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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颜新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7日，记者与济宁市兖州工业园区

的山东科大鼎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苗海川一起参观
智能化车间。他隔着钢化玻璃手指繁忙的生产线说：“这些
产品的订单已排到明年2月，员工们正加班加点呢。”

“从去年6月份，我们淘汰了部分化工、造纸、玻璃制品
等落后产业，浓缩园区精华重点培育，依托华勤工业城、医
药产业园、农机装备制造基地、精细化工园、多式联运物
流园5大特色产业园，衍生出1460个高新技术产业项目，
科大鼎新是我们追求高精尖项目的一个缩影。”兖州区委
常委、兖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唐军说。

2013年4月，兖州将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新兖工贸
区整合为兖州工业园区。新的工业园区如何转型升级？兖
州在杜绝“两高一低”和产能饱和或过剩企业入园的同
时，依托5大特色产业园发展“园中园”、“特色园”、
“专业园”，以华勤集团、山东太阳纸业、齐鲁工装、翔
宇化纤等10多家年销售收入过300亿元、100亿元、50亿元
骨干企业牵引带动，纵向延伸产业链条，横向扩展关联产
业，构筑了中小微企业与大集团、大企业相互衔接、协作
配套的产业链新格局。

借力世界500强企业，该工业园区把能量浓缩到内引外
联上，随着美国固特异、德国大陆等16家世界500强企业全
部聚集在工业园区，不但世界精华被带到了兖州，还把“兖
州制造”推向了世界。今年前三季度，兖州工业园区实际到
位外资8873万美元，占兖州县域的100%，占济宁市的19 . 9%；
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4 . 5亿美元，占兖州区的96 . 3%，占济
宁市的35 . 6%；占了兖州区2/3的工业利税和近4/5的工业销
售收入，集结了全区3/4的重点产业项目和1/2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

□记者 李梦 蒋鑫
通讯员 许永飞 报道
本报冠县讯 “多亏了这些摄像头，要不

这些被盗的打印器材很难找回来。”11月10
日，冠县冠宜春路一打字复印门市部老板杨
光,说起店面曾经被盗的事，仍心有余悸。2月
26日清早，杨光来到门市，发现门虚掩，门锁、
门栓散落地面，店内复印机、打印机、电脑主
机和显示器全都不见了，就立马报了警。

“接到报警，我们就调取了这附近的所有

视频监控。”冠县刑警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安
国帅说。利用视频监控排查，发现一辆旧吉普
车有重大嫌疑，就及时调取了这辆车行驶轨
迹上的所有监控录像。“经过监控追踪，发现
这辆车在行至贾镇时停留了一段时间。”安国
帅说，因此，他们怀疑这附近可能有犯罪嫌疑
人。后经摸排，贾镇一家维修电脑的门市店主
进入了刑警视线。后经调查审讯，该店主最终
承认盗窃，并供出两名同伙。

“有了视频监控系统，办案人员可以更加

快捷高效地取证、固定证据，实现了证据搜集
由“口供”向‘物供’、‘实供’的转变，充实了证
据链。”冠县政法委副书记王高潮说。

2013年，冠县实施了“天网工程”建设，在
全县建立了点、线、面结合的立体社会治安防
范体系。初步归纳出“盯紧重点案件、监控图
像与走访摸排并用”、“紧盯重点区域、加强视
频跟踪巡查”等视频监控应用模式，提炼出了

“区域扫描、重点监控”、“反常甄别、轨迹倒
查、顺线追踪”、“定点发现、秘密跟踪、联合抓

捕”等多种视频监控实用技战法。
“这是投资600余万元，建成的全数字化

的监控指挥中心系统平台。”在冠县公安局
监控指挥中心，副局长张建龙指着闪烁的大
荧屏说，由指挥中心直接“点对点”指挥出
警车辆和民警，缩短了出警时间，有效提升
了立体化防控水平和快速反应能力。2014年
上半年，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已为侦查破案
提供有效侦查线索90余条。其中，破获刑事
案件40余起，查处各类治安案件20余起，抓
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网上逃犯30余人。

“全县农村“两抢一盗”案件同比下降了16%,在
发案率下降的同时,破案率同比上升10%。”张
建龙说。

据悉，与该系统相配套，冠县在城区以及
各个乡镇（街道）重点村口、交叉路口、重要区
域部位共安装了1700余个1080P高清监控探
头，监控覆盖率达到90%以上。

□记者 马景阳 通讯员 杜燕侠 刘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1月12日，记者走进临淄区朱台中学，操

场上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工人们正在忙着为操场进
行柏油硬化，给篮球场上底胶……朱台中学对原来的炉渣
跑道和土操场进行改造提升。改造完成后将建成350米规格
塑胶跑道、4个塑胶篮球场、1个人造草皮标准足球场，实现
学校运动场地的“塑胶化”。

7月份以来，朱台中心校对朱台和高阳两个校区（含4处
中小学）的2 . 2万平方米的土操场进行改造升级，区、镇两级
财政共投资约450万元。

长期以来，学生运动场地是临淄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一个短板。临淄区今年启动实施了农村中小学运动场地
塑胶化工程，计划两年内投资6600余万元，升级改造27片农
村中小学运动场地。今年开工建设13片塑胶场地，其余14片
明年将全面完工，到时全区所有农村中小学将告别“土操
场”。为确保工程质量，临淄区要求各单位要加强对监理、施
工人员的管理，严把原材料进场关和工艺关，力争将工程
打造成“精品工程”。

1700只高清监控探头全天候守护城乡

冠县织就城乡安全“天网”

镇区人口迅速集聚的背后
——— 莒县夏庄镇采访札记

□大众报业记者 花宇 董卿
本 报 通 讯 员 张建锋

莒县夏庄镇居于莒县、沂南、莒南三县之
间，一直是周边地区的主要中心集镇。最近几
年，夏庄镇的城镇化进一步提速，农民由村落
向镇区集中。如今的夏庄镇，楼房林立，车水
马龙，生气勃勃，一片欣欣向荣的市镇气象。
据统计，仅2013年一年，镇区人口比上年就增
加了6000多人。这对一个仅6 . 8万人口，远离城
市，没有独特资源的乡镇来说，颇为不易。

令人口迅速集聚，打动农民用脚投票的，
是集镇所提供的低成本、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经济集聚。住房、教育、商
业等设施的完备，使得夏庄这个镇逐渐膨胀。

小现象窥见大流动

莒县金谷村镇银行夏庄支行自2012年底
一开张，居民储蓄存款就节节攀升。行长助
理王海荣介绍说，目前支行的存款余额已经
过亿，而今年年初时只有5477万元，这其中
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家庭储蓄存款。据他了
解，镇上其他两家金融机构的存款额也有大
幅增加，最多的一家增加了9000多万元。
“今年各种农产品价格不高，多数企业的效
益也一般，但是居民存款却增长迅速，这说
明镇上的人口在快速增加。”王海荣分析说。
据了解，离镇区五分钟车程的石屯社区正式
入住后的一年内，当地一名银行代办员的储

蓄余额增加了700多万元。
镇上的房地产开发也很热闹。在镇政府

北侧的育英路上，两个小型楼盘正在施工。据
夏庄供销社主任薛彦智介绍，供销社今年建
设了一栋楼，主要满足职工居住需求。目前，
镇上很多个人、村集体都在开发楼盘，卖给当
地农民和外来务工者，基本上建多少卖多少。

据了解，2014年夏庄镇驻地建成区面积
增加了0 . 35平方公里，目前已增加驻地人口
3200人，享受镇驻地服务的人口达2 . 6万人。

公共服务让农民心动

11月初，省住建厅公示了第一批17个省
级“宜居小镇”，夏庄镇榜上有名。这对一个先
天自然条件并不占优势的乡镇来说，后天的

“补课”尤为重要。对是否宜居，居住于此的人
们或许更有话语权。

11月初，夏庄镇镇驻地的一些单位、住宅
已经热起来了。在夏庄镇中心初级中学内，一
台小型锅炉开始向镇区供热。这台2011年开
始服役的锅炉，让镇驻地的居民也能享受到
城里人的集中供暖，这在全省乡镇中尚不多
见。学校校长郝永启介绍说，锅炉首先保障学
校供暖，目前宿舍、教学楼都实现了全天供
暖，且费用全部由财政负担。正由于这点，很

多农民优先把孩子送到镇驻地的幼儿园、小
学就读，进而举家迁居到镇驻地。驻地的石屯
社区，用的是镇上化工企业的余热，每平米的
价格仅有9元。去年入住时，农民则免费享用
暖气。

目前，镇驻地供热面积达10 . 5万平方米，
全镇供热率达到32%。随着镇区面积和人口的
膨胀，这台容量为6吨的锅炉已经不能满足镇
驻地的取暖要求了。莒县住建局夏庄分局局
长张永红介绍说，夏庄镇已经着手从工业园
区向镇驻地引热源，此举将彻底解决镇上的
供暖问题。

经济集聚拉动人口迁徙

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倒果为
因。夏庄镇的小城镇建设，正体现了经济集聚
在社会层面引发的连锁反应。

镇南部的浮来青生态园，发展种茶业和
观光旅游业，今年已完成460亩地的流转。镇
北的海右经济开发区接连引进了三个大项
目，使驻地建成区面积扩大了1 . 21平方公里。

“从2012年开始，仅晨曦集团一家企业，就新
增了至少3000多外来人口。”张永红介绍说。
这些外地职工多数来自附近农村，甚至有些
来自外省，他们都成为了镇上的新居民。

人口的集聚反过来又刺激了经济的集
聚，尤其是服务业的蓬勃发展。镇供销社开办
的超市、饭店销售额这几年不断提升，尽管同
行业的竞争者也在增加，但仍旧不能满足居
民的要求。“人多了，社会消费量大了，特别是
到了节假日和县城一样热闹。”薛彦智说，
“供销社附近的门头房，都卖出去了，都看
好在这做生意。”夏庄工商所所长盛山峰介
绍说，仅今年镇驻地新增的个体工商户就有
80多户，人们对集镇的未来普遍看好。

兖州“浓缩园区”

释放增长能量

临淄投6600余万改造
农村中小学“土操场”

□孙会蕾 报道
金谷村镇银行夏庄支行员工在为储户提供服务。

□记者 任松高
通讯员 王波 张小寒 报道
本报威海讯 11月3日，文登文泰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内，客户网上订购的三台崭新
的LED广告车陆续出仓发货。“现在我们的
网络销售量已占到总销售量的八成以上。”
文泰销售经理丛超日告诉记者，

“信息时代，抓住了网络就意味着抓住
了机遇。我们以全区百企升级计划为抓手，
加快推进企业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深度融

合’战略，引导企业发展电子商务，以‘触
网’促进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叫得响、有实
力、有特色的区域电子商务品牌。目前，家
纺、西洋参、机电工具等文登传统优势产业
在网上已占据一席之地。”文登区商务局党
委书记、财贸办主任王新华说。

今年，文登专门出台了《文登区促进电
子商务产业发展暂行办法》，区财政预算每
年安排2000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电子商务企
业。对带动文登本地产业销售额达到500万

元以上的电子商务企业，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形成的地方分享部分，自企业注册运营年度
起，第一年、第二年给予等额资金扶持，第
三年按50%给予资金扶持。对新设立或新迁
入文登区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电子商务企业，
给予前三年免收房屋租金、宽带接入费的优
惠政策。除了资金扶持外，文登还对电子商
务企业给予人才、金融配套等支持，先后引
进了中国网库项目、御临网上商城、小商品
电子商务平台等一批电商项目，文登传统企

业纷纷借网升级。
针对特色产业，以电商项目为支撑，文

登不仅打造起多个专业的B2B、B2C电商行
业平台，还使当地传统产业焕发出新的活
力。云龙家纺、威力工具等70多家文登传统
企业形成了网上订货、物流配送为一体的电
子商务运营模式，全区超过85%的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建有门户网站，26%的企业通过各
种网络平台进行营销，网络销售收入约占企
业销售收入的10%。

年2000万元扶持电商 床单汽车都能网上卖

文登传统产业借网升级

□通讯员 邢飞飞 李倩倩
记 者 朱殿封 报道

本报禹城讯 11月6日，记者到禹城市梁家镇店子管
区采访，发现办公室锁着门，门上贴着一张告示：店子管
区办公室已移至冷家店社区，联系电话7654189。

走进社区办公室，看见管区书记徐振兴正给小赵村村
民柴春涛解答问题：“您反映的沟渠渗水，浪费水资源的
问题，我们已经联系施工队改为防渗渠。”柴春涛满意地
走了。徐振兴嗓音沙哑，面庞黝黑，他喝了口水说：“我
们管区自从8月搬到社区办公，随时接待来办事的群众，
和村干部研究工作，还入户走访，没有闲工夫了。”

今年8月，梁家镇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解决接通联系和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店子管区
领头实行了干部在一线工作、任务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
线解决、作风在一线转变、感情在一线融合“五个在一
线”办公办法，管区干部把办公桌搬到了村里，每天从早
上8点至晚上6点，保证至少有一名干部值班。实行‘五个
在一线’工作法以来，全管区已为群众现场办公310余
件，解决群众实际困难85件，成功化解矛盾纠纷12起。”

梁家镇将管区办公桌
搬到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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