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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吕光社 见习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张文军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31日开工建设的现代

创业中心内，顺亚邦项目目前厂房基础工程
已基本完成；5月28日，外商服务中心破土动
工，基建工程正加紧推进；6月4日开工奠基
的工业邻里中心综合楼，基础工程已过半。
经济新常态下，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因势而
动，全面推进外商服务、现代创业、工业邻里

“三个中心”建设，打造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
营商环境。

在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对于飞速
发展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仍是短
板，尤其是工业区内缺乏完善的生活配
套。“建设‘三个中心’，既是日照经济技术
开发区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也是突破园
区、聚力招引的迫切要求。”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徐淑利说：“新常态下，

优惠政策的洼地效应已基本完成，项目招
引靠拼资源、拼政策的老路已行不通了，
现在应该拼过硬的营商环境。”

在现代创业中心，落户企业只需提出
建设标准和要求，就可为其‘量身定制’厂
房，而无需企业再去衔接征地自建厂房。除
多个产业片区外，中心还规划了综合服务
中心，提供宿舍、医院、食堂、会议、娱乐等
服务，成为企业“保姆式”的综合性物业中
心。“如果自建厂房，至少需要1亿元，通过
租赁厂房，不仅可以节省大半的精力和时
间，而且节省的资金可以优先用来购买设
备或作为流动资金。”开发区顺亚邦物流有
限公司经理葛文波表示。

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组织部长李仲强告
诉记者，由于现代创业中心“拎包入住”的巨
大吸引力，启动3个月来已有10余家企业表
达了落户意愿，并已有现代物流、高端医疗

设备制造等多家企业进驻，包括一家海洋重
工企业。为保证项目的“含金量”，管委会对
进驻企业也设置了必要的门槛，只有那些科
技含量高、环保节能、成长性好的优质项目
才可优先进驻。现代创业中心还引入了“智
慧园区”的理念，通过大数据和“云”平台等
现代科技手段的整合，实现智能化管理。中
水回收、循环利用到全智能、一站式结算、服
务等，处处体现该中心的高端、智慧、生态理
念。

坐落于中韩产业园的外商服务中心，则
定位于韩式风格，设计、装修都聘请了韩国
专业人员，为外商创造与国际接轨的工作和
生活环境。

工业邻里中心建筑面积5万余平方米，
其中公寓面积4万平方米，配套服务设施1 . 1
万平方米，为周边40多家企业的产业工人提
供住宿、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办公培训等

一站式服务，建成后将成为一个功能强大的
综合性社区。

“‘三个中心’的建设采用市场化运作方
式，管委会科学统筹，有效调动社会资本，打
造服务于企业和社会的公共服务平台。”李
仲强介绍说，建成后将由管委出资成立的项
目管理公司统一打包租赁过来，再租给有需
求的企业。“比如，政府用2000万元将厂房打
包租下来，再以1000万元的价格分租给需要
的企业，政府只用1000万元即可撬动4亿元
的投资。”

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效助推了项目的招
引和落地。今年以来，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
先后推进了派沃泰三工厂、天星自动化、柳
成缸套、临港现代物流园等19个产业项目，
完成实际利用外资8190万美元；新注册资本
100万元以上的项目137个，累计注册资本7 . 9
亿元。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宋昊阳

坐免费新能源公交，住低碳环保节能
的“绿色”被动房，喝“膜”淡化处理过
的海水……在潍坊滨海区，“绿色化”概
念已经融入产业和城市发展的全过程，该
区通过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碳发展，全力构筑绿色转型发展先行区。

“绿色”发展———

产业转型构筑“绿色高地”

6月8日，记者在滨海区天维膜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看到，企业研发的生产线和生
产设备满负荷运转，车间内整齐摆放一排
排的荷电膜产品，正准备交付客户。

“我们企业通过多年的科研公关，研
发的电渗析膜、双极膜、扩散渗析阴膜、
扩散渗析阳膜，实现了国内荷电膜产业化
重大突破，正广泛应用于海水淡化、废酸
废碱回收、含盐废水的资源化利用等领
域。”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傅荣强说。

抢占高端“话语权”，“一张膜”占
领高端市场，填补国内空白。在当前环保
形式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荷电膜的应用，
让烧钱的环保治理变成了效益发生器。
“我们天维膜公司与新疆众合公司已开展
合作多年，该企业陆续投资1400多万元，
上了60多台‘膜’设备，一台设备一天可
以从废水中回收6立方酸，一年下来就可以
回收近13万吨酸，在解决环保的同时，还
产生了巨大经济效益，已经在国内100多家
企业推广应用。”山东省海洋化工科学研
究院高级工程师连文玉说。

类似天维膜公司这样的企业在滨海区
还有潍柴大机、华创工业机器人、海纳水
下机器人、瑞驰新能源汽车等，滨海区重
点打造一批在国内乃至国际上有“话语
权”的高新技术企业，目前，高新技术企
业在全区占比已达到59%。

滨海区重点推进产业绿色循环发展。

“我们的机器在煅烧石油焦过程中产生的
热蒸汽，通过管道输送到滨海区其他企
业，为他们提供工业生产中所需要的热
能。”中碳能源（山东）有限公司人事行
政部经理赵秀兰说，该公司通过煅烧石油
焦产生碳素，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高温蒸汽
供园区其他企业用作供热、发电等。该公
司二期工程约在7月份完工，8月份投产以
后，每小时能产生35吨饱和蒸汽，每年可
为周边的化工企业提供约60万吨清洁能
源。

滨海区将“绿色引擎”嵌入经济发展
各个方面，重点培育海洋特色产业、节能
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的绿色产业，加快构筑“绿色”高地，
实现经济“绿色化”发展。

“绿色”城镇———

城市建设彰显生态低碳

6月6日，在滨海区卓达新材料产业
园，工人们与塔吊机械穿插作业，蓝灰色

的钢结构厂房已经成型。“前几天，我们
一期项目已经进入了量产阶段，目前主要
面对国外市场，不久之后将大量用于国内
建筑。”卓达集团潍坊分公司副总经理郝
祥兵说，目前该企业已跻身“国家住宅产
业化基地”，正成为绿色城镇化的“先行
军”。

距离施工地点不远的地方有一栋样板
“别墅”，“这是我们项目的样本房，共
2700平方米，全部是用我们公司研发的新
型材料建设的。”卓达集团潍坊分公司副总
经理卜祥伟说。走进样本房，记者看到，里面
房屋内的装饰、装修等跟普通的房子没有太
大区别，“其实墙体、地板、房顶包括装饰等，
都是用日常的工业产品废料做成的，比如粉
煤灰、钢渣、秸秆、木屑等，成本低廉，
绿色环保。”卜祥伟介绍说。

卓达工厂化住宅产业园的建设，只是
滨海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城市的一个缩
影。6月8日，记者在滨海区衡山镇“未来
之家”看到，看似普通的住房，却“生态
味”十足，冬暖夏凉、太阳能一体化系
统、新风空调系统、智能家居等设施齐

备。该项目是全省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
筑试点示范项目之一，也是全省首套通过
验收的“被动式”建筑。

在滨海中央商务区，直饮水、地源热
泵、自行车绿道等设施处处彰显着生态低
碳气息，这里正在加快打造生态宜居的现
代海洋城市核心区，创建省级绿色生态示
范区。滨海区还大力发展低碳交通体系，
目前开通免费新能源公交线路9条，近期将
再投放20辆新能源公交，今年1到5月份客
流量已突破百万人次。

“绿色”水体环境———

生态湿地建设水绿交融

6月9日，在滨海区山海湖河综合改造
工程现场，上百辆施工车来回穿梭，上千
名工人忙碌在各个建设现场，正在进行大
乔木栽种和驳岸码头建设。

“白浪河沿河两岸200米范围内将实行
全面绿化，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15亿元，种
植高大乔木4 . 3万棵，小型乔木及花灌木125
万株，地被绿化460万平方米，今年5月份绿
化施工全部完成。”白浪河入海口生态示范
带建设指挥部第三标段副指挥刘朋说。

据了解，山海湖河综合整治工程是滨
海区全力打造的生态文明典范工程，重点
实施白浪河整治、第二平原水库建设、南
水北调工程配套、盐碱地生态改良示范园
工程，治水增绿，滨海区加速推进工程建
设，改善“大生态”，打造最具魅力的生
态轴线、景观轴线、城市轴线和文化轴
线。

滨海区做足“水”文章，优化水体生
态环境，大力实施河道治理和生态湿地建
设，重点对白浪河、弥河等5条河流河道进
行了治理，白浪河入海口生态示范带工程
已完成全段20公里河道疏浚，总库容1900
万立方的第二平原水库开工建设。与此同
时，滨海区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坚
持生态保护长效机制，铁腕治污，对环境
污染实行“零容忍”，开通24小时环保举
报热线，对环境污染形成高压态势，确保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目前，滨海区加快实施三年绿化全覆
盖，沿路、沿海、沿海和片区等绿化工程
正稳步进行，该区计划年内新增绿化面积3
万亩，打造全市生态文明典范区，全力构
筑生态绿色海洋城市。

潍坊滨海区将“绿色”融入产城发展全过程，构筑绿色发展先行区

“绿色引擎”引领转型发展

“三个中心”打造开放型营商环境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好“大后勤”，企业纷至沓来

□贾鹏 王志勇 报道
本报乐陵讯 “只要打开电视机就能知道自己的‘一本通’补

贴款到没到账，我帮你留心看一下吧。 ”6月29日上午，做蔬菜批
发的乐陵农民闫学成回复在北京打工的一位亲属电话时说。

财政惠农“一本通”体现党的惠农政策，群众对发放情况了
解不及时怎么办？乐陵市启动“一本通”补贴发放情况电视公告
做法，发放的“名称、批次、到账日期、咨询电话”等信息通过
当地电视台多个频道字幕播出，连续公示5天。该市2014年发放
“一本通”补贴28项、资金2 . 1亿元，名目繁多的补贴资金群众
第一时间知晓，领得明白，用得放心。闫学成的一句话也道出了
当地群众的满意之情。

为规范“一本通”数据库信息，该市启动了惠农补贴基础信
息核实活动，历时3个多月入户对照核实农户身份证、户口簿，
清除了错误及不规范的农户基础信息。

乐陵引入“大数据”理念，建成由乐陵户籍、工商登记、购
置大型农机具、财政供养人员等147万条政府部门信息组成的
“财政惠农补贴比对信息数据库”，通过比对分析，核减、剔除
不合规补贴、死亡人员等信息，净化了财政补贴享受群体，为民
生资金监管上了一把“保险锁”。随着“一本通”系统升级，乐
陵实行“批量开户、签约与农户单独办理”相结合的做法，为享
受补贴的农户办理“一本通”带来最大便利。

引入“大数据” 资金监管上“保险锁”

乐陵财政惠农一本通

让百姓放心

□宋昊阳 报道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研制的荷电膜产品广泛用于海水淡化等领域，图为工作

人员正在调试膜设备。

□记者 姜言明 张强 通讯员 赵海英 报道
本报宁阳讯 7月4日，全国第4处、全省首家农民工馆“中

国农民工馆”在宁阳县鹤山乡社区教育中心开馆。
据了解，中国农民工馆是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公益性展

馆，以“铭记流动的历史，尊重劳动的价值”为主题，通过丰富
的图文、实物布展，生动反映中国农民工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形
态，倡导对劳动价值的认可与对农民工群体的尊重。场馆总面积
200平方米，馆内陈设劳动工具实物100余件、证件刊物合同等实
物40余件、图片300多张。

据宁阳县鹤山乡党委书记纪维建介绍，综合展厅划分为四个
主题分区：第一分区为“历史讲述区”，以走出(农村)→奉献(社
会)→融入(城市)→回乡(创业)为主线，讲述中国农民工走出农村
进城务工追求梦想的奋斗历程；第二分区为“实物展示区”，摆
设纺织缝纫、建筑装修、电子等各种劳动工具实物，反映农民工
群体形象及工作、生活状态；第三分区为“农民工文化区”，展
示农民工题材的文学著作、研究报告、文艺作品、典型人物事件等；
第四分区为“鹤山专区”，集中展示鹤山乡劳务输出的历史过程，介
绍劳务输出“培训+输出+管理+返乡创业”的“鹤山模式”。

全省首家农民工馆
落户宁阳

□记者 王福录 通讯员 李荣新 李海玲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走进滨州市滨城区市东街道北张居委会的北张

家园，只见整齐的楼房错落排列，硬化的小区路面平整洁净，路
灯、绿化、广场配套齐全，完全是一个现代都市居住小区。

而就在3年前，该居委会还是一片平房旧院、破街烂巷。
“是棚户区改造让我们实现了华丽转身。”提到变化，北张居委
会主任王合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棚户区改造，难就难在拆迁上。滨城区房管局把办公场所前移
到群众家门口，联合街道机关干部，发动村里的党员、村居“两委”
干部等，多方式宣传棚户区改造政策。同时，将制订方案的思考、拟
写、征求意见、修改等过程都放在村居一线来完成，充分考虑群众
的困难，提出针对性解决对策，逐步打消群众的顾虑。

“一个村居80%以上的群众同意，这个方案才算成功。就目
前已经完成棚改的村居来看，群众对我们方案的认可度基本上达
到95%以上。”滨城区房屋征收办公室主任高勇波说，“玉龙湖
社区三个村签订协议仅用3天，北张居委会第一天就有80%居民在
协议上签了字，很多居委会甚至出现了居民排队签字的场面。”

据悉，自2010年至今，滨城区已累计完成棚户区改造项目33
个，拆迁户数6117户，拆迁面积73 . 25万平方米；建设安置房6117
套，安置面积73 . 4万平方米；申请中央及省奖补资金7289万元。
棚户区通过改造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滨城5年建安置房

超6000套

□张培月 报道
本报阳谷讯 “如今我们村大小事都要通过民主议政日决

策，大小政务都公开，件件事情都办到了村民心坎上。”近日，
阳谷县石佛镇洪庄村村民洪世强高兴地说。这是该县开展坚持民
主议事、账目公开的村级阳光政务活动的一个缩影。

阳谷县围绕打造阳光政务，大力推行“全景式”政务公开，
多元化全方位打造政务公开鲜活载体，使政务成为群众满意工
程，推动全县经济和谐发展。

围绕“群众需要知道”和“需要群众知道”这两个重点，该县明
确各乡镇（街道）、机关事业单位、村三级公开目录，其中机关事业
单位公开内容6类37项，乡镇公开内容6类43项。同时以传统公开方
式与新兴媒体相结合，全方位公开，让村官清白，群众明白。

阳谷县村村建立了“三资”管理监督小组，对农村“三资”
进行公开化管理。全县共编发工作简报32期，854个村的固定村
务公开栏遍布大街小巷。该县各级党组织把动态公开栏作为各项
政务公开透明运行的核心，做到事前公开，决策公开，结果公
开。采取热线电话点题公开栏，座谈会面对点题等方式，为公众
解疑解惑，先后办理群众建议600多件，群众满意度达98 . 5%。

阳谷“阳光政务”聚民心

□记者 于向阳 通讯员 高明 李萌萌 报道
7月1日，莱芜市钢城区新兴路学校举行了2015届小学毕业生

“告别童年 感恩立志”成童礼。仪式分为齐诵修身、感恩父母、感
恩老师三个环节，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诵读修身道理，家
长为孩子加冠，孩子向家长和老师行礼。图为仪式现场。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刘继华 张海哪 报道
本报梁山讯 6月3日，山东远洋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21号车间内，梁山县馆驿镇
大刘村村民刘道符双手捧着一簇金针菇，
细心观察着长势。和普通的工厂工人不
同，刘道符承包了整个车间，在工厂内部
当上了小老板。因为直接关系到自己的收
益，他管理起车间内的食用菌倍加用心。

这种生产食用菌的“小老板”模式，
学名叫做工厂化生产。梁山县馆驿镇位于
东平湖二级防汛湖库区，以生产白色金针
菇、杏鲍菇、猪肚菇等食用菌著称，2008
年获得“全国食用菌工厂化示范基地”称
号。自此，食用菌工厂化生产模式在当地
推广开来，越办越好。

食用菌工厂化生产就是食用菌企业将
厂内车间承包给小老板，企业负责搞好整
个工厂的管理、建设，并对所有车间搞好
产品研发、提供菌包、技术及产品回收和
销售服务。小老板则拿出少量的资金投
入，负责所属车间的用工、账目、生产管
理，带动一般群众。一般群众负责提供劳

动力进行简单化生产，或组织联合作业
组，组建小型合作社成为小老板，共同负
责出菇管理，实现了由“一般农民”向
“产业工人”和“生产老板”的转变。

工厂化生产降低了农民参与大规模、
高标准生产食用菌的门槛，降低了投资风
险，还增强了菇农的责任意识，保证了产
品质量。刘道符起初只投资了35万元就买
下了21号车间12年的使用权。公司承诺前
6年不参与车间所得的分成，所有盈亏均
由小老板自己承担，后6年，再按50%的比
例抽取车间的收益。为了进一步降低小老
板的负担，起初小老板所请工人的工资由
公司层面代发，等车间盈利后再给予补
还。

“都是自己的东西，谁还会惜力
气？”刘道符在村里是位能干人，为了尽
快赚回成本并从中受益，他宁肯自己多干
些，也不轻易多招工人。当了3年的小老板
了，行情好的时候，他年个人收益能达到
15万元。山东远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王平忠告诉记者，“小老板黑夜白天都
守着自己的车间，非常上心，对于公司来

讲，管理起来很轻松。”为了让更多的普
通农民从工厂化生产中受益，他们公司还
设立了另一种承包模式，就是20万元购买
整个车间的6年使用权，等小老板挣够20万
元后，再得的收益就与公司分成。

工厂化生产的另一项优势是实现了食
用菌生产的规模化、标准化，保证产品质
量。

馆驿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刘锋说：
“全镇找不到一家种植食用菌的小作
坊。”2008年4月，镇上开始建设现代化
食用菌产业园区，目前，园区已拥有省
级科技专家大院一处，市级产业化龙头
企业一家，县级产业化龙头企业5家，建
成高标准恒温生产车间66个，全镇食用菌
栽培面积已达到1100亩，年产值达到3 . 2
亿元。“在生产车间，工人穿戴整洁消
毒工作服，工作环境一尘不染，没有异
味”，这是产业园对生产过程实行专业
细化，品质可靠的一个缩影。产业园所
有产品从源头到成品实现了全程可控，
若干产品相继取得无公害和绿色产品认
证，并被授予了市级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区，有效化解了一家一户生产产品质量
监控难的难题。

在管理上，整个园区实行“四统
一”，即统一菌包生产、统一品种栽培、
统一标准检测、统一收购销售，龙头企业
荣善公司搭建了200家全国专营店的销售平
台，一个300余平方米的标准菇房小老板纯
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真正实现了企业和
农户的双赢。

除此之外，食用菌工厂化生产还实现
了产、学、研循环链条的同步推进。农作
物秸秆、棉籽壳、麦麸、玉米芯等农作物
废弃料，加工为栽培菌包，出菇后的菌包
经过乳酸发酵，作为养牛、养猪的饲料，
牛粪和猪粪又作为沼气池的原料生产沼
气，沼液用来当作蔬菜大棚有机肥料还
田，整个生产过程无污水、无废气，解决
了农业生产废弃物带来的污染问题。食用
菌产业园以省食用菌科技专家为技术后
盾，指导园区内企业生产，解决技术难
题，示范带动生产。目前，南京农业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均在园区建立了
现代人才培训机制。

蘑菇厂里兴起“大包干”
梁山馆驿镇农户承包工厂车间年挣15万元，“产业工人”变“生产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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