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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平曝光46例“老赖”
失信被执行人将受到

信用惩戒和消费限制

在泰安市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现场观摩考核中实现“五连冠”———

新泰：“回归经济”促招商向市场化转变
□记 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赵文存 赵洁 报道
本报新泰讯 日前，在泰山国际登山节暨

2014中国投资合作洽谈会签约仪式上，美国波
士顿锂电池山东生产基地、德国耐戈尔·固勒
医疗设备生产、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新能源、雨
润集团现代商业综合体等4个项目，与新泰市
集中签约。

洽谈会期间，新泰共签约项目56个，涉及
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
业、高效生态农业、城市建设等多个领域。这
是新泰突出质效抓招商、聚焦转型上项目，推
动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取得的又一丰硕成
果。

今年以来，新泰以加快资源城市转型为主
线，坚定不移地抓招商、上项目、促转调、强
后劲，全市经济社会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上
半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397 . 4亿元，完成公共
财政预算收入27 . 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 . 4%和
10 . 9%。

为高效突破产业招商，新泰围绕培植壮大
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分类明确招商重点产业
和领域，开展在外老乡、本土企业家、部分世
界500强和国内重点企业“三个一遍”走访联
系活动，推行登门招商、以企招商、引才引智
和专业媒介招商等模式。

大力发展以人才回乡、项目回归、资金回
流、总部回迁为主要内容的“回归经济”，促
进了招商引资由行政推动向市场化运作转变，
由单体项目引进向产业链、价值链、财税链
“三链”融合提升。同时建立项目准入、退出
和履约保证金制度，从产业方向、投资强度、
税收贡献、环境容量、安全评价等方面严格把
关，确保新上项目质量。

今年上半年，新泰市共引进内资项目91
个，实际到位资金85 . 7亿元，同比增长29 . 6%；
完成外商直接投资 5 7 1 6万美元，同比增长
112 . 1%。

新泰坚持以项目调结构，促转型，实施高
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
业、高效生态农业“四轮驱动”，加快构建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为推动工业高

端集群发展，以培育千亿级煤电化、高端装备
制造业和500亿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目标，大
力实施产业提升、企业倍增和创新驱动计划，
促进了工业提层级、扩总量。在促进服务业扩
规提档中，按照现代物流基地化、商贸服务功
能化、文化旅游特色化的思路，开工建设了岳
华能源、天宝物流、良友物流等一批大型能源
物流项目，新泰成为山东省煤炭储备基地和全
国煤炭调剂枢纽。

为使每一个项目尽快落地建成，新泰市通
过对重点项目实行审批手续“直通快办”、
“一费制”、“企业生产安静日”等制度，帮
助企业打通“中梗阻”、搬掉“绊脚石”，为
项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在融资创新、土地供应等
方面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分别成立市领导挂帅
的15个重点工作指挥部、5个重大事项协调推
进部，对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全程无缝隙服务，
确保了项目建设零障碍、高效率、快速度推
进。

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建续建千万元以上项
目218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152个，已竣工51
个。自2012年至今，在泰安市半年一次的招商
引资和项目建设现场观摩考核中，连续5次获
得第一名。

挖掘当地特产背后的历史文化特色，将其转变成实打实的产品附加值———

宁阳：将大枣做成文化品牌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张 强
本报通讯员 桑 蕊

9月20日，2014年中华宁阳大枣文化节在“大
枣之乡”葛石镇拉开序幕。行走在好运枣园，只
见枣树林立，红色大枣挂满枝头，整个枣园弥漫
着清香之气，让游客沉醉其中。据了解，该镇大
枣年产量3000多万公斤，年产值达1 . 7亿元。

走过三千载春秋

秋日的好运枣园，已有些许凉意。记者来到
“枣树王”旁，只见其枝繁叶茂，苍劲挺拔、果实
累累。据介绍，这棵树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
好运枣园里最年长的枣树，游客来此游玩大都
会到“枣树王”前，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红绸上，系
上树枝祈福。“枣树王”不仅树龄长，而且产枣量
惊人，据好运枣园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枣
树王”产量将达5000公斤左右。

除了“枣树王”，葛石镇树龄达百年以上的
枣树还有很多。据记载，宁阳大枣栽培距今已有
三千年的历史，可上溯至周朝，主要分布在神童
山一带的葛石、磁窑、华丰等乡镇。

宁阳大枣个大核小，色泽嫣红，脆甜可
口，营养丰富，备受人们喜爱，同时游览枣林
也极为盛行。万亩枣林游，自古就有文献记
载。宁阳毗邻曲阜，往来便利，2500年前孔子
首开游宁阳枣林、赋诗颂宁阳枣林的先河，写
下了咏宁阳大枣的名作《邱陵歌》。诗仙李
白、诗圣杜甫、大文学家苏东坡、豪放派词人
辛弃疾、爱国诗人文天祥都有游枣园、颂枣园
的千古绝唱。清朝著名诗人程鸣歧著有《万枣
山房诗》，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地记载万亩枣林
生活的史诗。可见，古时万亩枣林知名度极
高，备受文人志士推崇。

依靠科技增产增收

宁阳县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多，葛石
镇位于县城东部，境内以山地为主，为林果业发
展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专家认为，宁阳县特色大枣品质、产量与葛
石镇地区具有砂质棕壤土有着密切关系。砂质
棕壤土的形成受气候、生物、成土母质、地形地
貌、水文地质等条件的影响，其成土母质为古元
古代花岗质片麻岩，母岩风化后，大部分矿物质
富存积累于土壤中。砂质棕壤土有效铁、有效铜

的平均含量高于普通土壤中含量临界值的10倍
以上，有效锌、有效硼、有效钼的平均含量高于
普通土壤含量临界值的2倍至5倍。棕壤土中的
微量元素为该地特色大枣优良品质提供了丰富
的物质来源。此外，棕壤土中有机质、腐殖质及
氮、磷、钾含量较高也是促进大枣品质优良的重
要因素。再者，该镇地下水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
基岩风化裂隙水，适宜枣树生长需要。

葛石镇属温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在
大枣生长关键时节能为其提供充足的热量和水
分，有利于大枣增产增收。与其他树种相比，枣
树成活率高，生长快、结果早，寿命长，抗逆性

强，耐酸碱，山丘、平原地区均可栽植。
据葛石镇黑石村一种植户介绍，起先他家

只有枣树几棵，后来通过移植，现在达上百棵，
产量年年增加。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新型农业技
术也不断得到推广应用。葛石镇林业站副站长
孙峰告诉记者，今年指导枣农克服少雨等不利
因素，加强水肥管理，落实环剥、拉枝、摘心等一
系列技术措施，提高了枣树坐果率和果实品质，
依靠科技增产增收。

同时，枣农们逐渐发展起混合种植，实行
大枣和其他作物间作。在好运枣园，一名在枣
树下收花生的村民对记者说：“树与树之间的
空地不种点东西，怪浪费的。现在种些花生，
能多收入一点。”

品牌文化成产业崛起新动力

近年来，宁阳县立足当地资源优势，把大枣
生产作为一项主要产业来抓，采取积极政策，扩
大生产加工规模，开发牙枣、蜜枣、酒枣、枣酒等
产品，注册枣闻天下、宁阳不老枣、葛石红等大
枣系列产品商标，产品远销国内外。

品牌文化正成为宁阳大枣产业崛起的新动
力。宁阳县把大枣文化建设与大枣产业发展紧
密结合，以文化促发展，靠文化拓渠道，为宁阳
大枣产业化开发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该县先后组织出版了《神童山》、《宁阳大枣
甲天下》等书籍，系统挖掘整理宁阳大枣文化；
依托万亩枣林，规划建设了好运枣圆景区，观光
塔、枣树王、孔子望枣、圣母献枣、大枣文化长廊
等景点，浓缩了宁阳大枣的历史，成为人们休闲
观光的好去处；通过举办中华宁阳大枣文化节，
提升宁阳大枣的知名度；开发“枣闻天下”系列
产品，枣元帅、枣将军、枣木工艺品等成为最受
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

□记 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刘培俊
通讯员 崔仲恺 王瑞俊 报道

本报新泰讯 9月17日，新泰市科技服务
中心大厅的查新窗口，山东泰丰集团科技处处
长段献民正在为旗下宝源数控机床附件有限公
司研发的“精密非圆式CAPTO刀柄”进行查
新鉴定。“过去如果进行类似的查新鉴定，需
要到济南、泰安等情报研究所办理，来回得跑
多趟，不仅费时费力，而且增加了企业成
本。”段献民告诉记者，现在工作人员通过单

独的网络端口登录查新系统可进行一站式即时
办理，一个工作日内就能拿到查新结果。

为搭建“事务管理、资源共享、企业服
务”三大平台，新泰市科技局积极整合权限、
人员、流程等资源，设立了服务热线，完善科
技服务门户网站，并在全省率先建立了县级科
技创新服务中心，形成了“一线一网一厅”服
务新格局。

新泰市科技局通过“科技服务基层行”和
“品牌推进月”等活动，对新泰市科技型企业

进行实地调研，按照技术领域、成熟度、产业
化前景等指标筛选出100家企业作为重点培育
对象，建立项目储备库，进行递进培育，为科
技项目申报奠定坚实的基础。今年共申报各级
各类科技项目82项，20余个项目已正式立项，
到位资金3000余万元。

深入开展科技工作辅导活动，帮助企业发
现问题，规划发展策略，提出工作改进意见和建
议，制定成长路线图。目前已对56家企业开展辅
导，累计提出220条科技创新意见和建议。

□刘培俊 肖根法 报道
9月24日，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操作机器。

新泰搭建科技服务一体化保障平台

“科技芯”成为东平光大日月集团从榨油厂蜕变成大企业的内生动力———

一粒小棉籽衍生出几十种产品
□记 者 姜言明 见习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李 娜 报道
本报东平讯 一粒小小的棉籽能做什么？

榨油是我们最常见的利用方式。然而，在东平县
光大日月集团车间里，棉籽油只是棉籽的一个
基本产品：棉粕脱酚后，可生产棉籽蛋白、棉绒
可生产纤维素、棉粕生产有机肥……这里的每
一粒棉籽，都能通过深加工衍生出几十种产品。

光大日月集团将科技创新成果充分运用于
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延长产业链条。不仅
让一粒棉籽完成了从榨油到棉籽蛋白、纤维素、
有机肥的价值最大化，也让该集团完成了从传
统的榨油厂到以食用油为主导，集精细化工、生

物有机肥、棉花加工于一体的转型升级。
短短15年时间，位于东平县的光大日月集

团，从一家普通的小油脂厂发展成为拥有30家
子公司4000多名员工，地跨山东、新疆、安徽三
省区，总资产达75亿元的现代化企业集团。

“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在于提高核心竞争
力，而这个核心竞争力就是科技创新。”光大日
月集团董事长丁庆忠对记者说：“我们一直秉承
科技创新的发展思路，通过拉长产业链条，扩大
生产规模，才有了今天的光大。”

光大研究院是光大集团投资5000万元兴建
的校企联合、产学研一体化的人才平台，拥有17
个实验室和200余套仪器设备，是我国纤维素

醚、淀粉醚行业首家企业自建研究院，其规模和
档次都属国内一流。

研究院分别与中国石油大学、山东大学、北
京理工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技术合作
关系，以纤维素醚、淀粉醚的研发应用技术为课
题，聘用专家教授、博士16名，聘用行业内专业
技术人才6名，配备研究生22名。

截至目前，研究院已取得国家专利15项，集
团自主研发生产的羟丙基淀粉醚使中国成为世
界上第四个生产该产品的国家。

如今，装上“科技芯”的光大集团不仅更
“强”，而且更“大”。

早在2005年，光大集团就把发展的足迹印

在了我国棉花生产基地——— 新疆。2013年11月，
继创办新疆光大油脂公司和光大山河化工科技
公司之后，又在新疆喀什地区岳普湖县建成新
疆光大西域科技公司。而它也是光大集团在新
疆设立的第8个子公司。

新疆光大西域科技公司是集棉花加工、食
用油与植物健康奶油、纤维素醚、精制棉和肥料
等多项产业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光大西域科
技产业园占地1400余亩，去年3月份动工，11月份
建成，总投资达7亿元，全部达产后，年可实现销
售收入45亿元。现已在当地开发棉花种植基地1
万余亩，提供就业岗位1600多个，成为助跑当地
经济发展的“领头雁”。

□见习记者 刘涛 实习生 郭程
通 讯 员 路代俊 报道

本报泰安讯 9月18日，46例失信被执行人的
肖像、姓名、家庭住址等信息在东平县人民法院外
的led显示屏上“公开亮相”，引众多行人围观。这
是东平县人民法院首次通过LED大屏幕对外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旨在解决失信执行难问题。

9月18日，东平县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发布第一批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名单信息不仅在
户外公布，同时统一录入全国法院失信执行人名
单库。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被执行人，都
将受到信用惩戒和消费限制，在政府采购、招标投
标、行政审批、政府扶持、融资信贷、市场准入、资
质认定等方面受到限制或者禁止。

此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46例，其中失信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有45例，失信被执行人为法
人或其它组织的有1例。从履行情况看，80﹪以上
的失信被执行人全部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义务；从失信情形上看被执行人无正当理由拒不
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占19 . 6%，违法财产报告制度
的占8 . 7﹪，其他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占69 . 6﹪，还有一例以伪造证据、
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

一直以来，“老赖”问题是法院执行工作的难
点，是法院系统公认的难题。“法院判决虽然生效，
执行却面临诸多问题。”东平人民法院执法局局长
张立华说，这与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缺失，被执行人
法律意识淡薄有关。

解决“老赖”问题不单纯是法院的责任，它需
要全社会各部门通力合作，提高违法成本。“只有
压缩失信被执行人的生存空间，构建社会诚信体
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东平人民法院副院
长孟亚洲说。

此次东平县人民法院利用LED大屏对外公布
失信被执行人信息，是为解决“老赖”问题作出的
有益尝试。孟亚洲说：“通过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反
复播放“老赖”信息来对这些失信者形成一定震
慑，同时对普通大众起到提醒警示作用。”

大汶口连片治理

扮靓村容村貌

□通讯员 王建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泰安市岱岳区良庄镇通过农业

综合开发，去年全年在农业综合开发投入资金
2822万元，其中财政投入专项资金2304万元。在
土地治理项目中，建设高标准农田、改造中低产
田2．6万亩，完成新建提水站12座，维修提水站7
座。

通过采取水利、农业、林业和科技等综合措
施改造治理后，项目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得到显
著提高。三个项目区年可增加粮食产量3075吨，
蔬菜505吨，种植业总产值增加1172 . 73万元，净
增加554 . 0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196 . 4元。

岱岳区良庄镇

升级农业经营模式

□见习记者 姜 斌
通 讯 员 谷冬梅 报道

本报泰安讯 “以前吃完饭没地方去，只能窝
在家里看电视。现在有了文化广场，不光有地方纳
凉，还能锻炼身体。”9月14日，岱岳区大汶口镇尚
家院村，正在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内纳凉的老李
谈起最近村里的变化时高兴地说。

其实村里的变化还不止这一点。今年，大汶口
镇开展村容镇貌整治工作，特别是实施一事一议

“乡村连片治理”试点项目以来，全镇的村容镇貌
得到了极大改善。据大汶口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
化军介绍，“乡村连片治理”坚持以改善农民生活
环境、提升农村文明水平为目标，以‘三清’（清理
粪堆、清理垃圾堆、清理柴草堆）、“五化”（硬化、净
化、绿化、亮化、美化）为主要内容，解决农民群众
需求最迫切、反映最强烈、受益最直接的问题。

为了给“乡村连片治理”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大汶口镇争取到投资1771 . 3万元，其中上级补助
1500万元，重点整治了沿104国道扈家石墙村等10
个村。项目坚持一村一策、一村一品，根据规划设
计对每个村的详尽工作和细节进行安排部署。

截至目前，完成道路硬化4 . 51万平方米，街巷
硬化1 . 58万平方米公里，村庄绿化1 . 7万平方米，修
筑排水渠18公里，清理“三大”堆2600车次，安装路
灯838盏，绘制文化墙4 . 8万平方米。前周、后周、尚
家院等8个村共计投资482万元的广场硬化、绿化、
亮化，购置并安装体育器材建设基本完成。

□张强 报道
9月20日，游客在宁阳好运枣园内挑选大枣。

□刘涛 李腾腾 报道
9月20日，岱岳区首届“群众文化体育艺术

年”举行，全区17个乡镇（街道）和区直代表队
共102支队伍2040人参加广场舞表演，全场2000
多人一起随音乐舞起，统一的舞步，五颜六色的
服饰，场面壮观。

岱岳区2000余人

齐跳广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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