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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大而全传统经济模式，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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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李慧 本报通讯员 高斐

萝卜特产店越聚越多

“烟台苹果莱阳梨，赶不上潍县萝卜皮”，清
朝时，潍县县令郑板桥给予了老字号潍坊萝卜
如此高的评价。如今的潍坊萝卜不仅以其肉质
翠绿，香辣脆甜的口感征服了各地的食客，更以
其浓郁独特的地方风味和鲜明的地域特点，成
为享誉国内外的名特优产品。

张茂祥在鸢飞路开了家老潍县萝卜店，他
告诉记者：“我开店卖萝卜已经5年了，现在这里
开的萝卜店越来越多，都聚集到鸢飞路上来了，
鸢飞路上从幸福街到胜利街这一段简直成了

‘萝卜路’。”
记者数了一下，从幸福街到胜利街这一段

路两边大大小小的萝卜店有30多家。“正宗萝
卜”、“潍县萝卜”、“鸢都萝卜”、“潍青萝卜”，光
各式各样的店名就叫人眼花缭乱。

当记者问到这么多店聚在一起竞争是不是
会影响销售时，张茂祥说：“我的萝卜是正宗的
老潍县萝卜，不光咱们本地人来买，外地朋友货
比三家之后还是会来我这儿，而且我还利用网
络将萝卜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担心销
量。”

“十里汽车长廊”带旺新商区

南起潍胶路、北至宝通街的潍州路段，拥有
金宝省级汽车城、广潍汽博园等大型专业市场
10处，汽车4S店、精品店210家，从业人员1万余，
涵盖奔驰、宝马、奥迪等200多个知名品牌，形成
了集新车交易、旧车买卖、汽车展示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的大型汽车服务业聚集区。同时，该路段
还有一个十分华丽大气的名字———“十里汽车
长廊”。

“十里汽车长廊”是潍坊市奎文区政府为进
一步做大做强汽车服务业而全力规划的汽车产
业一条街。目前，巨大经济效益已渐渐凸显，一
汽大众、东风标志、广州本田、奥迪、宝马等40多
家汽车品牌纷纷在此落户。“十里汽车长廊”已
成为年交易额近百亿元的全国汽车服务业龙头
基地。

金宝集团是“十里汽车长廊”里的龙头企
业。从2004年起，山东金宝集团已成功举办了16
届潍坊(金宝)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年4月份，又
组织举办了首届中国(潍坊奎文)国际汽车文化
节，列入潍坊市风筝会主题活动之一并固定为
每年一届，集中开展大型开幕式、项目招商推
介、中外汽车高峰论坛、汽车模特大赛、汽车品
牌展示等九大主题活动，打造起全市的汽车文
化节会品牌。

据了解，为了建设高品质的“十里汽车长
廊”，奎文区结合辖区资源，规划建设了集玩、
乐、游、吃于一体的汽车文化旅游精品步行街，
以及金宝、凤凰和崇文汽车装饰、修配、改装三
条特色街，与金宝乐园、金泉寺、广潍汽博园及
白浪河湿地公园融为一体，实现汽车服务业链
条式发展，构建起城区南部大产业、大文化、大
旅游发展的新格局。

十条特色街区彰显魅力

特色街区建设就是要围绕吃、住、娱、游、购
等文化要素巧做文章。除了“萝卜路”和“十里汽
车长廊”，其它特色街区的发展进程也在不断加
快。四平路路段为具有潍坊特色的餐饮、娱乐一
条街，重点引进一批知名餐饮企业及特色食品
店；文化路路段突出餐饮、娱乐功能，重点发展
特色酒吧、风味餐饮店；行政街重点开展服装、
布料及首饰经营；民生街突出打造各类电器、电
动车销售一条街；其他如北宫东街文化创意产
业一条街、潍州路酒吧风情街等也将以全新的
面貌和姿态展现在大家面前。

为最大限度提升特色街区的品位和层次，
奎文区在其立意、规划、设计等诸多方面，充分
考虑消费者和经营者的需求，完善配套设施，提
高服务功能。一方面，按照“分步推进、集约集
聚、错位发展”的要求，引导特色街区经济科学
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街区经济，以餐饮、休
闲品牌的提升为基础，引进国际餐饮休闲品牌，
改变低层次粗放发展局面，不断壮大规模，提升
效益，树立奎文行业特色品牌；同时，不断以“特
色、时尚、品牌、高端”为方向，培育特色街区，加
快建设步伐，促进现代服务业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不断彰显中心城区核心魅力。

目前，奎文区已拥有10条特色商业街区，餐
饮娱乐等商业网点达8950家，形成了风格鲜明
的商业带。

特色街区扮靓

奎文商业带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都镇强

50台锅炉检修完毕

11月1日，在潍城区向阳路军休二所内，
为保证供热管网的安全运行，潍坊市热力有限
公司职工梁宏正忙着对已经铺设完毕的蒸汽管
道顶管进行探伤检测。

“我们已进入供暖季前的最后冲刺阶
段。”潍坊市热力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传波
告诉记者，今年7至10月份，该公司对所属锅
炉、管网、换热站存在的136项缺陷进行了全
面检修。10月20日进行补水打压，冷态试运到
11月5日前完毕，已经具备了供暖条件。

和潍坊市热力公司一样，城区其他供热企
业供暖前的准备工作也都在紧张进行。“目
前，公司正在对换热站检修工作进行最后的收
尾。”潍坊市百惠热力有限公司一名负责人
说。

潍坊市市政局负责人告诉记者，在上一采
暖季结束后，潍坊各供热企业就已经开始对锅
炉、热网等主要供热设施进行检修，累计改造

换热站65个，更换补偿器73个，检修消除供热
设施缺陷800余处。

截至目前，潍坊城区50台供热锅炉已全部
检修完毕，换热站检修工作和小区供热设备调
试、充水试压工作进入尾声，于本周内全面结
束，将提前7天开始低温试运行，做好遭遇特
殊天气提前供暖的准备。

实施“煤改气”环保改造

10月8日上午，伴随着金属切割声，奎文
区潍州路街道光明社区拆掉了两台使用10多年

的小型燃煤锅炉，这意味着该社区将结束自供
暖，纳入集中供暖。

光明社区居民王百汇欣喜地对记者说：
“往年小区自供热，效果很一般。而且锅炉排
放的烟尘让邻近的居民都不敢开窗户。今年终
于盼来了集中供热。”

今年以来，为减少供暖期间煤炭、硫化物
的排放量，潍坊配合“煤改气”环保战役和小
型燃煤锅炉拆改工作，新建天然气锅炉22台，
总吨位68吨/小时。与此同时，潍坊市各供热
企业还对个别破路少、影响小、效益明显的供
热管网进行了“汽改水”改造，在不增加热源
的情况下新增供热能力100多万平方米，以缓

解部分区域热源不足。
张传波告诉记者，目前潍坊热力公司正在

进行昌能西至四平路、南至中学街的蒸汽改高
温水工作，计划置换面积100万平方米，在12月
15日置换完毕，并相继将相应小区由蒸汽供热
改为高温水供热。

对于“汽改水”的好处，潍坊百惠热力负
责人说，实施“汽改水”，一方面可以降低管
网热损耗，另一方面能减少蒸汽管网沿途压
降，保证蒸汽管网末端用户的用热品质。

此外，华电潍坊发电厂热电联产改造全面
完成，形成供暖能力1200万平方米；市热力公
司新建64MW锅炉1台，于11月底投产，可新增
供暖能力200万平方米。据悉，全市城区今冬
共新增供暖面积235万平方米，集中供热率达
到75%。

存煤量可供使用一个月

“预计今冬采暖季煤炭总需求为9万吨标
准煤。”张传波说，其公司目前已招标订购煤
炭5万吨，第一批总量2万吨的煤炭已于10月20
日到厂，保证了一个月的用煤量；为保证后续
煤炭需要，第二批煤炭随第一批煤炭消耗而进
场递补，以达到市政府规定维持一个月的存煤
量指标，保证供暖用煤正常需求。

记者了解到，潍坊城区今冬供热共需煤炭
约51万吨。截至目前，各供热企业共储备煤炭
11万吨，签约14 . 5万吨，能够满足1个月的需
求。

“受冬储影响，从10月份开始动力煤市场
价格开始企稳回升。”11月4日，卓创资讯煤
炭分析师张敏告诉记者，10月23日至10月29
日，环渤海地区发热量5500大卡的动力煤综合
平均价格报收537元/吨，比前一报告周期上涨
了4元/吨。尽管如此，国内用煤炭供应相对宽
松，不会导致供热企业用煤紧张。

潍坊市市政局负责人表示，潍坊已采用利
息补贴的方式，委托煤炭承储企业储备冬季供
热应急用煤5万吨。供热期间，一旦煤炭供应异
常或遇到极端恶劣天气煤炭运输遇阻，潍坊将
安排动用冬储煤，确保城市供热不受影响。

潍坊城区今冬新增供暖面积235万平方米

集中供暖提前一周低温试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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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记者 王佳声 报道
工作人员正在检修供暖设备。

□ 本报记者 宋学宝
见习记者 都镇强

时隔一年再次入岛举办

10月28日至11月1日，第19届鲁台经贸洽谈
会在我国台湾地区举办。“这是第二次入岛举办
鲁台经贸洽谈会，是对鲁台会两岸双向共办、互
享机制的进一步完善。”11月6日，潍坊市委台办
副主任、鲁台会工作办公室主任刘金凤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

2011年，第17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曾成功入岛
举办，开创了大陆涉台节会入岛举办的先例，在
台湾地区引起了轰动效应，掀起了一阵潍坊热。

实际上，作为潍坊市对台工作的金字招牌
和全省对台工作的第一品牌，鲁台经贸洽谈会
已经呈现出全省受益、跨省参与、两岸工商界踊
跃互动的辐射带动效应，引领着越来越多的台
湾同胞投资潍坊、布局山东、抢滩环渤海地区，
被中央台办誉为“北方地区历史最久、规模最大
的对台经贸文化交流盛会”。截至去年底，潍坊
拥有台资企业322家，总投资21 . 97亿美元，实际
利用台资12 . 36亿美元，对台经济总量位居全省
第三位。

据了解，作为两岸各界人士交流对话、凝聚
共识的重要桥梁和政策发布、经贸合作的重要
平台，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在活动安排上坚持

“重内容不重形式、重效果不重规模”的原则。刘
金凤告诉记者，除省市主题活动外，本届鲁台经
贸洽谈会活动安排均以小型专题座谈和点对
点、面对面招商为主，对各赴台团组行程均精心
安排、精细对接，突出深耕，突出企业对接和项
目洽谈，使参访考察更有针对性，提高了参访效
率和洽谈成功率。

多彩活动搭建交流平台

“这几年我多次到过山东、到过潍坊，目睹
潍坊城市建设美轮美奂，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
叹。希望台湾企业界和其他各界朋友充分利用
鲁台经贸洽谈会这个平台，加强沟通与交流，促
进合作发展，互惠互利，携手共赢。”10月28日上
午，在台北市举行的“莫言家乡·魅力潍坊”宝岛
行开幕式及“走进潍坊滨海·体验未来新城”发
展论坛上，台湾“三三会”会长江丙坤如是说。

据刘金凤介绍，本次鲁台经贸洽谈会吸引
了诸如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雄、台湾商业

总会理事长张平沼、台湾工商协进会荣誉理事
长东元集团会长黄茂雄、台湾工商建设研究会
理事长雷祖纲等重要工商团体负责人和远雄集
团董事长赵藤雄、台湾统一集团总裁林苍生等
众多台湾地区顶尖工商科研界人士参加。

记者了解到，作为鲁台会东道主城市，潍坊
市除参加两岸合作发展论坛、谈城市发展———
市长面对面等活动外，还举办了“莫言家乡·魅
力潍坊”宝岛行、“走进潍坊滨海·体验未来新
城”发展论坛、齐鲁台湾城两岸共建恳谈会等8
项经贸文化交流活动，扩大了潍坊与台湾之间
的交流，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围绕城市交
流，潍坊市与桃园县达成制造业、服务业、文化
产业等多方面、宽领域的交流合作共识；潍坊市
农技中心与花莲县农会签署《农业策略合作框
架协议》，对推动潍台两地产业升级发展将产生
重大积极影响。在台湾屏东市举办的民间瑰宝·
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展，吸引了众多民俗
参与，潍坊市与台湾发展研究院达成协议，由其
为潍坊在台中科学园区免费提供地点设立潍坊

民间创意文化馆，长期展示潍坊形象和潍坊创
意文化。

对台招大商大招商

本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期间，位于临朐的山
东宋香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在台湾高雄市设立
了办事处。11月6日，公司董事长刘茂山告诉记
者，其公司生产的薰衣草产品在台湾很受欢迎，
在台湾设立办事处主要是为了与台湾农业方面
开展合作。另外，诸城冠泓公司也在台湾设立了
办事处。

据刘金凤介绍，和往届不同，本届鲁台经贸
洽谈会更加突出企业，“重点锁定台湾大型行
会、实力企业集团和与潍坊有良好合作基础的
企业进行邀请。”据不完全统计，本届鲁台经贸
洽谈会吸引了包括远东集团、远雄集团、宏基集
团、台塑集团、顶新集团、日胜生活科技在内的
60多家台湾顶级企业与会。潍坊则在经贸洽谈

方面突出滨海区、高新区、齐鲁台湾城、中国食
品谷等对台合作重点平台，以点对点、面对面突
破，带动潍台全面合作。

作为亚洲地区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之
一，台湾在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文化创意产
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发展方面，处于世界领先
水平。台湾企业发展成熟，经营理念先进，国际
化程度高，与科学园区、高等院校等的产学研一
体化发展程度高，掌握一批世界尖端科技。这些
都与潍坊的“四一三”发展战略重点具有很强的
互补发展优势。在本届鲁台会上，潍坊市全力开
展对台招大商大招商，共邀请到300多位台湾客
商与会，其中大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等决策层人
士占80%以上，与他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
流，以更多地引进台湾大型企业集团、吸收引进
台湾尖端技术、先进理念和高端人才，并取得良
好效果。11月7日，应潍坊市邀请，台湾屏东县组
团参加在潍坊市举办的2013中国(潍坊)国际品
牌食品博览会，第19届鲁台会入岛举办带来的
成果正在逐步显现。

进一步完善两岸双向共办互享机制

鲁台会入岛 企业唱主角

□王佳声
宋昊阳 报道

10月31日，救生衣
行动在潍坊开展。救生
衣行动由国家海事局筹
集专项资金，在全国范
围内向有需求的旅游船
公司免费赠送高标准、
高规格救生衣。图为海
事工作人员给潍坊市旅
游船公司人员派发救生
衣。

高标准救生衣

免费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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