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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
布2022年度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名单，山东龙口市交通
铝材产业集群、滕州市中小数
控机床产业集群、东营市东营
区石油钻采装备产业集群、博
兴县商用智能厨房设备产业集
群、临清市中小轴承产业集群、
青岛市胶州市智慧家居制造产
业集群、青岛市城阳区橡塑材
料产业集群等7个集群入选，
数量和广东并列全国第1位。

国家林草局最新数据显
示，2022年全国林业产业总
产值超过8万亿元。木本油
料、林下经济等新型产业发展
势头良好。

上周，海尔智家、青岛港、青岛啤酒分别列
青岛上市公司一周热度榜前三位。1月12日，海
信视像发布公告，计划分拆控股子公司青岛信
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内资本市场独
立上市。此外，百洋医药、海信视像、华仁制药
先后发布2022年业绩预告，3家企业归母净利
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上周境内上市青企四成股价上涨

上周，A股市场延续前一周涨势，各大指数
继续上涨，沪深两市周交易额为3.68万亿元。
其中，上证指数上涨 1.19%、深证成指上涨
2.06%、创业板指上涨2.93%、科创板指数上涨
0.15%。北向资金持续流入，周净流入439.96亿
元，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优质中资板块
受到追捧。31个申万一级行业，周涨幅前3名的
板块是非银金融、食品饮料、煤炭，分别上涨
4.23%、4.05%、3.60%，周跌幅前3名的是国防军
工、公用事业、房地产，分别下跌3.72%、1.91%、
1.65%。毛发医疗、芬太尼、牙科医疗等概念表现
活跃，分别上涨5.49%、4.62%、3.84%。华福证券
分析称，上周以来市场呈现了外资买、内资短线
兑现交易的情形，但北上资金流入的板块或者
市场领涨的板块均属于经济修复类范畴，建议
继续围绕经济修复主线挖掘机会。

上周，青岛65家境内上市公司四成实现股
价上涨，涨跌幅度较小。征和工业、海信视像、
日辰股份周涨幅靠前，分别上涨10.26%、9.68%、
6.97%。跌幅较大的是国恩股份、汉缆股份、青
岛食品，分别下跌6.02%、5.08%、4.81%。年初至
今，海信视像、盈康生命、征和工业位于涨幅榜
前3名，分别上涨16.32%、15.83%、10.09%。近日，
百洋医药、海信视像、华仁制药先后发布2022年
业绩预增公告。百洋医药2022年归母净利预计
为 4.7亿元-5.1亿元，同比增长 11.16%-20.62%。
报告期内，百洋医药运营的品牌数量不断增加，
逐渐打造出了优势的品牌矩阵，提升了公司的
核心竞争力与经营业绩。海信视像2022年归母
净利润预计为16.51亿元-17.65亿元，同比增长
45.13%-55.13%。对此，海信视像表示，公司在电
视行业龙头领先优势明显提升，公司显示产品
结构升级，盈利空间有效提升，多元化品牌升

级、全球化营销升级，公司全球市场竞争力持续
提升。华仁药业2022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为1.52
亿元-1.86亿元，同比增长16.56%-42.63%。报告
期内，华仁药业积极推进营销转型，进一步加强
市场准入和产品挂网，实施精细化招商，实现自
产产品的销售量稳中有升。

同花顺显示，截至1月13日，青岛65家境内
上市公司市值合计8429亿元，较1月6日收盘增
加105亿元，连续3周实现总市值增长。市值前
十名分别为海尔智家、青岛啤酒、青岛港、赛轮
轮胎、海尔生物、海信视像、青岛银行、高测股
份、森麒麟、特锐德。市值涨幅靠前的是海尔智
家、青岛啤酒、海信视像，分别增长70.85亿元、
39.84亿元、18.18亿元。市值跌幅较大的是赛轮
轮胎、汉缆股份、国恩股份，分别减少11.95亿元、
7.32亿元、5.15亿元。

上周，青岛65家境内上市公司周成交量总
额为239.80亿元，较前一周成交量小幅下降。
周交易额超过10亿元的公司仅有5家，周交易
额较大的是海尔智家、青岛啤酒、海联金汇，分
别为28.58亿元、22.94亿元、16.55亿元。主力资
金流入最多的是海尔智家、青岛啤酒、海信视
像，分别净流入 1.49亿元、1.01亿元、2145.56万
元。汉缆股份、青岛中程、森麒麟等3家上市公

司主力资金流出较多，分别净流出6736.01万元、
3692.01万元、3309.87万元。周换手率较高的是
青岛食品、青岛金王、三柏硕，周换手率分别为
36.80%、32.23%、21.19%。征和工业、海信视像、
汇金通、鼎信通讯、海容冷链连续4天跑赢大盘，
上涨态势良好。

海信视像拟分拆芯片公司上市

1月12日，海信视像发布公告，公司审议通
过了《关于筹划青岛信芯微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分拆上市的议案》，同意筹划控股子公司青
岛信芯微分拆上市事宜，并授权公司及青岛信
芯微管理层启动分拆青岛信芯微上市的前期筹
备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青岛信芯微为国内领先的
显示芯片设计公司，在上海、西安等地设有研发
中心，专注于芯片产品研发及前沿技术探索，将
晶圆制造、封装测试等环节委托给专业的晶圆
代工厂和封装测试厂。在显示芯片领域，青岛
信芯微主要产品包括TCON芯片和画质芯片等，
广泛应用于电视、显示器及商业显示、医疗显示
等应用场景。

（下转2版）

1月15日11时14分，我
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
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以“一
箭十四星”发射方式，成功将
齐鲁二号/三号卫星及珞珈三
号 01星 、吉 林 一 号 高 分
03D34星等14颗卫星发射升
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境内上市青企总市值实现三连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久
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3年工作时
强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
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开好局起好步。

迈上新征程勇当排头兵。经济大省山东将如
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勇挑大梁，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为实现
“开好局起好步”多作贡献？山东省委书记林武接
受了记者采访。

统筹做好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

问：聚焦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做好
2023年经济工作有哪些总体谋划和思路安排？

答：新一年，山东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锚定“走
在前、开新局”目标，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
区建设为总抓手，统筹做好稳增长、防风险、惠民
生各项工作。

一是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把恢复和扩
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大力实施“山东消费提振
年”行动，多措并举推动汽车、家电、住房等大宗消
费回暖，加快恢复批零住餐、文旅等接触性消费。

二是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抓好既拉动

当前、又支撑长远的重大项目，推动实施2000个
左右省级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交通、能源、新基建
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裕龙岛炼化一体化等
重大制造业项目加快落地，全年完成投资3万亿
元以上，为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三是更好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实施“境外
百展”市场开拓计划，助力企业出海抢订单、拓市
场。开展跨境电商跃升三年行动，全面深化济南、
青岛、威海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动自贸试
验区、上合示范区等重大开放平台提级扩能，加快
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

激发创新“第一动力”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依靠创新培育壮
大发展新动能。山东将如何继续发挥科创优势，
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答：我们始终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去年谋划实施了科技研发、人才引育、数字变
革、要素保障、推进落实等“十大创新”行动计划，
今年将继续抓好落实。尤其在科技研发创新方
面，进一步加力提效、务求突破。

一是聚力搭建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创新体系
效能。力争全国重点实验室达到25家左右，高标
准建设省实验室10家左右。积极推动国家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落地。实施科技型企业培
育行动，力争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8万家。

二是聚力突破创新技术，实施技术攻关工程
项目。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实施100项左右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

三是聚力引育创新人才，打造高水平创新团
队。深化领军人才“筑峰计划”，建立顶尖人才“直
通车”机制，更大力度吸引集聚战略人才力量。推
进一流学科建设“811”项目，启动新一轮部省共同
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试点。

四是聚力完善创新政策，夯实创新制度支
撑。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激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渠道，支持建
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推动大中小企业科技设
施、科研数据、技术验证环境共享共用。

塑造“十强产业”竞争新优势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山东将如何进行落实？

答：山东工业门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但仍有
不少短板。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十强产业”，加快构建
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挺起山东“产业脊梁”。

一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固本强基”。对传统产
业，以技改转型为方向，推动实现高端化、智能化、
绿色化发展。对优势产业，以巩固提升为方向，推
动智能家电、轨道交通、动力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进。对新兴产业，以强
力突破为方向，新培育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对未来产业，以超前布局为方向，
加快培育一批示范集群。

二是推动现代农业“接二连三”。实施新一轮
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支持有条件的市开展“吨半
粮”产能建设。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提升工程，推动
农业与二、三产业延伸融合，培育沿黄大豆、半岛
渔业等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现代农
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

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量提质”。实施生产
性服务业百企升级引领计划，新认定一批现代服
务业集聚区。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发
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等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
态。推进国家智慧港口建设试点，补齐航空物流
短板，构建现代流通体系。

四是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增效”。深入开展

“工赋山东”专项行动，高水平建设国家工业互联
网示范区。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三年行动，“一
业一策”制定转型目标和实施路径。建设数字化
转型促进中心，力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8.5%。

营造民企发展好环境

问：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山东将有哪些
举措？

答：受疫情冲击影响，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
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亟待提振发展信心。山
东将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优化民营
企业发展环境、营造良好发展预期。

一是着眼提振企业信心，以更大力度强化政
策支持。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出台支持民营
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优化民营经济法规政策体
系。围绕市场主体需求，集成制定、动态出台政策
清单，更好发挥降本减负、助企纾困的积极作用。

二是着眼激发市场活力，以更大力度优化营
商环境。对标最优最好，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
工程，强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开展市场准入
隐性壁垒清理行动。全面落实招商引资承诺，用
心用情为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三是着眼壮大企业主体，以更大力度推动民
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高质量市场主体培育行
动，出台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实施意见，设立区域性
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力争新培育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1000家、单项冠军企业200家、“小灯塔”
企业100家以上。

四是着眼营造良好环境，以更大力度弘扬企
业家精神，推动建设高素质企业家队伍。持续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尊重和保护企业家创新创业，营
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新华社济南1月15日电

扛牢经济大省责任 实现“走在前、开新局”
——访山东省委书记林武

百洋医药预计2022年归母净利为4.7亿元-5.1亿元，同比增长11.16%-2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