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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位于环秀街道文峰路和

湘江一路附近的1979文化创意园项

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施工现

场摊铺机匀速铺设沥青，运料货车

和碾压机穿梭不停，路面硬化和功

能区改造都在有序推进中。

  1979文化创意园是2025年青岛

市市级重点项目，占地97亩，商业面

积3.4万平方米。该项目由始建于

1979年的青岛第十织布厂（青岛大

元纺织厂）老厂房改造而来，预计今

年6月正式开园营业。届时，这座建

筑低矮、树影斑驳的老厂房将蝶变

为集文化体验、旅游、商业为一体的

创意园区和“网红打卡地”，填补即

墨区乃至青岛北部工业遗产文化体

验类项目的空白，成为城市文旅新

地标。

  在即墨区纺织工业发展历程

中，青岛第十织布厂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它不仅是即墨纺织业发

展的缩影，更承载了一代纺织人的

青春记忆。随着时光流转和产业更

迭，这座老厂房亲历了产业调整后

的“散场”与“退潮”。“人去楼空”后，

这片位于即墨主城区黄金地段的土

地便长期闲置，成为城市更新中的

一道待解之题。

  近年来，即墨区将盘活存量资

源、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作为城市

更新的重要内容。随着工业旅游和

文化创意产业的蓬勃发展，即墨区

意识到，青岛第十织布厂不仅是珍

贵的工业遗产，更是文化富矿。

  “这座老厂房是我们当地纺织

产业发展的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

在我们看来，城市更新不仅仅是建

筑物的更新，更是在保留原有城市

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带动当地产业

的转型升级。”环秀街道相关负责人

表示。

  在改造过程中，即墨区秉持“修

旧如旧、建新如故”的原则，通过政

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

式，多次邀请住建、规划、投资公司

实地考察，对工业物件、设施设备、

厂区建筑等逐一进行记录，做好前

期市场调研、定位策划、招商等工

作，引进了住小满商业管理（青岛）

有限公司作为开发方共谋项目

发展。

  项目在保留旧厂房红砖墙建筑

风格的基础上，拆除临街围墙，形成

开放式、步行式的街区空间，并以东

西两轴为核心分为“烟火尽享”“文

化潮流”“慢食时尚”三大板块，涵盖

艺术空间、餐饮、文创、精品零售、娱

乐等多种业态，为游客带来吃喝玩

购于一体的丰富体验。

  目前，创意园入口广场伫立着

一座高达数米的文创雕塑“1979”，

纪念老织布厂的成立年份；老厂区

的标志性建筑水塔被原样保留改造

为咖啡馆；红砖墙水泥地、布满岁月

痕迹的锅炉房则成为招商中心和沿

街展示区；曾经的老旧宿舍将被改

造为特色民宿……园区内斑驳墙面

上的涂鸦、特色形象牌和拍照打卡

点，让深沉厚重的工业意象与活泼

轻快的潮流文化碰撞，处处流露出

浓浓的工业风和时尚感。

  为深入挖掘老纺织工业的文化

积淀，园区以老织布厂房为“底色”，

将原生产车间打造成沉浸式的纺织

文化展览馆，展出一批承载了一代

人回忆的切棉机、摇纱机等设备。

开业后，园区还将举办纺织文化主

题展览、纺织文化体验等活动，让游

客通过体验织布、扎染等传统工艺，

穿戴纺织工服饰打卡等方式感受承

载城市发展记忆的工业文化，见证

老工业遗址焕发的新活力。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入驻200个

商家，目前已完成招商80%。此外，

园区还计划引进青岛首店、即墨首

店等特色商家，可带动500至600个

就业岗位。未来，即墨区将进一步

做好园区招商运营等工作，打造更

多消费新场景，让工业遗存与都市

生活碰撞出更多可能，为城市发展

注入新活力。

（王璐）

即墨：纺织工业遗产变身文旅新地标

  市场商贸业作为即墨传统优势产业，被誉

为“江北最大市场群”，代表和彰显了即墨城市

形象。近年来，即墨国际商贸城管理委员会不

断优化市场发展环境，加快市场转型升级，逐步

实现辖区资产的市场化运营，开创了即墨市场

全面创新、融合创新和持续创新的新局面。

  日前，即墨国际商贸城管理委员会召开

2024年度工作总结会议。表彰党员示范户40

人、诚信经营户45人、特色街区代表7人、财税贡

献先进单位代表2人，受表彰的有从零开始、在

即墨创业30余年的老商户，有将“人无信不立”

作为经营原则的诚信商户，还有融合多元文化

元素与前沿时尚趋势的特色街区代表。

  “我们将加倍努力，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

品和服务，以先进为榜样，加强行业间交流合作

与资源共享，共同营造一个诚信、公平、文明、和

谐的市场环境，让顾客都能获得美好、贴心的购

物体验。”市场商户代表董如冰说。

  商户代表赵远军说：“身为一名党员商户，

尤其是党员示范户，我深感责任重大。我将时

刻牢记党员身份与使命，发挥自身优势，为其他

商户树立榜样，带动更多人创业创新，为即墨市

场发展添砖加瓦。”

  2024年，即墨大力发展内外贸结合市场，完

成出口额8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8%，引进40

余家生产企业设立工厂店及形象店，聚力打造

uus时尚女装、uus鞋城、ddp韩国女装等特色街

区，引进凯诚公司设立1.4万平方米的精品海鲜

经营区，并通过改造闲置门市房开办了“逅海海

鲜平价厨房”。在春节、“五一”等消费旺季，即

墨共接待团队购物50余批次2000多人次，组织

300余名探店达人在抖音和小红书推广市场特

色街区，总播放量超2000万。

  “2025年，商贸城管委将紧紧围绕区委、区政

府工作部署，聚焦市场主业，统筹辖区市场招商运

营和业态布局，不断完善市场配套，提升服务水

平，激发发展活力，加快市场转型升级。”区市场建

设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韩伟绩 江如意）

　 （上接一版）做大做强现代海洋产

业，要彰显特色，更要塑强优势产业。近

年来，蓝谷持续加码特色优势产业，抢占

新风口，探索产业布局新路径。以新能

源产业为例，海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与青岛蓝谷管理局共同打造的海尔新能

源产业互联网生态园，将通过共建集

“研、产、供、销、展”于一体的综合园区，

展现新能源技术的丰富应用场景，助力

绿色能源转型与产业升级。园区建成后

将成为海尔新能源板块的总部基地，力

争三年内营业收入超百亿元。目前，海

尔新能源智慧能源控制器项目已完成主

体封顶，项目建设正在高速推进。

　　与此同时，青岛大小管岛20MW海

洋能源融合发展试验示范项目也将于今

年开工建设，规划在大小管岛之间的海

域安装一套山东中能华源海上风电集团

有限公司生产制造的VH型5.95MW浮式

海上风电机组进行试验示范，打造新能

源产业的新标杆。

　　海洋高端装备产业也在持续发力。

在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

殖工船“国信1号”开启我国深远海养殖

新纪元的基础上，“国信2号”接续上

马，对工船总体设计、功能区划、新能

源利用等进行了160余项优化升级改

进，积极打造养殖工船2.0版，以规模效

应实现深远海养殖智能装备系列化、标

准化和产业化。目前，“国信2-1号”已

顺利出坞，“国信2-2号”即将出坞，两

船预计今年上半年交付，届时将实现3

艘养殖工船同时运营，年产鱼1万吨。

　　聚焦特色优势产业，编制产业链全

景图、重点企业和配套企业名录，明确产

业发展主攻领域和精准招商图谱，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青岛蓝谷的产业路

线图越发清晰。

　　将发力点放在项目上

　　项目是海洋经济发展的生命线，亦

是青岛蓝谷今年工作的“重头戏”。今年

青岛市积极推进的总投资2400亿元、170

个海洋重点项目中，蓝谷涉及重点项目

13个，包括蛟龙号关键作业能力提升及

科学应用、深海三大国家平台、国家海洋

专项地质样品库建设项目、青岛美谷生

物科技项目、鳌山湾海洋文旅项目、青岛

海上综合试验场（一期）等。

　　“我们将千方百计促项目、扩投资，

重点推进35个重点产业类项目建设。”杜

乐江表示，要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

单化、清单责任化”，落实领导干部包联

重点项目工作机制，着力推进产业园区

和重点项目建设，突出抓好重点民生和

基础配套建设，服务保障创新平台和科

技项目实施，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成效，推

动蓝谷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

　　在保障项目建设基础上，蓝谷还将全

力以赴拼招商、促落地，在提升项目招引

实效上下足功夫。据悉，蓝谷将强化招商

引资主动性，发挥山东大学等龙头科研单

位院所作用，加快建链、延链、补链、强链。

把大项目、龙头项目作为招商引资重点，

盯紧央企、国企投资类项目，同时聚焦“四

新经济”，用好产业园区、孵化载体，加大

对初创型、高成长性科技项目的引进力

度，服务好科技成果就地转化。

  向海而兴，潮起蓝谷。青岛蓝谷正

以项目为笔、以创新为墨，奋力书写新时

代海洋强国新答卷。 （王涛 窦衍凤）

1979文化创意园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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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市场向“新”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