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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邵方超
见 习 记 者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许永飞 靳纪栋

在“大招商、招大商”背景下，如何让天更
蓝、水更清、空气更新鲜？

冠县以生态理念集聚企业，在立足现有产
业的基础上吸引优势项目加盟循环经济圈。发
展衔接关联度高的上下游产品，使工业生产过
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的处理和回收利用均与
产业链融合起来。

“生态、环保是个硬杠杠，再诱人的项目，不
符合科学发展要求，一律拒之门外。”冠县招商
局副局长高增璞说，冠县在招商引资中严格执
行“环保第一审批权”。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冠县
挑商选资，出现了很多“上家所排污染，便是下
家所需原料”的现象。

废酸里产出大效益

将清洗钢材的废酸，导入一个直径8米、高
20多米的巨型焙烧炉中，经过500多摄氏度高温
加热，氯化氢气体挥发三次经过吸收塔变成了
新的盐酸，留下的固体粉末氧化铁红变成了油
漆原料，最后顺烟囱排往天空的只剩水汽……
在冠县的冠洲鼎鑫板材科技有限公司，酸再生
生产班班长刘志刚每天的工作就是监控这个废
酸再生产的过程。

据了解，金属板材深加工是冠县特色支柱
产业之一，县内金属板材加工和交通设施行业
规模以上企业达60家。这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
不仅会产生大量废酸，还会有大批量锌渣等危
险废物出现。基于此，冠县另一个投资1亿元的
冠锌金属材料科技项目，便以“废物锌渣”为原
料。该项目每年可消化锌渣废料1 . 3万吨，实现
销售收入1 . 8亿元。

废渣变身装饰板

从国电聊城电厂出发，沿309国道西行不到
二十分钟，即可进入冠县定远寨乡。在定远寨工
业集中区，309国道南侧有一排崭新的厂房十分
显眼，那便是刚刚投产一个多月的泰山石膏项
目，占地220亩。其所需原料之一是国电聊城电
厂的脱硫石膏工业废渣，而另一部分原料则来
自鲁西化工的磷石膏工业废渣。

众所周知，煤电企业、化工企业等每年可产
生大量脱硫石膏和磷石膏等工业废渣，不仅占
用大量土地空间，而且对区域环境构成潜在污
染难题。企业所在地曾有人建议将这些废渣建
造一座假山，考虑到环境污染问题，最终未能通
过。冠县正是看好了这一点，几番周折，最终引
进了这个总投资5亿元的泰山石膏有限公司
5000万平方米的纸面石膏板项目。

“这些废渣经过煅烧、磨料、冷却、混合等一
系列加工即可成为一张张纸面石膏板，可大量
用于宾馆、酒店、家庭等室内装修。”该企业综合
处主任赵承刚说，这是节能减排、循环经济的典
型项目，这一项目每年可实现综合利用废渣脱
硫石膏45万吨，像鲁西化工80%的磷石膏废渣都
会成为这里的生产原料，此外，每年还可以节约
堆存占地112亩，销售收入可达3 . 5亿元。

屋顶建起发电站

冠县着力引进新能源项目，部分替代不可
再生能源。例如分布式光伏发电，冠县引进了装
机容量20兆瓦的金太阳示范工程，冠星纺织集
团便是其中最大受益者。

7月16日下午，阳光照得人不愿出门，这种
天气却是光伏发电最好的时候。冠星纺织集团
副总工程师张玉华看了看实时监控数据，然后
告诉记者：“今天应该能发电5万千瓦时。”从去
年底至今，该企业的六个厂房屋顶已经连续发
电505万千瓦时。“我们的屋顶有26度夹角，闲置
面积有几十万平方米，是光伏发电的绝佳位
置。”张玉华告诉记者，9 . 1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
电项目，只是利用了该企业的14万平方米闲置
屋顶，每年就可为企业节约成本数百万元。

目前，该县还有中天复合材料、永信纺织、
全鑫轴承等六家企业的闲置屋顶安装了多晶硅
电池组件。这一发电模式的优势是，对于企业来
讲，无需企业做任何投资，同时，所发电能以就
地消纳为主，一般情况下不需占用土地和公共
电网资源。

看冠县如何

发力生态产业在这百舸争流、竞相发展的大趋势中，冠县十三届
七次全会提出“东融西借、跨越赶超，在冀鲁豫边界地区
快速崛起”目标，明确了“地方财政收入2013年超过7亿
元，2014年超过9亿元，2015年超过12亿元，3年内以公共
财政收入总量为主要标志的县域综合实力在全省前进
10个位次”的奋斗方向。

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大胆探索体制机制创新，激
活县域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发展的动力。为此，冠
县把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改革的核心，将深化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作为重要抓手和突破口，通过简政放权，探索由

全能政府转变为效能政府的机制，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
力。通过机制创新和严厉问责，把冠县打造成全省行政
审批事项最少、办理时间最短、收费成本最低的县，真正
营造出发展的“洼地效应”。

简政放权必然要触动部门利益，我们常讲：“人家来
投资就是冠县的恩人，冠县的功臣，决不能让功臣看你
的脸色。同时要换位思考，如果你是投资商，看官员的脸
色行事，处处吃拿卡要，你心里是什么滋味？你还会来投
资兴业吗？因此我们下壮士断腕的决心，以‘硬手腕’促
进‘软环境’的不断优化。”

为推进全面工作，县委、县政府建立完善了全县重
点工作落实机制，成立了大项目、工业化、城镇化、招商
引资、环境保障和大督查五个工作委员会，每个委员会
全权负责对范围内的工作和项目进行全面研究、安排和
推动。各工作委员会靠前指挥，挂图作战，在冠县经济社
会发展的主战场上迅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
加大督查考核力度，强化督查结果的运用，将其作为年
终考核和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目的是不拘一
格，唯干是举，改变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差一个
样的状况。

以“硬手腕”促“软环境”优化
□ 冠县县委书记 牟桂禄

□ 见 习 记 者 张和鹏
本报通讯员 王 迪 许永飞

无缝隙监管

冠县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食品药品
安全事件易发、多发。但是，以往食品药品产业
各链条分段监管的体制明显滞后，政出多门、
多头执法、推诿扯皮，导致“九龙治水水不治”。

面对群众日益强烈的“吃出放心”的呼声，
2010年7月，冠县主要领导同志作出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探索创新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模式，
构建“政府统一领导、部门协调、各方联动”的
联合执法机制，整合食品药品执法力量，从食
药局、公安局、卫生局、畜牧局等11个职能部门
抽调综合素质较高，业务能力较强的执法人
员，组建冠县食品药品安全联合执法大队。大
队下设四个中队，由药监、工商、质监、公安有
关负责同志任中队长。

对联合执法大队的职责，有明确的界定：
联合执法大队直接对县政府负责，是县政府履
行食品药品监管职责的具体抓手，对各食品药
品监管部门履行职责起到监督、促进、互为补
充的作用，并非越俎代庖、包办各监管部门的

职能。各监管部门仍是各环节食品药品日常监
管的责任单位。联合执法大队主要是对全县食
品药品安全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单位进
行阶段性的专项集中整治，对各种食品药品违
规违法行为，不论是生产加工还是流通、消费
环节，一律一查到底，努力实现对食品药品的
无缝隙监管。

联合执法大队成立后，迅即强力展开工
作。他们对全县食品药品质量安全情况进行了
调查摸底，并根据季节等因素制定了阶段性工
作方案；利用周末、节假日和中午、晚上等违法
犯罪人员容易懈怠的时间开展执法活动；畅通
举报途径，深挖案件线索；加大惩处力度，按照
上限从重处罚，对构成犯罪者移交司法机关追
究刑事责任；严格案后监管，严防“死灰复燃”。

“洼地效应”初显

“联合执法大队运作不久，优势就明显感

觉到了。”大队长曲泽根说，联合执法可以概括
出“七大优势”：一是综合监管，便于政府落实
职责；二是重点突出，便于弥补监管漏洞；三是
执法范围广，便于追根求源；四是公安参与，便
于加大执法力度；五是既分工又联合，便于形
成执法合力；六是执法规范，便于社会监督；七
是精力集中，便于提高办案时效。

“冠县原来有几个远近闻名的病死畜禽经
营村，联合执法大队成立后，对这些村庄进行
了重拳打击，除了‘病根儿’。”曲泽根举例说，
大队成立初期，他们曾在辛集乡某村查处一起
涉嫌流通、加工、储藏、餐饮等多环节的腐烂猪
头案，当场查获变质猪头肉22吨。在以往，这种
案子由单独的一个部门根本无法办理。

执法大队的统计显示：自成立至今，联合
执法大队共出动执法车辆3210余辆次，执法人
员22000多人次，检查食品药品单位3300多家，
结案660起。曲泽根说：“这些数字很抽象，但换
来的是千家万户的食品安全。”

从查处的案件看，以2012年年中为界，3年
间形成了一个“先高后低”的曲线。冠县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程红镁说，看到这样的曲
线，他们心里感到很欣慰。

如同水往低处流一样，资金也会向交易
成本低的地方集中，这是经济学中的“洼地
效应”。如今，由于食品药品监管力度的加
大，类似的效应也开始出现在冠县：冠县的
牛羊养殖、屠宰行业，越来越壮大，吸引了
省内以及苏、浙、沪等全国各地的客户。像
烟庄街道后十里铺村沙宗强的一座冷库，在
旺季时，羊胴体每天的交易额就达上百万
元。县城的工业路，被评为省级食品安全示
范街。短短一华里的街道，密布着130余家饭
店。

县委书记牟桂禄说，在推动冠县经济和社
会各项事业发展、美化冠县形象等方面，让食
品药品安全联合执法的良好效应逐步显现，正
是冠县人所期待的。

联合执法，管好“天大的事”
“济南、南京、西安、北京……都

有从我这里进羊肉的！”沙宗强用手
往东、西、南、北指了一圈儿，证明他
建在冠县烟庄街道后十里铺村的一
座冷库销路有多广。透过初秋的晴
空，下午的阳光撒在他挂满自豪的
脸上，“淡季500只、旺季1000只，羊
出得这么快，跟冠县食品药品联合
执法创下的好口碑大有关系。”

民以食为天。3年前，为管好食
品药品安全这种“天大的事”，冠县
成立了食品药品安全联合执法大
队。3年的艰辛过后，一系列良性效
应开始显现。

□ 见 习 记 者 蒋 鑫
本报通讯员 王振乾 王迪 许永飞

政府创新机制，

拓宽融资渠道

冠县为帮助企业顺利融资，成立了两家
担保机构。一是冠县民营经济发展局与山东
银联担保公司聊城分公司合作，成立了山东
银联担保公司，县财政拿出1000万元资金担
保，主要侧重于为工业企业和加工企业进行
担保。二是鑫融担保公司，以冠洲集团为依
托，县财政拿出2000万元帮助企业进行融资，
该公司共注资1 . 1亿元，担保额度为近4亿元。

有了担保机构，如何确保资金的安全也
是个问题，政府在银行和企业间发挥了诚信、
公信的调和作用。政府根据县域企业经营状
况，向银行推荐借款企业，银行根据企业每月
用电量考察企业的经营状况，再进行审批授
信。另外当地政府对授信企业抽调资金、变更
法人、增加或减少法人进行严密的监督，进一
步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

每年，冠县政府还在县内和发达地区举
办银企合作洽谈会，为县内企业和辖区外金
融机构建立信息沟通平台。在双方达成意向
后，政府一方面组织企业统一申报，向银行集
中推荐，另外组织民营经济发展局等部门抽
出专人配合银行进驻本地考察企业、现场办
公授信，到贷款后的监督管理等各方面，实行

“一条龙”服务，为双方合作打造快捷高效的
绿色通道。

政府推荐 银行考察

据了解，冠县作为一个二三产业发展相
对落后的县域，却吸引了26家股份制银行的
资金，为何这些银行在冠县如此活跃？

“企业扩建资金紧张，要不是政府牵头找

到了青岛银行，企业很难进一步发展。”冠县
恒远重工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儒君告
诉记者，青岛银行的2000万元贷款，使该企业
顺利地完成了续建工程。

冠县民营经济发展局党组副书记陈同清
说，像青岛银行，在县一级区域内没有分支机
构，为了提升银行业务能力，通过冠县政府承
诺，冠县财政与企业分别拿出10%保证金，与
企业共担风险，无形中提高了企业的信誉，银
行对于贷款企业也增加安全性。

“中小企业贷款，风险比较大，银行对当
地企业也不了解，只有通过当地政府进行推
荐，政府和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你推荐企
业，我来考察，把政府想鼓励发展的企业推荐
给银行实现企业贷款。”青岛银行济南分行舜

耕支行行长许长福说，冠县政府一次性批量
给银行推荐四五十家企业，并由政府指派部
门对企业进行监管，来帮助银行管理资产，解
决了辖外银行监管难的问题。

据陈同清介绍，除青岛银行的6 . 3亿元
外，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的
贷款额也超过了5亿元，截至8月份已融资32
亿元，使200多家中小企业受益。

激发企业发展活力

对于冠县的民营企业来说，设备租赁是
一种新鲜融资模式。政府主动与租赁公司进
行沟通，解决了一些企业购买设备资金难的
问题。

山东正昊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主要生
产数控车床，一些下游企业为了能够及时用
到设备，与正昊公司达成设备租赁协议，下游
企业来公司购买设备，只要垫付30%的设备
款，再出示现有公司的基本资料、销售明细以
及报表和公司章程，并通过县政府相关部门
对企业原有设备、股权等审核后进行抵质押，
由正昊机械公司进行担保，企业就能在没有
付清设备款前使用设备。目前，该公司与其他
5家租赁公司进行合作，综合授信5个亿。

除了利用固定资产转变方式为企业融资
外，冠县积极为有能力企业创造融资条件，从
推荐银行、申报材料等基础性工作做起，县区
领导人成立了企业帮包小组，主动带领企业
与银行沟通，直至贷款到户。

为民企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
———“冠县融资模式”探析

去年冠县民营企业注册580多户，个体
户注册1600多户，这在聊城市位列第一；民
营税收方面，今年上半年民营税收增加
47%，增幅据聊城市第一……什么原因让
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冠县，在聊城新一轮
发展的形势下发挥出了强劲势头？答案是，
冠县积极为企业拓宽融资渠道，为民营企
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 见 习 记 者 肖 会
本报通讯员 王振乾 王迪 许永飞

“行政审批事项最少、办理时间最短、收
费成本最低”，是外来投资者对冠县行政服务
中心工作的由衷赞誉。2013年，冠县行政服务
中心创新管理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共受理办
结各类审批事项6737件，为全县新一轮大发
展构建起良好的投资环境。

审批事项减至全省最少

“没想到不到20分钟就全办好了！”山东
省卓宇薄板有限公司的王先生，拿着刚刚到
手的设立手续，对冠县审批服务中心“鲁
1508203”号工作人员说。

该公司8月14日向行政服务中心工商行
政窗口提交设立申请，经过整套流程后，于22
日全部结束，历时7个工作日。这在审批程序
未“瘦身”前则需14天以上。而且整个审批过
程，除了必须缴纳的养老保障金和征地手续
费外，其他费用全部予以免除。

2013年，冠县政府再次下发《进一步深化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实施
意见，在以往审批项目清理的基础上，冠县行
政服务中心再次进行清理，并由去年的285项
消减至125项；行政审批主体由44个减少为36

个，均为全省最少。

服务延伸至最宽

为支撑企业发展，该县实行“一单通”办
理制。对所有新上企业，办理注册登记涉及行
政审批手续实行“零收费”。有关必须向国家、
省市缴纳的费用，由县财政承担，其中除所缴
纳养老保障金，征地手续费外，其他费用全部
免除。特别重大项目，经联审后批示，可颁发
临时执照，在各类材料齐全后另行补办。

采访中，国冠纺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志国，向记者展示了“冠县大型重点项目一
单通”手册。手册上完整排列着国家规定的审
批项目、完结日期和收费标准，还有该中心项
目“瘦身”之后所审批的项目完结日期和收费
标准。林志国说，公司规模不断扩大，今年想
再投资1 . 2亿元上马新设备。“当竞标各方代
表都已进驻冠县时，我们才发现场地狭小。正
当我一筹莫展时，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戴明正
决定免费为我们提供招投标会场。并连夜通
知工作人员在行政服务中心资源交易区设置
招投标场地，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自实施“一单通”以来，冠县行政服务中
心共受理办结各类审批事项6737件，为各类
企业节省审批费用3000余万元，行政审批性
收入锐减近1 . 2亿元。

公共资源增值新平台

多年来，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三大瓶颈
是项目、环境和资金。为打破区域发展的阻
滞，冠县行政服务中心创新管理体制，率先成
立了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既能够将闲置国有
资产通过拍卖形式转化为资本，破解了企业
发展的资金瓶颈，还能够通过招投标形式，让
公共资源市场化运作。据初步测算，服务中心
成立一年来，国有资产招拍挂实现的增值，达
8000万元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社会资
金参与城市基础建设，从而为全县的经济搭
建起了发展平台。

李先生是刚刚在“冠县清泉河人行吊桥
桥梁工程招标”中中标单位的负责人。他告诉
记者，冠县行政服务中心搭建起这个平台，极
大地方便了投标单位。流程合法、操作规范，
真正做到了公开、公平、公正，也让竞标单位
中标中得光明正大，放弃得心服口服。

冠县行政服务中心主任戴明正告诉记
者，目前进驻冠县行政服务中心行政单位36
个，几乎涉及工商、税务、环保等全部政府职
能部门，具备了成立公共资源交易所需条件，
将原有闲置资源拍卖、公共资源交易和政府
采购的招投标纳入其中，起到了优化资源配
置，实现闲置资源向运转资本的有效转化。

审批事项：全省最少，效率最高

▲利用工业废渣为原料的泰山石膏有限公司
5000万平方米纸面石膏板项目。

□蒋鑫 报道

□王迪 报道
近日，冠县食品药品安全

联合执法大队根据群众举报，迅
速出击，在城西一废弃棉种厂内
将一处制售假冒饮料窝点查获，
共查获假冒“雪碧”近万瓶。从
接到举报电话，到全部查封，联
合执法大队用时不到两个小时。

1 .袁自学保险代理从业资格证 (证号
20070637150100003399)丢失，特此声明。

2 .出租车间420平方米，门脸房5间150平
方米，独院4间，地址聊城东外环，聊牛路
口，联系人许先生，电话13863567836。

3 .聊城鲁冰花汽车用品有限公司开户许可
证挂失。开户银行：华夏银行聊城建设支行；
核准号：J4710000842201；编号：4510—
00954118。特此声明。

声明

聊城鲁冰花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阳谷分公司
注销，特此公告。

公告

■
强
县
十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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