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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赟

若是坐火车到青岛，出了青岛火车站
就能看见海，还有百年栈桥，在这座城市
能喝到有百年历史的纯正青岛啤酒，还能
看到让人津津乐道的百年德建下水道。

青岛的“德国味道”还有街边历经百
年风霜的德国建筑群，这些，我们都当作
历史，而新的“德国味道”如今在海边悄悄
延续——— 青岛中德生态园正在“塑形”，入
眼的是蓝天绿地间的德式建筑和异域风
情的风车。

“青岛与德国有着特殊渊源，”青岛市
委书记李群谈到青岛经济社会发展与德
国的关系时这样表述，“近30年来，双方交
流合作日益密切，特别是1987年山东省与
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省州关系以来，
青岛与德国在经贸、文化、教育等方面交

流愈加频繁。今年3月份，青岛机场开通直
飞法兰克福航线，双方往来交流更加便
捷。”中德生态园位于西海岸经济新区中
的国际经济合作区，青岛西海岸经济新区
地处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属于
新区中的“新生态”。

记者了解到，中德生态园的选址是在
2011年3月完成的，同年12月奠基。园区规
划面积11 . 6平方公里，规划容积率0 . 65。

“中德双方计划用10年时间，将青岛中德
生态园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示范意义的
高端生态示范区、技术创新先导区、高端
产业聚集区与和谐宜居的新城区。”青岛
中德生态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磊娜告
诉记者。上个月开工的青岛德国企业中心
位于生态园中，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总
投资约5 . 8亿元，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
的德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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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东港区涛雒镇，是物理学家丁
肇中祖居的小镇，而今又多了一个吸引关
注目光的理由———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
国家战略“四区三园”之一的中外合作项
目与示范园区、山东—新加坡经贸理事会
积极推进的重点项目日照国际海洋城，目
前已开建一年多。

9月3日上午，记者来到日照国际海洋
城建设基地，部分施工人员正在处理地面
的土石方，许多大型机械在地面上紧张工
作。但是让记者感到奇怪的是这里并没有
纵横的管道井和林立的电线杆子，“秘密
就在于我们投资1 . 8亿元建设的地下管
廊工程。”日照国际海洋城投资有限公司
总经理赵东江告诉记者。

赵东江说，海洋城起点高，路的起点

更要高，在他的带领下，记者走进了他口
中的“地下管廊”。沿着入口台阶走到地下
2-3米深处，在经过一段长廊后，两面墙
上几道并排的管廊井出现在记者面前，金
属的管道向前延伸，记者脚下的路面宽
敞，“国外一些先进的管廊建设就要求管
廊能让汽车开进开出，方便检修，我们也
按照这个标准来建的。”

一条条管道上都贴着专属“标签”：电
力、宽带、热力、给水……一位工作人员正
在对管道进行检查维护，“综合管廊可使
管线不接触土壤和地下水，因而避免了土
壤对管线腐蚀，延长了管线使用寿命，还
为城市发展预留了地下空间。”

宽敞有序的地下管廊看似简单，但却
是以巨大的“看不见的”投入为前提的，

“一期投建的9公里地下管廊总投资达
1 . 8亿元。”赵东江告诉记者。

张磊娜告诉记者，德国中心是德国中
小企业进入其他国家投资合作的桥梁，在
此之前全球已有7个德国中心，1994年和
1999年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布点。上海德国
中心是巴伐利亚州立银行的子公司。

建成后德国企业中心具有德国企业
接待中心、商务中心、孵化器等多重作用。
该中心内将同时建设德国产品展示中心
和中德生态园体验馆。另外，德国中心将

成为中德生态园的示范项目。其建造、能
耗、运营的生态标准和质量标准均使用德
国最新标准，其设计也将具有独特的地标
性，使中德生态园呈现浓郁的德国风情。
德国中心建成后，将发挥自身作用，促进
中德生态园的项目集聚，使之成为德国企
业最为集中的区域，从而推动青岛乃至整
个山东与德国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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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东江看来，城市综合管廊相当于
人体中的一条超级动脉通道，建成之后，
只需要在内部进行布线，不需将道路重复
挖掘，一旦有新的线缆加入，只要从入口
放入即可。

“它的建设还起到美化城市的作用，
城市内涝、马路‘拉链’、高压电线塔……
这些备受市民诟病的生活烦恼，未来在海
洋城将不会发生。”赵东江告诉记者，未来

在管廊的顶部将安装“电子眼”进行全天
候监控，“当管网遇到问题时，管廊可以凭
借监控系统第一时间找出问题”。

正如当地政府对海洋城建设提出的
要求：“海洋城起步虽晚，但起点必须高，
要全方位接轨国内外最先进建设的理念，
尤其必须适度超前建设重要的基础设
施。”

本报记者 王赟

国内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2011年1月由国务院批复，上升为
国家战略。若是坐飞机俯瞰半岛蓝色经济区，沿着海边都是建设的场景，在经济转型大背景下，蓝色经济被
涂上了“打造经济升级版”的色彩，一个个新的园区都以“蓝色”为基调。

日前，本报派出两路记者“蓝区行走”，捕捉蓝区建设的最新镜头。

中中德德生生态态园园
延延续续““德德国国味味””
青岛打造全球最大德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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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先建建““地地下下城城””
地下管廊内可以开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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