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8月23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敏 电话：（0531）85193690 Emai l : j zb@dzwww.com

20

□ 见习记者 李 慧 宋昊阳
本报记者 王佳声

“飞地经济”突破空间瓶颈

在滨海(奎文)产业园区内，潍坊精鹰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忠林向记者描述了其要
在此成立子公司的新规划。精鹰公司已与国内
一家行业龙头企业洽谈合作成功，将引进外来
的先进技术，用于制造胶塞清洗机、高效浓缩器
等医疗器械。然而，受限于中心城区紧缺的土地
资源，项目难落地。正在这时，奎文区开发建设
的滨海(奎文)产业园为该公司解决了难题。

奎文区紧跟全市加快滨海开发战略，规划
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先进制造业产业园——— 滨
海(奎文)产业园，并按照“总部在奎文、基地
在滨海”的思路，运用“飞地经济”的模式为
城区一些企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目前，奎文已加快突破经济开发区，加快
推进潍州路、凤凰街、金宝街、崇文街拓宽改
造，构建“三纵四横”的交通框架，并围绕医
药、航空、烟草、钢铁、纺织等领域，大力培
植现代物流企业集群；高起点规划建设潍坊汽
车服务产业园。繁荣发展泰华城商务园区，整
合泰华城、乐购、沃尔玛、乐天玛特、银座等
品牌资源，打造了总面积200万平方米、引领
全市时尚消费潮流的商业中心。

十大片区托起楼宇经济

在奎文区北苑街道工业区旧址，一座座现
代化的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虞河
生活城、金鼎华府、虞清商厦等一个个项目落
户安家。几年前，这里还是烟囱林立的旧工业
区，一度成为城市发展的“洼地”。这得益于
奎文区研究出台的《加快城区北部发展的意

见》，全面加快城中村改造和企业退城进园，
推动16家企业走上了退城进园之路，全力打造
虞河高端商贸区。

飞速发展的奎文北部，吸引了全国十大家
居商业品牌居然之家等多家知名企业入驻。居
然之家潍坊店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奎
文作为潍坊市的核心区域，未来的商业升值潜
力非常大。我们也是看好了这一区域的发展前
景，才将潍坊的第一家旗舰店落户在此。”

在奎文区东盛广场前，人流、车流熙熙攘
攘。奎文区工作人员介绍，这个由原早春园市
场改建而来的商务楼宇项目，目前已成为全区
商贸服务业最具活力的地段。奎文区坚持“高
端引领、错位竞争、特色打造、差异发展”的
招商思路，在成功引进大连万达、深圳茂业、
阳光100、绿城、万科等高端龙头企业后，又
依靠总投资600亿元建设的东关金融街片区等

十大片区吸引优势项目入驻。
通过科学谋划，奎文区以十大片区改造为

抓手，在57 . 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辟出了近
万亩土地空间，阳光100城市广场、中天下·潍
坊国际、世纪环球中心、潍坊中心、潍坊万达
广场等定位清晰、特色鲜明的楼宇，正如雨后
春笋般拔地而起。

今年，奎文区还将加快城市建设、民生和
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建设步伐，对潍州路宝通
街至潍胶路段、金宝街等主次干道及蓝翔街、
宏伟中路等12条背街小巷进行拓宽改造，改扩
建5处社区服务中心，新建改扩建学校5处，改
扩建7所标准化幼儿园，配套设施日益完善。

品牌战略建设文化名区

立足中心城区的区位优势，奎文区大力实
施文化强区战略，吸引一大批文化产业项目落
地，使城市品位和综合实力持续增值，成为奎
文区当前工作的重任之一。

文化是一个企业、一个城区可持续发展的
底蕴和动力。汽车文化节、车模海选、民俗庙
会、金宝游园，这些名词已经是奎文居民耳熟
能详的文化品牌。除此之外，潍州文化旅游产
业园区、大虞文化产业园、齐鲁文化古玩城、
奎文科技创意园……一个个文化产业项目也都
争相在奎文区启动。

近年来，该区从建设“文化名区”的总体
要求出发，大力推进全区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
繁荣。以金宝文化旅游产业项目为骨干，该区
与东方新世纪乐园、白浪河上游湿地公园和生
态林场开发等项目相结合，打造出以“三河”
景观和金宝片区为代表的旅游文化品牌；组织
举办了中国潍坊(奎文)首届国际汽车文化节，
推进广潍汽车文化博览园建设，扩大和提升潍
州十里汽车长廊的规模和档次，打造出以广潍
汽博园为代表的汽车文化品牌；积极发展新兴
文化产业，加快盈福广场动漫城的建设招商步
伐，打造以盈福广场为代表的动漫文化品牌；
依托白浪河东岸的文化资源和水上资源，重点
建设以休闲娱乐文化为特色的泰华城商圈，打
造出以泰华城为代表的消费文化品牌；以金宝
国际车展为重点，积极推出“群众文化节”、
“民俗庙会”等节会品牌，打造出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节会品牌。

品牌文化在成为奎文区亮丽名片的同时，
也拉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截至目前，该区续
建、拟建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有11处，计划投
资总额达30亿元；资产过千万元的重点文化企
业有10余家，资产过亿元的企业3家；登记注
册的文化企业达1400余家。其中，文化艺术品
生产经营单位200余家，文化娱乐经营单位280
家，出版印刷企业近200家，文化传媒、广告
设计企业近300家。一批文化产业项目在奎文
相继落地生根，奎文区的城区品位和综合实力
持续增值。

中心城区优化提升

奎文：老城区拓展新空间

□ 见习记者 张鹏

德育以孝为先

水貂、狐狸等特种动物养殖，是诸城市十
里社区的主要产业，这为当地居民带来户均不
少于20万元的年收入，社区96%的居民从事这
一产业。然而，受土地及环境因素制约，特种
动物养殖场被迁往十几里外的东山脚下，村里
青壮年为了搞养殖很久回不了家，十里社区因
此成为了“老年社区”。社区的7374口人，单
是65周岁以上的老人就有667名，留守老人的
服务问题成为社区的工作重点。

“如今，我们的社区居民物质生活提升很
大，但我们的短板在精神生活。”十里社区党
委书记孙万红表示。

该社区通过全民教育推广“孝文化”，从
幼儿园就开始教习《弟子规》。如今，社区的
学生娃都能背诵《弟子规》。自从开展“孝行
天下”活动以来，通过一系列方式鼓励在外人
员回乡探亲。社区每年都会在五一给老年人赠
送礼物，礼物都由子女来社区领取。如果当天
下午礼物还没有领回家的，社区人员会送上
门，并了解子女未归的原因。

农民自发改善生态

来到大源园林的时候，已近中午，园林里
的工人开始陆陆续续下班离开。“这些骑车离
开的都是大源社区的居民，园林后面露出的楼
房，就是他们的家。”园林内一位姓党的管理
员告诉我。

大源社区以岭地为主，2008年以来成立了
大源苗木专业合作社，进行荒岭荒滩整治，加
大了土地流转的力度，重点发展生态园林产
业。如今，占地4500余亩的大源园林成为有名
的乡村旅游点和生态农业旅游重点开发项目，
成为集生态绿色体验、花卉苗木培育、休闲观
光旅游于一体的园林观光旅游基地，一年的收
益可达3200万元。

土地流转后，当地农民每亩每年的土地租
金能收入800至1000元。农民就地转化为园林
产业工人，每月的工资也在2000元左右。现在
每天在园中工作的人员都维持在200人以上，
大源生态示范园完全建成后，可吸纳劳动力
800人，实现人均增收5000元。

“以前谁会在社区搞绿化，现在农民通过
园林赚了钱，自己搞绿化，社区也成了公
园。”党姓管理员说。

网格化建设平安社区

走进辛兴社区服务大厅，一侧就是全社区
的服务网格示意图，图中显示：每个社区都为
一级网络，社区书记担任一级服务人；每个自
然村设二级网络，村委领导担任主要服务人；
每30户设三级网络，设一个联络员，这样通过

健全组织服务网络，落实工作责任，形成了完
整的网格服务网络。目前，全市专兼职群众工
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社区联络员1700多人。

“目前，社区警务室才4个专职人员，一
个正式民警，驻地派出所也仅有十来个人。如
果单靠警务人员维持治安，力量肯定不够。”
社区民警闫明告诉记者。

辛兴社区积极调动各个自然村自我防护意
识。由社区居民自发选举成立治保组织，由年
富力强、有责任心的青壮年加入，治保组织辅
助警务室开展工作，由民警进行专业训练。如
今，社区治保组织形成了定期巡逻机制，在春
节盗窃和春季火灾高发时段，治保组织的人员
会出现在社区每个角落。

辛兴社区辖内有16家企业，企业保卫人员
很多，但企业保卫部门以只负责企业为由拒绝
在企业外围巡防。不久前一企业发生连续盗窃
事件，一直无法侦破。闫明通过分析，带警务
人员在企业外围蹲点数夜，终于将犯罪分子抓
获，原来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窃案例。闫明抓
住这一契机，再找企业保卫部门谈判。最终，
企业周边也有了专业巡防人员。

目前，通过网格化的自我防治体系，诸城
“群防群治、邻里守望、区域联防”的平安社
区建设基本形成。

诸城：乡村遍开文明之花

◆奎文区位于潍坊市的核心区
域，目前已经成为潍坊的金融中
心、商贸商务中心、文化艺术品交
易中心和旅游集散中心。

提速建设滨海(奎文)产业园、
开发建设十大片区、构建“三纵四
横”交通框架……奎文区正按照
“五年再造一个新奎文”的奋斗目
标，不断优化功能布局，全面提高
中心城区核心竞争力。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潍坊港中港区规划的3个2万吨级通用泊位
中，目前一个泊位已投入试运营，剩余两个泊
位正全力推进建设，该工程由马来西亚森达美
集团投资近6亿元建设，年内将全部投入使
用。

近年来，森达美集团不断加大对潍坊港基
础设施和港区扩建投资力度，3个万吨级泊位
建成投用，在“黄三角”港口率先开通集装箱
业务。“十二五”期间，森达美集团将扩建3
个3万吨级通用泊位，3个3万吨级多用途泊
位，2个3万吨级(结构预留5万吨级)液化品泊
位。到2015年，港口吞吐量将达到5000万吨。

3个2万吨级

通用泊位年内投用

□王佳声 报道
▲奎文区万达广场建设现场。

□王佳声 张鹏 报道
▲诸城农村社区广场文化娱乐活动。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邓有峰 丛清洁

“在我们村，大家把分数看得比什么都重
要，因为分数越高得到的实惠越多。同时，这
个积分制还把村干部和老百姓绑在了一起，大
家目标统一，那就是共同致富。”8月20日，
在昌乐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谈及村级管理的
经验，村党支部书记赵继斌说。

庵上湖是有名的绿色瓜菜种植村，基地面
积1200余亩。2007年，这个村成立了华安瓜菜
专业合作社，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行了党支部+
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其经验在全国推广。

赵继斌称，积分制既是一项管理制度，
也是一项服务制度。群众发展瓜菜生产，党
员、干部做好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紧
紧把住农产品质量安全这根生命线，最终实
现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双赢，党员、干部和
群众双赢。

据了解，在农业生产中，庵上湖村实行严
格的统一肥料、统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管理、
统一包装的“五统一”模式，向高效、订单农业方
向发展。为严把质量关，合作社投资350万元建
设了高标准的专业检测室、农民培训室、新品
种研发室等。投资20万元从韩国引进先进的检
测仪器，一季度一次对合作社种植的瓜菜进行
检测，并按瓜菜农药残留抑制率打分，抑制率
在10%以下的，记12分；抑制率在10%～50%
之间的，记6分；抑制率超过50%的，社员将
被清退出合作社。这就是分数的由来。

那么，合作社成员得到的这个分数到底有
什么用呢？

为解决贷款难问题，合作社以高息吸引村
内闲置资金入社，再以低息贷出，形成非盈利
性资金互助。在贷款时，合作社成员积分与资
金挂钩，积分越高的贷款利息越低。每年年
底，前10名的信誉户还能享受到5万元的无息
贷款。这样，“积分制”就使农产品质量安全
与农业生产实现了良性互动。

同时，庵上湖村实行党员、干部包靠种植
户制度，一位干部包靠13～16户，一位党员包
靠5～8户，合作社203户成员都有党员、干部
包靠。为科学考核党员、干部包靠制度，村委
每年两次从种植户中随机抽取样品送潍坊市农
业局检测中心检测，产品不合格的包靠党员、
干部将被罚款或辞退。

庵上湖村还规定，社员在从合作社贷款
时，必须有包靠干部、党员的签字信誉授权，
才能享受低息贷款。这不但调动了党员、干部
包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让干群利益紧密地
联系在了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积分制”实行后，庵上湖村的瓜菜在全
国、省、市、县的例次检测中，从未出现过质
量安全问题。合作社干部、社员的收入也连年
递增，现在人均年收入已超4万元。

在保证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合作社将赢利
全部用于农业设施建设和村内公益事业发展。
2012年，合作社投资100万元建成了1000平方
米的包装车间，新上了冷库设备。同时将村内
道路硬化绿化亮化，修建改造了人工湖，给困
难家庭发放福利等。

干群手牵手

共奔致富路

□通讯员 高伟仁 郝际文
记 者 王佳声 报道

本报昌乐讯 8月10日，星期六，上午8
时，昌乐县城关街道南关村委。村干部杨胜
东、魏永华和往常一样，准时来到村委会办公
室，打扫完卫生之后，开始了一天的“坐
班”。

9时许，到村委找村干部办事的人陆续多
了起来：有来变更户口性质的，有来办批二胎
手续的，有来办理新婚落户的，也有来开单身
证明的……

“街道计生办通知俺们‘报新婚’，说要
到村里开个什么证明，俺也不知道怎么个报
法。”刚领了结婚证的村民刘晓龙向身兼村文
书的魏永华咨询。

“所谓的‘报新婚’，就是把新婚后的女
方纳入育龄妇女信息管理。”魏永华向他解
释：“村里给你俩开个初婚证明，你们拿着这
个证明，带上结婚证、身份证或户口本，到街
道计生办就能办‘报新婚’手续了。”

等了不一会儿，刘晓龙就拿到了村委会盖
章的初婚证明。“过去村民办事儿最麻烦的就
是找村干部，碰上村干部不在家，再急的事儿
也只能拖着。现在村委会天天有村干部坐班，
一找一个准，而且有些手续还能由村里代办，
既方便又放心。”刘晓龙说。

2009年，城关街道探索推行村干部“坐
班”制，要求农村“三职干部”(即村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文书)在工作忙时全部坐
班，不忙的时候轮流坐班。今年，为推进村级
组织规范化运行，加强村干部作风建设，该街
道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对农村干部坐班制度进
行了规范，对坐班人员、坐班时间、坐班职责
等进行了明确。

“村干部坐班主要是处理村里的日常事
务，做好上传下达，协调解决居民在生产生活
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还负责接待群众来访，积
极调处矛盾纠纷，一遇到突发事件，立刻处理
或报告。”魏永华介绍说，村“两委”中享受
工资待遇的村干部每天8个小时，按时到岗坐
班，遇到社区搬迁、项目建设等重点工作时
段，提前上班，延后下班。虽然规定了上下班
时间，但由于农村的生活习惯，村干部即使是
“下班”了，只要是村民有事，也随叫随到。

实行村干部坐班以来，城关街道27个村月
均接待村民6000余人次，为村民办理计生、低
保、新农合、新农保等事项7000多件。

村干部“坐班”

便民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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