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文件 

青科资字„2025‟9 号 

━━━━━━━━━━━━━━━━━━━━━━━━━━━ 

 
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青岛市 

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区（市）、西海岸新区、高新区等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部门

和单位： 

根据《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23‟

276 号）《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青科规„2024‟2

号）、《青岛市科技惠民示范专项实施细则》（青科字„2024‟

29 号）要求和我市科技创新工作需要，经研究决定，现启动 2025

年青岛市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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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报方向 

（一）科技计划惠民专项（科技协作）项目 

方向 1：林下中药材天麻、猪苓高效生态栽培技术研究与示

范 

研究内容：对陇南境内天麻、猪苓的种质资源、栽培品种、

分布范围、数量及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形成陇南菌类药

材天麻、猪苓产业发展调研指导报告及自然分布名录；开展林下

天麻高效栽培、猪苓高效栽培、猪苓有性繁殖、蜜环菌材快速培

育、天麻猪苓连作、天麻原种桶装栽培等技术研究，总结形成林

下中药材天麻、猪苓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规程；示范推广天麻、

猪苓快速高效栽培技术，建立林下繁育示范基地，带动陇南市林

下中药材产业快速发展；建立天麻、猪苓良种扩繁基地，生产优

质蜜环菌和天麻、猪苓良种，为林下中药材天麻、猪苓产业化发

展提供优质种源。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地点需在甘肃省陇南市康县。 

（1）组建林下中药材天麻猪苓高效生态栽培技术示范项目

科技创新团队，对陇南境内天麻、猪苓的种质资源、栽培品种、

分布范围、数量及生态环境进行全面系统调查，形成陇南菌类药

材天麻、猪苓产业发展调研指导报告 1份，自然分布名录 1册； 

（2）开展林下天麻、猪苓高效栽培技术的研究和猪苓有性

繁殖技术研究，总结形成完整的“蜜环菌材快速培育技术”“天

麻猪苓连作高效栽培技术”“天麻原种桶装立体栽培技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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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中药材天麻、猪苓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总结形成林下中药

材天麻、猪苓高效轻简化栽培技术规程 1 套； 

（3）建立天麻、猪苓良种扩繁基地各 1 处，年培育优质蜜

环菌 10000 瓶。天麻良种扩繁基地不少于 10 亩，年生产优质天

麻良种 12500 kg以上，建立 60 亩以上优质天麻示范基地；猪苓

良种扩繁基地不少于 10亩，年生产猪苓良种 18000 kg，建立 60

亩以上优质猪苓示范基地；带动周边林区药农建立天麻、猪苓优

质生产基地 600亩以上； 

（4）申请天麻、猪苓关键栽培技术专利不少于 2 项，发表

论文不少于 1篇； 

（5）每年选派赴陇南开展科技培训、现场指导的科技特派

员等科技人员不少于 10 人，通过技术指导服务等方式培训林下

中药材专业技术人员 120 人次，其中专业技术骨干 20 人次，药

农 100人次。 

拟支持项目 1项，实施期 2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方向 2：陇南市粮食作物有害生物的监测、预警及其绿色防

控 

研究内容：研究构建覆盖陇南主要农田的病虫害监测网络体

系，实时掌握有害生物动态；开发适合陇南生态条件的有害生物

绿色防控技术，促进化学农药减量增效；筛选适合陇南地区的小

麦、马铃薯、玉米、大豆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新发和重发病害的生

防菌株及化学杀菌剂；示范推广有害生物防控的绿色防控集成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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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形成综合防控方案，通过示范区展示有效的监测与防控技术。 

    考核指标：小麦、玉米项目实施地点覆盖陇南八县一区，马

铃薯主要在武都区、西和县、礼县，大豆主要在徽县、成县。 

    （1）完成陇南市粮食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体系组建。监测

网络体系需覆盖 50%以上的粮食作物农田环境，重大病虫高发区

和关键生态区监测点布局做到全覆盖；构建主要病虫害数据库和

模型，实现对小麦条锈病、小麦茎基腐病、小麦赤霉病、马铃薯

晚疫病、草地贪夜蛾等粮食作物重大病虫害发生动态的监测预

警，预测发生趋势和危害程度，中长期预测预报准确率达到 80%

以上， 短期预警预报准确率达到 95%以上，预警提前量不少于 7

天； 

    （2）筛选出高效环保杀虫剂 3-5 种，开发生物防治产品 1-2

种，并开展技术示范推广应用； 

    （3）针对主要入侵生物草地贪夜蛾建立绿色防治技术体系

1-2 套； 

（4）筛选适于陇南地区的生防微生物 1-2 种，并针对主要

粮食作物病害建立 1-2套综合防控方案，生物农药持效期不少于

15 天；    

    （5）创建粮食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示范区，在小麦、玉米、

马铃薯、大豆上展开绿色防控集成技术示范推广，示范面积不少

于 0.3万亩，示范辐射面积 10万亩以上，平均防效不低于 85%，

病虫害损失控制在 5%以内，示范区化学农药减量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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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申请专利 1-2项；发表论文 2-3 篇； 

（7）培训专业化防治组织不少于 20 家，每年选派赴陇南开

展科技培训、现场指导的科技特派员等科技人员不少于 10 人，

培训农技人员不少于 500 人次。 

拟支持项目 1项，实施期 2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方向 3：八眉猪保种与开发利用关键技术集成与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陇南市八眉猪生长速度慢、生产效率低等问

题，利用肉质优良的巴克夏品种，与八眉猪杂交。采用常规育种

与分子标记辅助选择相结合的技术方法，通过配合力测定，筛选

适合陇南环境特点的杂交组合，初步构建八眉猪品种保护与创新

利用相结合技术体系；针对陇南市玉米、豆粕等主要饲粮资源缺

乏，农副产品丰富的特点，重点开展“橄榄、核桃、花椒”加工

的副产品资源调查和营养成分测定；集成非粮饲料生物处理和精

细化饲养等先进技术，研制适宜陇南区域特点的饲喂技术，实现

节粮饲养，降本增效。 

考核指标：项目实施地点在甘肃省陇南市徽县。 

（1）八眉猪核心群体扩大到 300 头以上，采集并保存遗传

资源 100 份以上； 

（2）指导建立核心场 1处，培育八眉猪新种群体 1000头以

上； 

（3）八眉猪新种生产性能得到显著提升，日增重提高 20%

以上，料肉比降至 4:1，维持肌内脂肪含量 3.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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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发节粮日粮配方不少于 3 个，替代豆粕 30%以上、

替代玉米 20%以上，降低饲养成本 10%以上，饲料加工 1 万吨以

上； 

（5）农副产品利用率达 85%以上，养殖成本降低 15%以上。

形成种质资源保护与地源性饲料开发协同创新，形成“优质品种

+低成本饲喂”完整技术体系 1套； 

（6）每年选派赴陇南开展科技培训、现场指导的科技特派

员等科技人员不少于 10人，培训 100人次以上； 

拟支持项目 1项，实施期 2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方向 4：定西鲜湿粉防腐保鲜关键技术创新与产业化示范 

研究内容：针对定西鲜湿宽粉在防腐保鲜方面缺乏有效替代

防腐剂的迫切需求，结合当地企业现有生产设备及生产线状况。

通过探究物理防腐保鲜关键技术对定西鲜湿宽粉中淀粉多维度

分子结构、微观结构、宏观品质、感官品质的影响规律，优化工

艺关键技术参数；探究定西鲜湿宽粉在生产和贮藏过程中营养特

性、稳定性、微生物指标的变化规律，明确调控宽粉品质及贮藏

稳定性的技术关键点；建立鲜湿宽粉防腐保鲜加工技术规程并完

成产业化示范，对产品加工品质及功效进行评价，完成产业化示

范，促进定西市地方经济发展。 

考核指标： 

（1）突破鲜湿宽粉物理保鲜防腐、品质调控等关键技术 1-2

项，断条率≤1%，延伸性达 5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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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定西鲜湿宽粉的常温贮藏稳定性，延长其常温货

架期至 6 个月以上，货架期内菌群符合国家标准，霉菌计数≤

200CFU/g，大肠杆菌≤20CFU/g，金黄色葡萄球菌≤100CFU/g； 

（3）新建或改造生产线 1-2 条，进行产业化示范，新增销

售额 1000万元以上； 

（4）制定技术规程或标准 1-2 项，申请专利 1-2 项，发表

论文 1-2 篇； 

（5）每年选派赴定西开展科技培训、现场指导的科技特派

员等科技人员不少于 10人，每年培训技术人员 100 人次以上。 

拟支持项目 1项，实施期 2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方向 5：定西苦荞、燕麦等小杂粮营养功能品质提升及精深

加工技术研究 

研究内容：通过生物物理加工技术和深加工工艺，提升定西

苦荞、燕麦等小杂粮的营养功能品质，推动其精深加工技术突破

和产业化应用。采用 UV-B 照射、等离子体处理等物理加工技术

结合籽粒发芽等生物技术或土壤改良技术，研究其对定西苦荞、

燕麦等小杂粮品质的影响，定向富集定西苦荞、燕麦等小杂粮原

料中的功能活性成分；探索原料端的生物物理加工技术与深加工

工艺的适配性，通过分析各处理方式对小杂粮的结构、功能性成

分、口感和加工特性的综合影响，探索各技术手段的最适条件，

提升加工过程的稳定性和终端产品的食用品质。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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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原料端实现定西苦荞、燕麦等小杂粮深加工产品营

养功能价值的升级，黄酮类等营养功能活性成分提升 15%以上； 

（2）优化加工流程，提高加工特性及食用品质，实现小杂

粮的深加工技术突破与市场应用。挤压膨化产品膨化率、脆性、

耐泡性等品质提升 5%以上，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营养功能活

性成分保留率及生物可及性等提高 10%以上； 

（3）优化改造苦荞超微粉碎膨化产品生产线 1 条，进行产

业化示范，新增销售额 800万元以上； 

（4）开发 1-2 种苦荞及燕麦的即食类挤压膨化新产品，制

定相关产品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1-2 项，申请专利 1-2项，发表

论文 1-2 篇； 

（5）每年选派赴定西开展科技培训、现场指导的科技特派

员等科技人员不少于 10人，每年培训技术人员 100 人次以上。  

拟支持项目 1项，实施期 2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方向 6：甜百合精深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示范 

研究内容：围绕定西甜百合精深加工产业可持续发展需求，

以甜百合为主原料，结合当地其他药食同源中药材，优化发酵工

艺参数，开发具有补气、补血、助眠功能性饮品；以药食同源百

合为基础，添加定西优势小杂粮，开发低糖、口感优良的健康粥

羹类产品；系统研究百合多糖、多酚的健康功效及作用机制，针

对特定群体，创制抗氧化、降血糖等功效显著的百合健康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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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甜百合物理保鲜技术，明确贮藏过程中百合的生理生化变化

规律，建立有效的保鲜技术体系，提升百合贮藏品质。 

考核指标： 

（1）开发百合益生菌发酵饮品 2-3 款；健康粥羹类产品 2-3

款，产品血糖生成指数（GI 值）＜55，常温保质期不少于 12 个

月；抗氧化、降血糖等功效产品 1-2 款； 

（2）优化改造益生菌饮品加工生产线 1 条，升级信息化控

制低温库和气调库，库藏量不低于 1000吨； 

（3）形成甜百合功能饮品和粥羹类产品精深加工关键技术

2 套，进行产业化示范，新增销售额 800 万元以上； 

（4）制定相关产品生产技术规程或标准 1-2 项，申请专利

1-2 项，发表论文 1-2篇； 

（5）每年选派赴定西开展科技培训、现场指导的科技特派

员等科技人员不少于 10人，每年培训技术人员 100 人次以上。 

拟支持项目 1项，实施期 2年，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 万元。 

（二）重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转化应用项目 

方向 1：耐盐碱优质啤酒大麦全产业链集成创新与产业化示

范 

研究内容：针对国内啤酒大麦对外依存度过高，生产原料严

重依赖进口的产业问题，结合山东省总面积达 890余万亩盐碱地

的资源现状，广泛开展耐盐碱大麦种质资源鉴定和筛选，围绕耐

盐性、产量、酿造品质等性状，筛选优良种质资源或品种；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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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耐盐碱抗旱大麦品种培育及优质啤酒酿造目标，筛选、培育

酿造特性优良的耐盐高产啤酒大麦新品种；开发提质增效生产栽

培技术；研究现有国产啤酒大麦、新型耐盐碱啤酒大麦酿造关键

技术；打造覆盖育种、种植、啤酒生产和市场销售的啤酒大麦完

整产业链，破解盐碱地资源开发利用及啤酒产业“卡脖子难题”。 

考核指标： 

（1）筛选培育适合山东盐碱地（0.3%-0.6%）亩产量 400公

斤以上新品种（系）1-2个，登记或产业化应用； 

（2）研制国产啤酒大麦、盐碱地啤酒大麦酿造关键技术 1

套，建立采购、工艺及产品标准 3-5 项； 

（3）建成专用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 1-2 个，示范带动和推

广种植 1 万亩以上； 

（4）自筹资金首年投入不低于 2000 万元，项目完成后，实

现年产啤酒不少于 3 万吨，带动啤酒企业新增销售额 3500 万元

以上； 

（5）申请专利不少于 3项，发表论文 3-5 篇。 

本方向支持项目数量 1 项，拟支持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实

施期 3年。 

方向 2：面向空天信息智能服务的多模态影像解译关键技术

及产业化应用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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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复杂地物特征准确刻画与识别能力不足、海量多源数据

的实时处理和存储效率不够、地物动态特征表征精度和能力不

足、多模态异构数据深度融合程度不深等问题，开展多时相遥感

影像产品高性能一体化生产、多模态遥感影像地物智能解译与动

态监测、多模态协同的遥感典型目标智能感知、面向多灾种特定

场景遥感信息智能监测、海量空天信息大数据承载和智能分析关

键技术研究，研制空天大数据智能解译平台，实现快速解译地物、

目标等要素边界及时空变化信息的能力，提供软硬一体便携式智

能服务终端。在多个场景开展全流程服务保障应用验证，提供从

原始数据到决策知识的“一站式”时空信息服务，驱动空天信息

产业生态协同创新。 

考核指标： 

单景遥感数据自动化切片处理速度达到分钟级，标准产品人

工干预频率≤1 次/1000 景；支持标准产品高性能处理，数字正

射数字高程模型、数字栅格地图、数字线划地图等遥感影像处理

能力达到 2000 景/天以上；单景影像（10k×10k 分辨率）处理

耗时≤3 分钟。支持自然地物目标同时解译，大场景（100 平方

千米）遥感影像中多类复杂目标（水体、植被、建筑物、道路）

同时解译，多类平均交并比（mI0U）在高质量影像上≥80%，平

均像素精度（mPA）≥85%。支持典型目标机器识别，针对影像分

辨率优于 0.5 米的地物目标(桥梁、船舶、飞机、油罐、施工器

械)每百景影像检测平均准确率≥95%。特定场景（过火面积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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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体提取等）下关键目标智能解译精度≥95%；专题信息产品

应急场景生产时效≤30 分钟，常态化场景生产时效≤2小时。支

持影像、矢量、高程、倾斜摄影等各种空间数据的管理和共享，

最大支持 10G 原始影像和 100G 成果影像解析；支持大于 100 万

景影像的管理；最大支持 2G 成果影像免切片发布。研制空天大

数据智能解译平台，示范场景不少于 3类。申请发明专利≥4件，

软著≥8件。带动社会投资≥2000 万元。 

本方向支持项目数量 1项，拟支持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项

目完成时技术成熟度不低于 10级。 

方向 3：海洋大模型矩阵协同创新平台研发与示范应用 

研究内容：针对当下海洋领域各类大模型之间的协同体系缺

失的现状，突破单一大模型在海洋领域应用的局限性，构建海洋

大模型矩阵协同创新平台并开展示范应用。汇集与建设海洋环境

预测、船舶与航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普大语言、海洋药物

和海洋文旅等模型；研究海洋大模型多智能体构建方法，突破多

模态大模型的跨模态对齐和多智能体协同推理决策关键技术，解

决大模型与智能体间的通信与协同难题；集成海洋大模型数据

集、智能构建工具和模型开发工具链，构建海洋智能大模型矩阵

协同创新平台，实现异构模型的无缝对接与异构资源的有效整

合，提升模型矩阵的整体效能，为海洋领域的智能化提供关键技

术支撑，助力青岛市建设海洋大模型产业集聚区。 

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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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海洋环境预测、船舶与航运、海洋科普大语言等数据集

不少于 6 套；突破多模态大模型的跨模态对齐和多智能体协同推

理决策等关键技术不少于 2项；汇集与建设海洋环境预测、船舶

与航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科普大语言、海洋药物和海洋文旅

等场景海洋大模型不低于 6个，模型参数不小于 700 亿；研发海

洋大模型数据集、智能构建工具和模型开发工具链 1 套，搭建海

洋智能大模型矩阵协同创新平台 1套；完成应用示范不少于 6项；

带动社会投资不少于 2000 万元；申请发明专利不少于 5 项，软

件著作权不少于 5 项。 

本方向支持项目数量 1项，拟支持资金不超过 300 万元。 

二、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和单位须符合上述申报领域方向和《青岛市科技计

划项目管理办法》（青科规„2024‟2号）、《青岛市科学技术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科教„2024‟19 号）、《青岛市科

技惠民示范专项实施细则》（青科字„2024‟29 号）的有关要

求，同时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一）项目申报单位须为在青岛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的企事业单位。 

（二）申报单位应经营状况良好，有较强的研发实力、规范

的运营管理、健全的财务制度和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以及良好的社

会信用。同时，应具备前期研究基础和实施条件，知识产权明晰，

具备核心技术和配套资金保障,科研经费设专账管理、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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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产学研协同创新，科技协作项目申报单位须与实施地高校院

所或企业合作组织实施。 

（三）申报单位要对申报材料的科学性、有效性、真实性、

完整性负责。经审核发现申报材料有不实情况的，取消申报单位

项目评审和承担资格，并记入科研诚信档案。 

（四）申报项目须明确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领导

和组织开展创新性研究的能力，科研信用记录良好。有超过 1项

（不含 1 项）在研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正常参加 2024

年验收的项目除外）。近 3年内有验收不通过的市科技计划项目

的企业或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参加过相关指南咨询论证的专家

不得作为项目负责人或项目团队成员申报。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和

女性科技人才积极参与项目申报。 

（五）科技协作项目申报单位须为在青岛市注册、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且须与项目实施地至少一家法人单位联

合承担，其中至少包含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联合申报须签订联

合申报协议，明确各自承担的工作任务和目标、知识产权和利益

归属、合作经费（包括自筹经费）的额度和来源等。 

（六）申报单位为科技统计调查纳统单位的，应提供上年度

研发统计填报材料。规上工业、服务业、建筑业企业为 2023 年

度《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107-1 表）和《企业研发活动及相

关情况表》（107-2 表）。 



 - 15 - 

（七）申报单位应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要求，强化项目、

人才一体化推进，积极引进、培养人才，并在项目申报材料中明

确人才引进培养目标。同时，积极开发科研助理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并在项目申报材料中明确科研助理信息。 

（八）若申报项目涉及科技伦理、科技安全、保密等相关问

题，申报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保密

要求。 

（九）落实“绿色门槛”制度。按照《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

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29

号）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在申报项目时,须对照“绿

色门槛”制度进行自查,就是否符合制度要求做出书面承诺，填

写《“绿色门槛”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并上传经主管部门审

查通过的盖章版《“绿色门槛”制度审查意见表》;区（市）科

技主管部门需会商有关部门，对申报项目企业进行“绿色门槛”

审查，通过后予以推荐上报。 

三、资金支持方式 

（一）科技计划惠民专项（科技协作）项目。每个方向拟支

持项目 1 项，每项支持资金不超过 100万元，项目立项后拨付支

持资金的 50%，项目验收通过后或综合绩效评价通过后，拨付剩

余资金。项目执行期一般为 2年。其中，牵头单位为企业的，项

目配套资金与申请的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配比应不低于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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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大关键技术集成示范与转化应用项目。每个方向支

持项目 1 项，每项支持资金不超过 300万元，项目立项后一次性

拨付。 

四、申报流程 

（一）网上填报 

1. 申 请 人 在 “ 青 岛 市 科 学 技 术 局 门 户 网 站 ”

http://qdstc.qingdao.gov.cn（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360 浏

览器）首页右上角，点击“登录”，进入系统申报。没有账号的，

按个人或者单位注册流程进行注册，并及时联系申报单位、主管

单位进行账号绑定审核。注册成功后，进入系统申报（推荐使用

火狐、360、谷歌浏览器登录，请勿使用 IE浏览器）。请妥善保

存登录名和密码，以便随时进入系统查看项目申报及任务书签

订、项目管理等情况。 

2.登录后，通过“申报指南”—选择相应的申报通知，点击

“申报”，选择相应方向（例如，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

项—科技创新基地建设—某类项目—申报项目具体名称），网上

填报，并提交上传《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项目申报书》、

项目依托单位及项目负责人诚信承诺书、项目绩效目标表和有关

附件材料等。企业申报，需按照“绿色门槛”制度落实企业自查

表，并提请项目主管部门审核，出具审查意见。网上提交的项目

申报材料将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 

（二）申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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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填写相关表单及附件材料（附件仅用于证明申报书中陈

述内容真实性的证明材料，供项目评审专家参考）。相关附件包

括： 

1.申报诚信承诺书（申请人部分）； 

2.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诚信承诺书； 

3.提供该单位供近 2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包

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事业单位提供档期经费

收支表； 

4.上年度研发统计(“规上工业、服务业、建筑业企业为 2023

年度《企业研发项目情况表》（107-1表）和《企业研发活动及

相关情况表》（107-2表）。企业上年度研发投入为零或规模以

上企业未按规定在相关统计系统填报的不得申报。”) 

5.项目预算说明书 

6.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7.联合申报协议（科技协作项目） 

8.“绿色门槛”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 

9.其他证明材料（研发平台、知识产权、审批文件、奖励证

书等证明研发基础或生产状况的材料） 

上述材料为电子版，涉及各类证照及证明材料请扫描或拍照

原件上传系统。需要签字、盖章的文件，均以 PDF 格式上传，

同一用途的多页文件须制成一个 PDF 文件上传。 

（三）项目受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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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单位须于系统申报开放时间（2025 年 6 月 30 日 8

时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 17 时）内完成在线申报提交。单位主管

部门应于 2025年 7 月 11 日 17 时前完成项目在线审核，并添加

意见后提交。申报材料及审核推荐按时提交的，方可视为完成申

报；其余情况均视为未完成申报。 

（四）业务咨询及监督 

1.业务咨询 

市科技局农业与社会发展科技处 联系电话：85911341 

市科技局高新技术与重大专项处 联系电话：85911346 

市科技局海洋科技处           联系电话：85911386 

青岛市科技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88728768 

2.监督电话 

市科技局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 联系电话：85911316 

3.技术咨询 

联系电话：0532-85912992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2025 年 6月 27日 

 

(此件主动公开)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