港和青岛前湾
港仅30公里，距胶济铁路蓝村站28公里，青龙高速、烟青一级路、
青威一级路纵横贯通，区内“八纵八横”交通网络，出行十分便利。

在当地人看来，正是其所处的位置，为其产业转型创造了
很好的条件。未来，胶东半岛城市群“半小时生活圈”里，开
发区所在的位置由以蓝色、高端为特色的各种功能区环绕，
留下了发展的充分想象力。

开发区曾经的招商引资，是“捡到篮子里都是
菜”，如今，杨军峰表示，他们避免粗放，避免低
附加值产业。留下的产业，以纺织和电子工业
为主，这些基本没有污染，而传统的铸造行
业，则搬到周边乡镇。从 2010 年开始，
拆村庄、搬企业，这里经过了艰难的
转型之路。去年，塑胶、篷布、镀
锌之类的企业，陆续搬离开发
区，高耗能、污染多的企业
在这里没有了生存空间。

这 里 独 特 的 资
源，也让开发区人
对 转 型 充 满 期
待。

首要的是人文
资源。作为历史悠
久的城市，即墨文化
资源较为丰富，有省级
即墨老酒、即墨花边、黄嘉
善传统九狮图、田横砚、盟旺
山庙会、邱医堂膏药等7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有距今 1400余年历史的即墨

古县衙，现正在恢复
重建；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博览园，按 AAA 级旅游景区标准
建设，占地 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0平方米，是省内首个集文
化博览，产业服务，旅游观
光为一体的“山东省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

生 态 环 境 。
即墨经济开发
区 自 然 资
源有山
有

湖，盟旺山、莲花山、黄
甲山、担山、荆花山，
穿插其中，中障湖、
龙 泉 湖 、 墨 水
河 、 龙 泉 河 ，
依次流过。

“ 回
得去的才是

故乡”，即墨古
城 外 ， 墙 上 写 着

一句简单的话。
“先有即墨，后有青

岛”，当地人颇为自豪。尽
管 开 发 区 只 有 20 多 年 历

史，这里却有着即墨人的故
乡。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即墨古

县衙，完好地保存于此。
夏日午后，漫步于此，县衙从门口

到内庭，不但房屋砖瓦俱全，甚至还保留
着过去使用过的痕迹。庭院、大堂、卧室、

厢房、门房……这里保存着北方古县衙最原始的
面貌，一至三堂都幸存下来，专家考证，这是山东

省唯一能看到的三堂老县
衙。
在一片参天古树掩映之下，见

证了即墨1400多年历史的县衙，让几
位前来观摩的当地人赞叹不已，直言找

到了先人曾经过的历史。
从县衙院子里望出去，几十米外，塔吊轰

鸣，几十栋楼平地而起，走出县衙，西侧是一片
巨大的工地，整齐的钢筋架构排列得密密麻麻，当地

人告诉记者，这里就是正在重建的即墨古城。
“古城里剩下的除了这个宝贵的县衙，就是一些典型的

北方建筑，没有保存价值了，连下水道都成问题。”杨军峰告
诉记者，计划中，将会对古城进行恢复性建设，目前工程正
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这个 1平方公里的片区，将会成为未
来即墨旅游的重要去处，也会提供大量住宅。

这个位于开发区西侧的古城，目前正是开发区内建设的
热土。只需向东走5公里，就能从1400年前跨越到即墨的未
来，一片叫创智新区的地方。

这个 2012 年开工建设的中央商务区，作为连接中心城区
与蓝色硅谷核心区的重要战略节点，按照“城市发展新中心、城
市中央商务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高端生态居住区”的发展定
位，“高端、生态、绿色、节能”的理念，确定了“两年打基础、三年

见形象、五年成规模”的目标要求，目前已累计投资26亿元，
“二五一十”18项重点工程、山师大即墨实验学校等项目已
完成主体工程，东部医疗中心二期、科创中心东西副楼
等10项新增项目已全线开工建设。

开发区主体部分早已趋近饱和，产业转型压
力也大，创智新区则在一片空地上，提供了新
的可能性。本报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个曾经的
荒芜之地，已经拔地而起一片高楼。

即墨开发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央商
务区建成启动后，将引领开发区掀起新
一轮经济发展浪潮。对于即墨来说，
设立创智新区，是设立了连接中心
城区与蓝色硅谷核心区的重要战
略节点，也是对接青岛新一轮
城市发展空间布局调整和蓝
色跨越的战略布局。

既有从1400年前走
来的“文化腹地”，又
有与古城遥相呼应
的“经济首脑”，
从 西 到 东 ，承
载着即墨开
发区的未
来 两
极。

寻找“再出发”的红利寻找“再出发”的红利

跨越1400年的高端发展路

1992年
即墨市工业开发区开发总公司、即墨

市工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

1998年
中共即墨市委工业开发区工作委员

会成立；

2001年
中共山东省即墨

经济开发区工作委员
会设立；

2012年
完成中央商务核

心区7700亩土地规划
调整工作；

2013年
与中国通讯服务有限公

司签订智慧城市建设战略合作
协议，标志着中央商务区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
正式启动；与国经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中德
医疗谷即墨 （即墨开发区中央商务区） 健康产
业集群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2014年
与山东师范大学即墨实验学校签约；中建

新城投资建设有限公司、中建一局 （集团） 有
限公司、新区管委召开三方联席会，共同研究

分析新区项目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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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智新区鸟瞰图创智新区鸟瞰图

龙泉湖公园龙泉湖公园即墨开发区与华体集团签约即墨开发区与华体集团签约即墨开发区与华体集团签约

在建的市民文化中心在建的市民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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