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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强

□记 者 魏 东 贾瑞君
通讯员 徐淑霞 逯玲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9月9日，在胜利经济开发

区科瑞年产800台套系列油田特种设备项目工
地现场，项目联络员夏永廷介绍：“项目投
产后可年产800台套油田特种设备，可实现年
新增营业收入44 . 2亿元，年新增利税6 . 5亿
元，提供800个就业岗位。”该项目由山东中
机科瑞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投资14 . 85亿元建
设。

截至8月底，像这样的大项目，今年东营
区已开工38个，总投资403 . 3亿元。大项目建
设正成为东营区新一轮发展中的最大亮点。

今年，在全市新的发展格局中，东营区
被确定为重点打造的三大增长极之一。找准
支点才能撬动一方经济跨越式发展。东营区
将打造现代服务业、石油装备产业以及现代
新兴产业三大基地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支
点，并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
以项目带园区发展，以项目促企业转型升
级，全力下好大项目建设这步棋。

作为东营市的主城区，东营区拥有得天
独厚的区位优势。为此，东营区将突破发展
现代服务业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
围绕现代物流、金融、服务外包等产业，全
力打造现代服务业聚集区。今年以来，东营
区重点推进了东营万达广场、石油装备国际
交流中心、东营森林乐园、龙居森林旅游度

假区等服务业大项目10个，计划总投资207亿
元，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7亿元。9月8日，
参加完黄河三角洲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巅峰论
坛后，东营万达广场项目总经理解勇更加看
好了万达投资东营区的广阔前景：“越来越
多的现代服务业项目集中落地，中心城区的
集聚效应会进一步放大。现在看来，选择落
户东营区是明智之举。”目前东营区服务业
企业已达3200多家，税收已占到全区总量的
70%以上。

高端石油装备制造业是东营区近年来新
兴的主导产业，作为石油装备产业项目的
“摇篮”，胜利经济开发区按照“大项目—
产业链—产业集群”的发展思路，瞄准高
端、高质、高效目标，开发区已累计引进项
目220个，实际到位固定资产总额160 . 16亿
元；安置石油装备项目153个，其中过亿元项
目43个。同时，东营区围绕石油科技谷、生
物科技谷、石油科技产业园、东营胜利大学
生创业园“两谷两园”项目建设，以吸引高
端科技人才、企业入驻，大力培育战略新兴
产业发展。

为给重大项目落地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
服务，东营区建立了重大项目行政审批“绿
色通道”，凡是区里确定的重点项目及公益

性基础设施项目，注册资金1000万元以上且
投资额超过1亿元的项目以及其他对经济社会
发展有重大影响的项目都被纳入“绿色通
道”。区监察局、区效能监察中心对“绿色
通道”项目事项实行全程监督。同时，全区
实行“项目化”管理，区级领导包靠镇街园
区和重点工程项目，形成了脚踏实地、干事
创业的良好风气。

大项目建设正成为东营区区域经济发展
的强力引擎。今年上半年，东营区实现生产
总值172 . 2亿元，同比增长15 . 1%；实现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18亿元，增长12 . 2%；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74 . 7亿元，增长22 . 2%。“在黄蓝两区
建设和实现‘两个率先’进程中争当排头，
既是市委、市政府对我们的期望，也是东营
区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以项目建设为载
体，东营区将全力推动主城区建设发展，努
力实现经济社会高点再跨越。”东营市委常
委、东营区委书记贾瑞霭介绍，力争到2015
年，全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地方财政收
入突破50亿元，形成石油装备制造、石油化
工两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基本建成中国石油
装备制造基地和黄河三角洲现代服务业基
地。

东营区：大项目开启跨越新引擎

□ 本报通讯员 钟文峰 马庆亮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品质量
事关餐桌安全，百姓健康。作为一个农业大
县，广饶县注重对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
环节，进行全方位监督，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问题“零容忍”，为百姓餐桌筑起一道道安
全网。

专营直供，把好农药准入关

8月28日，记者来到广饶县放心农资益嘉
配送中心，只见货架上摆满了袋装、瓶装的
各种农药，每种农药包装上都贴有一个特殊
编码标签。“这是防伪标签，也可以说是农
药的‘身份证’，没有这个标签的农药禁止
销售。”经营人员王胜珍说。

在店主提供的进销登记表上，记者看到
有农药购买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购买时
间、农药种类、生产企业、配送企业、进货
时间等信息，每一瓶农药的来龙去脉一目了
然。

广饶县农业局局长吕新军说，农药有了
“身份证”后，如果卖出的药品不合格，相
关部门就可以通过这个编码追溯到生产厂
家，同时通过农资销售电子交易平台，查找
到购买此类农药的农户，及时对其采取补救
措施。

为确保农户用上放心农药，广饶构建了
专营直供体系，每年筛选、确定一批实力雄
厚、群众信誉度高的企业作为定点供应商，
并进行登记备案。“对农药市场实行准入备
案制度，从源头上铲除了假冒伪劣农药生存
的土壤，使那些不合格的农药没有市场、自

动出局，有效地净化农药市场。”吕新军如
是说。目前，全县共有准入(备案)生产企业
137家、经营门店120家、配送单位20个、产品
708个，借助实行农业投入品经营“一店双
人”，持证上岗，有效解决了农业投入品经
营人员“卖药不懂药”、“乱开处方”的问
题，让不合格农业投入品无处藏身。

吕新军介绍，所有农药销售实行配送单
位和经营单位双联保，由县农资供应协会指
定联保单位，并交纳一定数额的“联保联
责”诚信金，一旦发生因农药产品质量不符
合国家或行业标准及损害农民利益、影响农
产品质量的安全事件，集中使用“联保联
责”诚信金赔付，并依法追究具体配送单
位、生产厂家的责任。

农残检测，延伸到田间地头

9月8日，在广饶县广饶街道杨庙村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内，检测员禹宝生正在忙
着对小白菜、青椒、芹菜等10多种蔬菜进行
抽样检测。“这种检测方法是定性检测，只
要样品中农药超标，就可以检测出来。通过
网络，还可以把结果反馈到县监控中心，那

里可以监控全县的情况。”禹宝生介绍。
为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广饶投资300余万元，在各乡镇、街道、农业
生产基地建设了35个农产品安全检测站。县
检测中心主任宋延清说，他们会定期对批发
市场、农资市场、大型超市以及标准化生产
基地的果蔬进行抽样检测，销毁不合格产品
并查明原因。

“有了检测站，我们在田间地头就可以
进行蔬菜、瓜果的质量安全检测了，不但给
我们省去了不少麻烦，还为我们叫响了品
牌，带来了更多的客户，效益越来越好
了。”孙武湖生态农业放心果蔬基地负责人
刘国华高兴地说。

目前，全县在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站、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大型农资店建了村
级农业信息服务点55个，并在全县553个行政
村各选聘1名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员，确保老
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全程追溯，出口内销同标准

9月7日，在广饶县佳乐购物广场超市
内，广饶街道居民王敏随手拿起一盒当地种

植的小西红柿，在农产品质量查询机上扫描
了一下条形码，屏幕上立即清楚地显示出农
产品的农事记录、储存、运输、农药残留检
测结果等信息。“农产品实现全程追溯，就
好比给农产品贴上了‘身份证’，什么信息
都一目了然，让消费者买着放心，吃着舒
心……”

为保证蔬菜生长过程中的安全，广饶县
先后引进国家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20
项，制定了10项绿色蔬菜栽培技术操作规程
和18项出口农产品生产技术规范，推广了气
雾栽培、工厂化无土育苗、遮阳网防虫网越
夏栽培、秸秆生物反应堆技术、沼液沼渣综
合利用等多项先进技术，引进推广以色列、
荷兰等国家的名、优、稀、特蔬菜良种，全
县标准蔬菜良种率达到99%以上。

在华誉集团广北养殖场电子屏幕前，负
责人王传军自豪地说：“我们的养殖车间全
部应用自动喷雾消毒降温、网上养殖等技
术，防疫和疫病控制均达到国际标准。华誉
肉鸡熟制品成功进入日本大型连锁超市佳世
客，并成为肯德基分割鸡冻品和冰鲜品的优
质供应商。”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上，广饶县坚持出
口、内销同等标准，围绕主导出口农产品，
这个县对农业标准进行仔细的分析、筛选，
制定出涉及农业生产环境、产品品质等全过
程的购种、土壤、农药、肥料、畜牧等方面
的农业标准300多条，初步形成了涵盖产前、
产中、产后全过程的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实
现了“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产品无公
害、百姓无担忧”。目前，全县通过东营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备案的出口农产品基地达45
个，其中畜禽养殖基地7个 ,蔬菜种植基地38
个，出口备案基地规模达到1 . 4万亩。

300余条标准覆盖产前产中产后
——— 看广饶如何织就农产品质量“安全网”

◆农药有了“身份证”，实行专营直供；投资300余万

元，在全县建设了35个农产品安全检测站；坚持出口、内销同

等标准，实现“投入无违禁、管理无盲区、产品无公害、百姓

无担忧”。

□见习记者 李广寅 记者 贾瑞君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近日从东营市黄河口生态

旅游区管委会获悉，《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13-2022)》已通过了国家林
业局批复。标志着黄河三角洲国家自然保护区未
来10年的发展路线已基本确定。

据了解，自2012年国家环保部和国家林业局
批复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功能区调
整开始，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便对自然保
护区着手规划，先后通过山东省林业局组织的专
家评审论证和国家林业局组织的专家现场评审论
证。经严格审核，国家林业局日前最终对规划进
行了批复。规划对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未来10年的生态保护及旅游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支持和保障。

黄三角自然保护区

十年发展规划通过审核

□樊京龙 孟小朵 报道
本报垦利讯 8月29日5点，位于垦利县郝

家镇大务村的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人力资源市
场已是人头攒动，前来招工的企业和应聘的人
员络绎不绝。“以前俺找活，还要跑到西城的劳
务市场，现在方便多啦，出了家门就是。”前来应
聘的樊家村村民樊汝成说，“形成了规模，很多
企业也都愿意来这里招工，给俺们提供的机会
更多了。”

据了解，大务村人力资源市场是东营市首
家由村集体投资成立的村级劳务市场，建设总
面积3335平方米，同时还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
推荐。人力资源市场虽然建在了村里，却能辐
射到垦利县、利津县、东营区等地的周边乡村。
开业两个月以来，已有200多人通过人力资源市
场与企业签订了长期的就业劳动合同。平均每
天都有五六十人在人力资源市场找到短期工
作。

“与其他市级的人力资源市场在知名度方
面还有不小的差距，不过我们面对的是周边家
门口上的农民工，针对性更强一些。”大务村党
支部书记盖卫军坦言，“牌子立起来了，今后还
有好多工作要做。”

东营有了首家

村级劳务市场

隔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张瑞娟 报道
9月6日，垦利县垦利街道书香社区民情呼叫中心工作人员接待来访的王大娘。该街道投资300万元建设呼叫中心，为居民分忧解难。

□通讯员 张琳琳 记者 贾瑞君 报道
本报垦利讯 “以前报警的时候具体定位摸

不清楚，现在只需要说出附近路灯灯杆的编码就
能确定准确位置，真是挺方便，尤其是对外地人
和老年人。”9月5日，垦利县社区居民崔娜告诉
记者。

遇到不法侵害或紧急事情拨打110报警，已
经成为市民的普遍共识。但市民在向接警人员表
述事发位置时，却往往表述不清、甚至出现错
误，导致出警时间延长。今后，在垦利县只需报
出事发位置附近路灯杆上的编码，民警1秒钟便
能精确定位，进一步缩短出警时间。

“我们在110接警过程中发现，很多群众
由于不能准确地说出其所在的准确位置，耽误了
出警时间，也给群众带来很多不便。”垦利县公
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王宗敏介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垦利警方利用路灯做起
了“文章”，他们在对县城5000余根路灯杆进行
调查、登记，建立“路灯灯杆报警定位系统”。
9月1日起，垦利开始在全县城区所有路灯杆上标
注“报警定位识别编码”，并将所有编码录入东
营市公安局PGIS警用地理信息平台。当报警人
报警时，只需说出道路名称和灯杆编码，110指
挥中心接警员输入报警人报出的编码号，系统随
即会弹出城区地图，上面会用醒目的红色标注报
警人位置，接线员再通过110指挥电台呼叫民警
快速处理。

“您好，垦利县公安局。胜兴路076号是
吧，您请耐心等待，民警一会儿就到。”9月5日
上午，在垦利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记者看
到，接警员接到报警电话后，通过灯杆报警定位
系统很快就确定了报警人的位置，进而安排警力
迅速到达现场。

接警民警根据事先掌握的全县灯杆识别编码
分布地图，可以选择最佳路线，第一时间赶到事
发现场。从警19年的民警裴新征对此深有体会。
“以前的时候，没有标杆号，这个路比较长，报
警人只是说在哪条路，不知道路段，现在根据电
线杆警杆号，基本能确定在哪个地方，比以前要
快很多。”裴新征介绍。

垦利推出路灯灯杆

报警定位系统

□见习记者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从东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获悉，国家发改委已于日前正式批复黄大铁路
项目。黄大铁路的建设将进一步完善环渤海地区
煤炭运输和旅客运输网络，促进沿线经济和社会
发展，有效缓解鲁北及黄河三角洲地区煤炭供应
紧张的局面，填补东营的煤炭缺口。

据了解，黄大铁路起自朔(州)黄(骅港)铁路
黄骅南站，向南经河北省沧州市的黄骅市、海兴
县，滨州市的无棣县、沾化县、滨城区，东营市
的利津县、东营区、广饶县，于利津大田家跨越
黄河，经潍坊的寿光市，接入益羊线大家洼车
站，线路全长223 . 7公里。其中，山东省境内172
公里，东营境内61公里。铁路等级为国家I级，
设计运输能力为货运5000万吨/年、客车2对/
日、时速120公里/小时。项目估算总投资111 . 4亿
元，其中东营段月29 . 5亿元，由神华集团(占75%)
与山东省(占25%)共同出资建设。

黄大铁路项目

获国家批复

22版 政 经

“希望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

23版 区 域

广饶553个村居配齐法律顾问

开栏的话

当前，东营市上下以“高境

界、高标准、高起点、大作为”为

总要求，全力以赴推进“转方式、

调结构、扩总量、增实力、上水

平”，新一轮干事创业的热潮正

在兴起。为展现全市干事创业新

亮点，促进经济跨越发展，本报

推出《干事创业看东营》栏目，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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