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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暑已过，暑气渐消，迎着正午仍灼眼
的日头，600余亩的工业园几乎望不到边。
静谧的厂区内除却秋虫夏鸟，还蕴藏着一股
神秘的盎然生机，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6月底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对于平

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来说，却是足以
载入企业史册的重要日子，就在那一天，
承载着上千波尼亚人的期待，经历了无
数个日夜调试磨合的屠宰车间与深加工
工厂顺利接轨，实现从屠宰到深加工一
体化的全产业链生产模式。

生猪到烤肠，只用500米
“咱现在用的原料肉是从隔壁屠宰
车间那直接送过来的，不用找人帮着卸
货，也不用等着肉化冻，真是省时又省劲
啊！”在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熟食加
工车间工作的一位大姐告诉笔者。
自2019年6月29日，平度波尼亚公司

熟食车间与屠宰车间顺利接轨，两大车间
经防护带相隔、另长廊相接，熟食加工车
间直接使用新鲜谷饲猪肉进行制作，全生
产线仅有500米，减少了冻肉运输及解冻
过程中造成的营养流失及细菌污染，从源
头上保证食品安全、绿色、卫生，推动波尼
亚全产业链模式实现了再次升级。

生产新模式，品质新升级
“新车间提升了自动化程度，减少了
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对产品的接触，同时
加强了对生产温度和微生物的控制，”平
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食品安全总监荣
庆军告诉笔者。
平度波尼亚食品有限公司建有完善

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新车间设有自动
化预冷线、干燥线、10万等级无菌间、自
动化清洗消毒系统等。且熟食车间与屠
宰车间顺利接轨以来，所有产品线独立
生产，最大限度的杀灭有害菌保留有益
菌，从根本上减少细菌滋生，极大程度地
保证了产品的风味及品质。

29年历程，为百姓谋福利
二十九年来，波尼亚始终将顾客体验

放在第一位，把产品质量作为发展核心，秉
承着产业报国，服务三农的发展使命，以顶
级匠人的态度，精研德国品质的高端肉食，
按照欧盟标准建立起了“从农场到餐桌”全
程可追溯的食品安全生产监控体系。
回顾波尼亚29年的发展历程，消费

者对波尼亚产品的认可，就是波尼亚产
业发展中收获的最大回报。

波尼亚：紧抓产品品质升级
实现全产业链生产模式
——— 改变，是为遇到更好的自己

□半岛记者 刘笑笑 李晓哲 报道
本报8月28日讯 8月28日，在东

方影都未来发展论坛上，《人民的正义》
《号手就位》等6部影视剧剧组与青岛灵
山湾影视局成功签约。
此次集中签约的6部优秀影视作

品，将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其中，由最
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和中央军委后勤
保障部金盾影视中心出品的《人民的正
义》，由《人民的名义》出品方再次联手打
造，《人民的名义》导演李路、总出品人范
子文、总监制李学政、《重案六组》编剧余
飞以及演员于和伟、马元、韩雪、吴刚、秦
海璐等共同参与。
由白墨影业（北京）有限公司出品的

《号手就位》，由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导
演李路执导，《平凡的世界》编剧温豪杰
担任总编剧，当红男明星李易峰担任男
主角。由北京中喜合力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和杭州福润影视策划有限公司出品的
《美好的日子》，讲述共和国的建设者们
以及他们的后代在峥嵘岁月自力更生，
白手起家的故事。电视剧《宣判》，着力塑
造了以地方中院副院长齐衡为代表的新
时代的法官群体。该剧由《小楼又东风》
制片人王欣打造，著名影星景甜、张翰主
演，是一部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地方法官
形象的优质剧集。电视剧《黑丝绒》，由著
名导演韩三平监制，玖十古（青岛）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出品，讲述当代女性在时
尚媒体企业中打拼的都市职场情感剧，
勾勒出一副中国与世界经济高速发展下
的职场女性浮世绘。电影《药王神探》，集
瘟疫灾难、推理探案和古装动作等元素
为一体，讲述中国药王孙思邈解除瘟疫
危机、揭开瘟疫背后悬念的故事。
同时，印度飞天五福影业公司与青

岛超联影业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依
托青岛影视产业政策与一流的影视硬件
设施条件，充分发挥中印公司的资源优
势利用该平台实现国际影视人才聚合，
创作出更多中印电影优秀作品与开展更
多中印合作项目。双方将就中印两国之
间的影片交流、合作拍摄、人才培养等开
展广泛合作。此次合作是2018上合组织
国家电影节的重要成果，将促进中印电
影文化交流。
青岛文化产权交易中心与北京尚世

星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引进剧本超市项目，在剧本创作、展示、
交易、培训、投融资、版权保护等影视相
关领域开展深度合作。该项目以影视产
业核心智慧资产——— 剧本为切入点，在
影视领域知识产权的红利期到来之际，
提前布局剧本领域并搭建影视剧本产业
的综合服务平台，从影视剧源头做好资
源的整合与汇聚，助力青岛形成完整影
视产业链。

□文/半岛记者 刘笑笑 李晓哲
图/半岛记者 吴璟

8月28日，青岛东方影都未来发展
论坛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众多专
家、学者和行业杰出先行者代表汇聚一
堂，以“青岛东方影都未来发展趋势”为
主题，共同描绘青岛影视产业的美好蓝
图，对青岛未来工业化体系建构和影视
产业融合创新发展等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青岛是一个和世界电影同龄的城

市，孕育了中国电影史上许多第一。青
岛有中国现存的第一家商业电影院，拍
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
丹》，第一部有声故事《到自然去》，第一
部音乐故事片《海上升明月》，第一部唱
响国歌的影片《风云儿女》，2017年，青
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电影之都
的称号，成为中国首个被授予这一称号
的城市。目前，灵山湾影视文化区固定
资产投资900亿元，注册各类影视企业
超过260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影视产
业基地和全球影视产业文化中心正在
加速崛起。
论坛上，影视学界、产业界的顶级

专家，围绕东方影都共同探讨影视未来
发展的核心话题。清华大学教授、中国
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鸿进行了“青岛东
方影都与中国影视工业化发展”的主题
演讲。他认为，中国影视工业体系由作
坊式向分工化、基础化、标准化、全球化

和集群化不断衍变，税收优惠、平台合
作、行业规范、人才支撑等影视发展生
态的七大要素至关重要。青岛东方影都
要依托影视行业头部的生产基地，汇聚
影视文化的全要素支撑，成为影视行业
的集聚地。
融创文化集团副总裁、东方影都融

创影视产业园总裁孙恒勤介绍，青岛东
方影都致力于为全球影视制作团队制
定一流的硬件设施，配套酒店群、大剧
院、秀场等多业态，将依托全国首个5G
高新视频实验园区，加强科技化和数字
化建设，实现资源、文化、人才的对外输
出，不断完善的影视工业化体系。
本次论坛还设置了“东方影都电影

工业化支撑体系构建”和“东方影都电
影产业融合与创新发展”两个主题沙
龙，邀请多位影视产业各环节的专业精
英参与到主题沙龙讨论中。在“东方影
都电影工业化支撑体系构建”主题沙龙
中，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副会长周建东
分享了电影审查和电影发展的关系；中
影数字基地总经理马平介绍了中影基
地的发展历程，为青岛东方影都的建设
提供借鉴；优酷视频总编辑张丽娜女士
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分享了探索影
视工业化中互联网公司的成功经验；美
国电影金融公司（FFI）中国区总裁叶
禾卿介绍了美国好莱坞工业体系，分享
了电影行业投资、融资方面的经验；《影
视独舌》主编李星文介绍了电影票房对
电影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6部影视剧将在东方影都拍摄
《人民的正义》《号手就位》等影视剧剧组与灵山湾影视局成功签约

大咖聚首，描绘青岛影视产业美好蓝图

影视学界、产业界顶级专家共同探讨影视未来发展核心话题。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电影家协会副
主席尹鸿进行了“青岛东方影都与中国
影视工业化发展”的主题演讲。他说，中
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影视产量的大国，去
年电影产量突破1000部，故事片也突
破了800部，电视剧达14000集左右，网
络剧、网络大电影加在一起还有上万
集……“但是每年在电影审查、电视审
查的时候，会发现一多半的作品，可能
连基本的工业标准都达不到，千疮百
孔。”尹鸿认为，工业化对中国电影电视
行业来说是当务之急，一是要提高整体
电影的水准，二是让头部产品达到跟世
界竞争的格局。
尹鸿认为目前中国影视业的工业

基础条件初具规模，专业性的企业正在
兴起，不过大量的中低成本的电影基本
都是作坊式的。他举例说，曾经有一个
剧组，导演制片人托亲戚朋友找熟人组

成一个剧组，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灯光组都是一个村的，道具组也
都是一个村的，基本是用这种方式组合
剧组。即便是头部的影视作品，很多时
候也是临时组建相应的公司。“比如参
加《流浪地球》三千多人，来自于各种各
样不同的公司，他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
中，要不断跟大家沟通，让大家理解他
们要干什么，共识是什么，标准是什么。
所以说整个流程控制、行业标准、市场规
范都没有完全形成。”他认为，中国影视
工业体系由作坊式向分工化、基础化、标
准化、全球化和集群化不断衍变，税收优
惠、平台合作、行业规范、人才支撑等影
视发展生态的七大要素至关重要。
尹鸿认为，青岛东方影都要依托影

视行业头部的生产基地，汇聚影视文化
的全要素支撑，成为影视行业的集聚
地。

■链接

清华教授：东方影都可打造成影视行业集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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