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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滨海④转变生产方式篇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宋昊阳

让每个环节都有专业化服务

现代经济和传统经济最显著的区别是生
产方式不同。“所谓现代化，从经济层面讲就是
要彻底改变过去大而全的传统经济模式和生
产方式，推动发展社会化大生产。”潍坊市加快
滨海开发推进会议为滨海转变生产方式指明
了道路。

8月22日，潍坊联兴炭素有限公司一艘满
载5000吨产品的货轮从潍坊港起航开往俄罗
斯，这是该公司首次从潍坊港进行出口业务。
联兴炭素副总经理姜涛告诉记者：“之前公司
的货物都是从龙口港或青岛港起运，可别小看
这个变化，仅此一项企业每年就能节省成本
900万元。”

“随着突破滨海战略的实施，港口物流等
现代物流业肯定会有更好的发展，这将为我们
公司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搭建新平台。”姜涛
说。像联兴公司一样，许多企业搭上了潍坊森
达美港扩建的顺风车，在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的同时，与省外乃至国外企业联系更加密切。

“社会化大生产就是让生产过程的每个环
节，都有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从而提升整个
经济运行的层次和效益。如果各个企业自己搞
物流，自己弄车辆，自己建仓库，会造成巨大浪
费。如果有专业的物流公司提供服务，会大幅
度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提升资源的配置效
益。”潍坊市主要领导点出了物流业在滨海转
变生产方式中的重要作用。

目前，滨海区正以海港物流园为载体发展
现代物流业。“园区现在有龙威海关监管区等
10多个综合物流项目入驻，全部建成后年物流
量预计可达5000万吨。”海港物流园工作人员
荆世杰告诉记者，海港物流园规划总面积15 . 18
平方公里，借助临港优势，重点发展现代物流、
加工配送、配套服务等项目，致力建设山东北
部最大的化工、油品、棉花等物资仓储物流基
地，建立功能完善、分工明确、定位清晰的临港
物流产业链。

为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潍坊市协调推
进了滨海交通物流园、森达美港物流园等一批
特色物流园区建设。组织全市50强骨干物流企

业到滨海对接考察，鼓励在滨海区设立分支机
构，依托大港口，发展大物流。

加快培育新型服务业态

如今，在滨海从事开发建设工作的工人数
以万计，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工人涌入滨
海，为了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滨海规划建设
了9个特色生态小镇，避免工人们“工作在滨
海，住宿回潍坊”的尴尬局面。

“在开发滨海的过程中，通过培育、引进一
些专业服务组织，培育新兴服务业态，构筑一
个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发展格局，在现代化进
程当中，使滨海能走在前面。”潍坊市在开发滨
海中确定了这样的思路。

加快商贸服务业发展，是滨海区当前聚集
商机、聚集人气、为产业发展提供强力支撑的
迫切需要。目前，世纪泰华、潍百集团等全市商
贸龙头企业已确定到滨海区发展，商业综合体
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

转变生产方式，必须加快培育新型服务业
态。服务业态的繁荣发展，是实现生产方式转
变的前提和基础。如今，滨海正在发展餐饮、住
宿、娱乐、购物等生活性服务业，建设城镇生活
综合服务平台，为企业和居民提供规范高效服
务，建设特色生态小镇，使投身滨海建设的工
人安居乐业。除此之外，潍坊市肉菜流通追溯

体系滨海项目正在加紧建设，知心大姐培训学
校和民祥搬家公司等骨干家政企业已在滨海
设立分支机构。

要实现工业产值过万亿和建设“未来城”
的目标，关键是解决好人的问题，打造一个最
优的发展创业、生活服务平台。目前潍坊市加
快建设滨海新城，不断完善滨海城市功能，致
力于解决吃住行游购娱、教育医疗、社会保障
等问题；大力推行直饮水、零排放、低耗能、大
绿量，把滨海开发整体纳入低碳工厂、生态社
区、绿色城市的建设轨道中。

盐化工企业转投旅游业

作为当地较大的盐化工企业，粗放型的生
产方式一直困扰着山东鑫环集团，而看准滨海
区产业转型的契机，该公司投资52亿元开建了
情人湾度假区，涵盖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文
化娱乐、特色餐饮、健康养生等领域。其建成
的海鲜文艺广场，是国内首家建在海上的特
色餐饮、休闲娱乐平台，游客可零距离体验
海上就餐的不同感觉，用餐的同时还可欣赏
文艺演出。

山东鑫环集团董事长李希环说：“旅游
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将来我们的业务可能要
全部转到这方面上来。”

情人湾一期项目如今进展过半，转型带来

的丰厚效益已经初现。滨海区情人湾度假区经
理卜鲁东说：“跟以前相比，传统的盐化工行业
产值一年在1000万元左右，而我们现在发展旅
游，粗略估计一年能达到2000万元左右，这还
仅仅是我们一期项目的收益。”

在山东潍坊龙威实业有限公司承建的一
级潍坊渔港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施
工。据介绍，该公司将以渔港为中心建设渔
船停泊、修造船基地、渔港综合服务、水产
物流、休闲旅游等行业于一体的渔业产业聚
集区。

龙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袁荫龙说：
“经过20年的发展，企业面临着地下卤水浓
度降低、盐田面积缩减的局面。为了可持续
发展，我们决定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
投资。”

潍坊龙威实业有限公司还承担了占地70
万平方米的“潍坊滨海海港物流园海关监管
区”的建设任务。龙威公司正从一个主营滩涂
养殖和盐化工的企业转型为集化工、运输、港
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海水养殖与深加工、商
务贸易及综合服务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

鑫环和龙威的转型是滨海传统经济向现
代经济转变的缩影，该区许多企业抓住机
遇，纷纷调整产业、产品结构，转型发展。
突破大而全的传统生产方式，滨海把重点放
在高端和新兴产业上，海洋生物、电子信息
等四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改变大而全的传统经济模式，滨海———

产业转型推动社会化大生产

隔记者 王佳声 报道
潍坊滨海港口加快建设，挖掘机正从运石船上装卸石方。如今以港口物流为代表的服务业正快速发展。

□见习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王志顺 王 利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5日，记者从滨海区农
林水利局了解到，该区加快林业生态建设，
优化地区发展环境，以本地耐盐碱苗木资源
为基础，发展耐盐碱苗木产业。目前，滨海
区林地面积达到了1850 . 38公顷，绿地总面积
达到了1万公顷，城区及村庄(社区)的森林覆
盖率达到了3 0%，全区绿化覆盖率达到了
14 . 7%，生态落后的状况得到改善。

滨海区地处莱州湾畔，土地贫瘠，盐碱
化严重，自1995年成立以来，就面临生态状
况落后的难题。在造林实践工作中，林业工
作者将发展现代林业的理念与滨海地区的实
际相结合，提出了生态建设产业化的思路。
生态建设产业化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以耐盐碱苗木产业化为基础，迅速扩大森林
资源总量；第二阶段是依托森林资源重点发
展林下经济，充分发挥森林资源综合效益，
实现良性发展。当前滨海区森林资源以防护
林为主，总量小，生态建设产业化处于第一
发展阶段。

潍坊胜伟园林公司负责绿化施工的任立
强说：“相比其他地方的绿化工程，滨海要
多费好几倍的气力和费用。比如在进行小区
域绿化时，通常要采取防渗换土的方式，植
树时先把道路两侧绿化带下挖1 . 5米至2米，自
底层向上分别敷设排碱管、石子做成防渗
层，之后铺上地膜、草帘子，再填上从外地
运来的种植土，最后才可以种植树木。这样
一来，成本比在普通地方高个六七倍也就不

奇怪了。”
为促进耐盐碱苗木产业发展，滨海区投

资建设了柽柳示范林苗圃。苗圃繁育本地柽
柳、白蜡、国槐等耐盐碱苗木800余万株，并
试种盐松、盐柳、耐盐杨300万株，引进枸
树、沙柳、红叶杨、竹柳、黑松等9万株，试
种盐草100平方米；开展了引进树种生态适应
性和影响力评价等研究，试验成果迅速应用
于一线造林工作中。

为增添滨海盐碱地绿化植物品种、观赏
类植物缺乏等问题，滨海区在试验田上进行
耐盐碱植物示范基地建设，培养筛选出适合
在滨海长期生长的新优植物品种。另外，滨
海区与专业院校合作，组成科研生产联合
体，在节水、节肥和土壤改良、环境改善等
方面取得了突破。

10月7日，由省级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
对滨海区的“抗盐碱杨树良种选育与配套技

术研究”项目进行了鉴定。据了解，此次参
加鉴定的鲁台盐杨是通过引进欧洲黑杨亲本
与大陆杨树杂交培育出的耐盐碱杨树品种，
先后在滨海、寿光、昌邑等十余个环渤海盐
碱滩地块上进行栽植，目前已取得成功。该
树种具有适应性广、抗风能力强、抗旱能力
强、速生高产的特点，抗盐碱特性突出，具
有较大推广价值。与传统盐碱滩涂绿化树种
相比，鲁台盐杨可降低绿化成本，发展前景
广阔。

截至目前，滨海区耐盐碱苗木生产企业
已达到7家，在规模和科技含量方面均得到突
破：育苗面积达到2650亩，年生产能力达到
1900万株；在耐盐碱苗木选育方面，三益园
林公司选育成功新品种“盐松”、“盐柳1
号”北沙柳、“鲁柳2号”中国柽柳和“鲁蜡
4号”绒毛白蜡，富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繁育
成功“鲁台盐杨”，这些创新成果提高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推动了滨海区的造林绿
化工作。

积极发展生态产业的结果是成片的树林
取代了一望无际的滩涂。聊起身边环境的变
化，滨海区大家洼街道周疃村的袁琳深有感
触地说：“小时候，在这里很少能看到大树
成荫的景象，更别说花草了，没想到仅仅六
七年的时间，盐碱滩就变成了一座绿洲。”

经过连续多年的绿化，如今的滨海区，
成片的绿荫和盛开的鲜花随处可见。一个宜
居宜业生态滨海新城的轮廓，正越来越清晰
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加快林业生态建设 发展耐盐碱苗木产业

生态优化，滨海荒滩变绿洲

◆要实现工业产值过万

亿 和 建 设 “ 未 来 城 ” 的 目

标 ， 关 键 是 解 决 好 人 的 问

题，打造一个最优的发展创

业、生活服务平台。目前潍

坊市加快建设滨海新城，不

断完善滨海城市功能，致力

于解决吃住行游购娱、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

□见习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3日，记者从滨海区管委会了

解到，为推动重点工程加速建设，滨海区成立了中心
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保障项目快速平稳推进。

据介绍，指挥部与每个项目签订责任状，明确各
施工企业责任、任务、目标。中心区重点工程建设指
挥部成员由滨海区各有关单位部门抽调业务骨干组
成。中心区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下设综合保障部、规
划设计部、未来大厦工程部、金融中心工程部、学校
工程部、展览馆及图书馆工程部、上书房及湖光山舍
工程部、景观工程部、市政工程部和跟踪评审部10个
部门。

滨海成立中心区

重点工程建设指挥部

□见习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于莹莹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3日，记者从滨海区了解到，

为加强危险废物的规范化管理，滨海区设立了滨海
环保分局危险废物管理科，专门负责全区危险废物
污染防治规划的编制、实施及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近年来，滨海区不断加大危险废物监督管理力
度，采取措施加强危险废物安全管理，成立了环保应
急领导小组，督促企业制定完善危险废物应急预案，
并定期开展应急演练；落实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
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制度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
度，实现对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运输、转移及处置等
各环节的全过程监督；完善危险废物重点污染源档
案，将各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数量、处理、处置
及利用情况纳入管理台账，及时增补危险废物产生
单位及相关数据，实现危废档案管理动态化；加强危
险废物的日常监管，对辖区内企业危险废物的产生、
贮存、收集及处置等方面进行监督检查。

滨海设立

危险废物管理机构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31日，记者从滨海区先进制

造业产业园获悉，落户该园区的齐美新能源汽车项
目生产的第一批新能源房车于10月30日整车下线，
这标志着滨海区新能源汽车制造产业体系建设取得
突破。

据了解，潍坊齐美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新
能源专用汽车零部件生产项目于去年开工建设，其
中，2号车间于今年8月份建成投入使用，目前，1号、4
号车间正在加紧建设，预计11月底建设完成。

汽车制造产业是滨海区重点引进发展的支柱产
业之一，齐美新能源房车的下线，将带动滨海区新能
源领域汽车电子、装备制造、新能源开发利用及汽车
相关配套产业等多种产业链的共同发展，拉长汽车
制造产业链，助推滨海汽车制造产业突破发展。

齐美新能源房车下线

□见习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1日，记者从滨海区了解到，

滨海区联兴炭素有限公司的物料余热利用项目通过
了专家评审，成功纳入2013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
励项目第一批实施计划。

全国选出的256个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项目
中，潍坊市有4家企业符合条件，其中滨海区潍坊联
兴炭素有限公司的物料余热利用项目通过了专家评
审，成功纳入2013年节能技术改造财政奖励项目第
一批实施计划。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是对现有煅烧工艺中产生
的高温烟气及高温物料进行余热利用，共购置集汽
包、换热器、水处理系统等设备488台(套)，总投资
3100万元，年可节约标准煤1 . 3万吨，预计可获得国
家节能技术改造财政补贴312万元。

联兴炭素

获节能技改财政奖励

生态滨海。 隔王连元 报道

□记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1月3日，记者从滨海区了解

到，位于滨海中央商务区的潍坊(上海)国际学校项
目全面开工建设。参建单位正加快建设进度，计划
年内实现5座楼体封顶。

潍坊(上海)国际学校项目是滨海中央商务区的
重点建设项目，是由上海新纪元教育集团计划投资
15亿元建设现代化、国际化、人文化的全寄宿学
校。该学校规划建筑面积50多万平方米，一期工程
先建设小学和中学区，预计到明年9月份，新建的
小学区将正式开学。

潍坊（上海）

国际学校项目开建

□见习记者 宋昊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31日，潍坊职业学院青年联

合会在滨海区成立，这是全市高校首个青年联合会。
据了解，潍坊职业学院青年联合会是潍坊职业

学院党委领导下的群众团体之一，是以学院团委为
核心力量的优秀青年的联合组织。该组织以吸引和
凝聚该院教学、科研、管理领域的青年教职工骨干为
根本任务，为学院青年教职工搭建交流、合作和服务
平台；围绕服务学院、服务社会、服务青年三个领域，
推进青年理想信念教育工程、青年文化工程、青年服
务工程；引导和组织青联委员进班级、进社区、进农
村、进工厂；结合学校实际和社会需要，帮助广大青
年成长成才；通过开展活动，组织青年为“四个潍坊”
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潍坊首个

高校青年联合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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