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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带动、园区聚集，成潍坊新兴支柱———

循环经济激发节能环保产业活力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宋学宝

“居民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认识有误区，误
认为不好申请，导致不会主动申请住宅专项维修
资金。”10月26日，潍坊市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郝
希来说，截至今年9月30日，潍坊市累计收缴1009
个小区的维修资金31 . 69亿元（加上县市约55亿
元），申请使用近2000个项目，拨付资金2100余万
元。按照新修订的《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潍坊市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方面
进行了相关调整。政策调整后，将更有利于激活
全市约55亿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据郝希来介绍，自2002年起，潍坊市在全省
率先开始探索住房维修资金收缴管理路子，2004
年6月份开始正式运作。目前，潍坊市区内的新建
商品房项目都已归集了维修资金，收缴标准为多
层每平方米70元，小高层、高层每平方米90元。截

至今年9月30日，累计收缴1009个小区的维修资
金31 . 69亿元（加上县市约55亿元），申请使用近
2000个项目，拨付资金达2100余万元，无论在收
缴数量、资金保值增值和使用方面，均位居全省
前列，在管好房子“养老金”的同时，解决了部分
业主的屋面漏水、单元门损坏、电梯停运等问题。

相比于约55亿元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2100
余万元的拨付资金占比仍然很小，甚至没有用掉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增值部分。是何原因导致维
修资金使用率不高？郝希来告诉记者：“去年增值
2 . 8亿元，但只使用了2100余万元。一是因为住宅
专项维修资金收缴年限比较晚，从上缴到现在，
即使是最早上缴的那批商品房也仅有10年房龄，
房屋一般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另一个原因是，部
分居民对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认识存在误区，误认
为不好申请，从而不去申请。”

按照新修订的《山东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
理办法》有关要求，结合潍坊市实际，在维修资金

使用方面，潍坊市进行了相关调整。其中，为提高
维修资金使用效率，自今年10月1日起，将维修资
金使用申请受理由市统管下放各区物业主管部
门，业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可以就近到各区物业
主管部门进行申请。10月26日，记者从奎文区住
建局了解到，从10月1日至今，该区已有7个项目
提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申请。

同时，为增加维修使用透明度，保证施工质
量，便于维修资金使用人择优选择有关维修单
位，潍坊市物业办公室通过公开报名、材料初审、
资质管理部门审核及社会公示后，选定了102家
社会信誉好、专业能力强的专门维修单位组成备
选信息库，承担潍坊市市区范围内利用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维修和更新改造项目的维修任务。

“以前，业主找到物业公司，物业公司找的维
修单位存在不正规的情况，在维修质量上容易出
现问题。为此，我们选定了102家社会信誉好、专
业能力强的专门维修公司组建信息库，业主和物

业公司可以选择更放心的维修公司。”郝希来说。
记者注意到，维修资金使用调整为计划使

用、一般使用和应急使用，明确了物业管理区域
内发生的屋面、外墙防水严重损坏、电梯故障、消
防系统故障建筑外立面装饰和公共构件严重脱
落松动、玻璃幕墙炸裂、排水管道爆裂、地下车库
雨水倒灌、其它可能造成人身安全事故的紧急情
况等8种可以申请应急使用的情况。

此外，业主表决方式在原来需双“三分之二”
以上业主同意视为通过的基础上，增加异议表决
方式，即在有业主大会通过的业主共同管理规约
约定的前提下，持不同意意见的业主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一以下且占总人数三分之
一以下的，视为表决通过。

“对于业主、业委会或物业公司的维修申请，
我们将严格管理，符合政策的必须修、尽快修。今
后，小区公共收益也将归纳到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中，由小区业主共同使用。”郝希来说。

潍坊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累计收缴约55亿元，已拨付资金2100万元———

新政策激活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 本报记者 张鹏 宋学宝

不以直接销售为主，以上门为企业改造老
旧高耗能电机为推广模式，曾经让业内同行不
解。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却凭此打开了国际
市场，并成为全国环保产业的领军者。

位于诸城市工业大道东侧的开元电机公
司，是一家专业生产中小型电机的企业。早在
2008年，该公司就自主研发出YE系列高效电机
节能新产品。2009年，该产品通过省级鉴定，
取得首批国家节能产品认证，入选国家节能惠
民工程补贴名录，其效率指标达到了国家
GB18613-2006能效限定值的二级能效水平，能
在较高海拔和50℃高温下满负荷长期工作。然
而，尽管如此，市场开拓却依然困难重重。开
元电机公司调查发现，大量高耗能和重复维修
的老旧电机在各行业的空压机、制冷、风机、
橡胶机械、水泵等设备中广泛使用，仅诸城市
此类电机就多达3000台，其中用于冷库制冷压
缩机和橡胶机械上的多达1600多台。“这些客
户都是公司的潜力市场，要先让他们得到实
惠。”公司总经理张建勇说。基于这些判断，
公司选定了食品行业的冷库冷冻机、橡胶行业
的空压机作为推广实验的突破口，经过与几家
公司合作，发现节电效果十分明显，平均节电
率达到5%-8%，与一些老旧电机相比，节电效
果高达10%以上。

为企业节能减耗，开元电机获得了市场的
认可。目前，该公司高效电机在省内市场占有
率达95%以上，并拥有了第四代、第五代电
机，成为国家及行业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之
一。公司新开发的尼玛系列电动机，已批量出
口北美市场。

节能环保产业的发展，让不少企业尝到了
甜头，潍坊特钢集团就是其中一家。近年来，
全国钢铁企业大面积亏损，去年整个钢铁行业
平均利税不到1%，而潍坊特钢集团利税总额近
3亿元，实现了较快发展。究其原因，主要得益
于较为完善的内部循环经济圈的建设。

进入“十二五”以来，潍坊特钢集团节能
改造累计投资12亿元，实施了八大节能技改项
目，年节约标准煤17 . 6万吨。其中，推广应用
的高炉、转炉煤气回收利用技术及高炉压差发
电、干熄焦余热发电、低温余热发电技术，形
成二次循环产业链，在降低工序成本、节约一
次能源、缓解电力紧张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该集团投资建设的转炉、轧钢加热炉余热发电
项目，将炼钢转炉和轧钢加热炉产生的低压饱
和蒸汽用于余热发电，每吨钢可降低成本8元，
年增效2800万元。

目前，潍坊市已基本形成以高效节能电动
机、低排放燃气发动机及再制造柴油机、LED
照明产品和水污染及空气污染治理等节能环保
设备为主导，以城乡生活垃圾生态化利用等技
术为引领，以资源综合利用和节能环保服务快
速发展为支撑的节能环保产业体系。去年，全
市节能环保企业233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520亿
元、利税82亿元、利润6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6 . 6%、13 . 4%、11 . 8%。

不过，这个市的节能环保产业依然需要突
破。“潍坊企业的突出表现是‘一小一低’，
中小企业占96%，少有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从
事高端设备制造，行业总体水平偏低。”潍坊
市经信委副主任王成喜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潍坊市21家主要节能环保企
业中仅有5家企业涉及产品出口，平均出口量占
销售总量比重不足10%，节能环保产业集聚度
不高。此外，该市企业实施的节能环保工程主
要从市外采购节能环保设备，本市节能环保设
备生产企业域内市场开发不足。

“发展产业一定要有骨干企业带动，还要
形成一定的规模和聚集效应。当前潍坊正在全
面加快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这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园区、企业各个
层面，对发展节能环保产业是一个契机。”王
成喜说，潍坊节能环保产业正处于从产品生产
向装备和服务延伸、从外围向核心突破、从中

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关键时期。
位于潍坊高新区的山东天瑞重工有限公司

一直生产凿岩机械，市场局限较大。今年9月中
日韩产业博览会期间，该公司与韩国真率涡轮
机械有限公司签订协议，合作开发磁悬浮低温
余热发电机设备。公司董事长李永胜告诉记
者，利用这一设备对昌乐煤焦集团的一个废气
口进行循环利用试验，一年能用废气发电3000
万度。“凭借循环经济，公司的市场将大大扩
展。”李永胜说，磁悬浮低温余热项目投产

后，将带动不少配套企业同步转型。
今年7月份，潍坊市公布了3个循环经济示范

县市区和10个示范园区创建单位。通过创建循环
经济示范县市区和园区，促使示范县、园区形成
循环型生产方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题中之
义。记者了解到，单是位于潍城区的节能环保产
业园，已有泰北环保脱硫脱硝脱汞一体化设备等
10个企业创新平台开始建设，6家省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和企业实验室正在引进，已有10家科
技型企业进驻节能环保产业园孵化器并投产。

日前，临朐县投资2 . 6亿元建设的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已进入安装调试阶段，日处理垃圾600
吨。项目正式投产后，该县13个乡镇驻地范围
内的生活及商业垃圾将告别“填埋”等传统处
理办法，彻底变废为宝。

王成喜介绍说，潍坊市将围绕节能环保产
业的政策属性和跨产业属性，以企业为主体，
完善政策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培育规范市
场，突出自主创新，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成为新
兴支柱产业。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鹏

10月9日上午8点，潍坊市区东风街与虞河
路交叉口，一辆由西向东行驶的小型货车追尾
韩女士的私家车，在推力作用下，韩女士私家车
又撞向前面一辆小型车，造成三车连撞。

事故当事人报警后，接警员简单问了下情
况后电话指导当事人下车对车辆受损部位和现
场分别拍照，并迅速撤离，前往辖区奎文区交警
大队二中队处理，在事故现场停留时间不足10
分钟。“三辆车受损并不大，当时正值交通早高
峰，通过快速处理机制，在不出警的情况下，事
故处理得很迅速，并未造成交通拥堵。”奎文区
交警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刘阳告诉记者。

从10月1日起，潍坊市区开始实施《机动车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速处理实施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规定7时至19时间，潍县中路（含）以
西、宝通街（含）以北、西外环（含）以东、玄武街

（含）以南区域内发生的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当
事人应将车辆撤离现场，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
点后自行协商或报警。

《办法》适用于道路上机动车发生的没有人
员伤亡、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单车损失约在
5000元以下)，没有饮酒、毒驾、无证、无牌、未投

保交强险等情形，且车辆可以移动的道路交通
事故。同时，交警部门和保险公司不再勘查现
场，当事人需用手机等拍照，相互验证并可互拍
驾驶证、行驶证及参保情况，作为责任认定及理
赔证据。

记者了解到，10月1日到27日，在道路交通
最为繁忙的奎文区，共接到交通事故报警1101
起，通过快速处理机制处理的事故就有165起。
这一处理方式正在得到市民认可。

近年来，潍坊市机动车保有量和驾驶人数
量大幅增加。截至目前，这个市的机动车保有量
突破287万辆，机动车驾驶人数量达到289万人，
均居全省第一位。其中，奎文、潍城、坊子、寒亭、
高新等主城区的汽车保有量达43万余辆。

据统计，截至9月底，潍坊交警部门接报的
主城区轻微道路交通事故13000余起。在主城区
发生的适用于简易程序处理的道路交通事故，
约占全部事故总数的40%，“这还不包括未报警
或报警后当场私了的，实际占比已超过50%。”
潍坊市交警支队事故科科长杜继强说。

潍坊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秦广森说，在城
区，特别是早晚高峰期，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行
车就会变得异常拥堵，而且容易发生二次事故。

“发生事故后，形成拥堵是一方面，另一方

面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原先的处理模式会牵
扯、浪费交警部门、保险企业和事故当事人很大
的精力。”同时，杜继强告诉记者，在早晚高峰时
段，存在交警部门和保险企业无法及时赶到现
场处理的情况。

《办法》实施后，一旦发生轻微事故，当事人
可拨打122电话报警，并对现场拍照，因条件限
制无法拍照的，撤离现场后可以文字记录方式
记载事故情况。“当事人拨打报警电话，在接警
人员接警过程中，会先了解事故发生的经过和
原因，再根据当事人叙述的情况作出安排，这些
过程都会被录音，这些录音资料和事故双方当
事人以文字记录方式记载的事故情况，都可以
被作为认定事故责任的依据。”杜继强进一步解
释说。

而对于当事人对保险公司是否配合的问
题，潍坊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宋国伦称，《办
法》已征求各保险公司意见，并获得充分认可，

“对不配合或是配合不好的保险企业，将会对其
进行曝光，并录入诚信档案。”

此外，《办法》规定，当事人未按要求撤离现
场的，交警应当责令其撤离，造成交通堵塞的，
处以200元罚款；当事人撤离现场后不按约定配
合处理的，交警部门将依法立案处理。

轻微道路交通事故快处机制启动

在山东开元电机有限公司的装配车间内，工人们正在紧张地生产。（资料片）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社保中心获

悉 ,为进一步提高工伤职工的保障水平 ,10月8
日，潍坊市正式启动补充工伤保险试点工作。

补充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在依照《工伤保
险条例》参加工伤保险的基础上,另行参加的
补充性工伤保险。这次试点的范围限于市区行
政区域 ,包括市直和奎文区、潍城区、坊子
区、寒亭区、市属各开发区的已参加工伤保险
的用人单位。市区行政区内的灵活就业人员也
可以参加补充工伤保险。补充工伤保险费由用
人单位承担,职工个人不缴费。缴费标准按用
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行业风险等级分类确定。

补充工伤保险

试点工作启动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王中坤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省无公害畜产品管理

办公室对潍坊市51家申请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企
业进行了现场检查验收，其中48家企业通过认
证。

检查验收组通过实地查看、资料查阅、问
访等形式，对申请企业的环境条件及设施、人
员资质及许可证照、质量管理制度及记录、投
入品使用与监管、饲养日志管理、生产设施及
现场操作等进行了现场评审。截至目前，潍坊
市今年已有122家企业通过无公害畜产品认
证，其中新认证企业87家，复审换证35家，超
额完成了年度“386”环保行动无公害畜产品
认证任务。

潍坊新增48家

无公害畜产品认证企业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0月25日下午，首届潍坊网

络视频广场舞大赛颁奖典礼举行。本次大赛由
潍坊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旨在以新兴
媒体为平台，彰显各地广场文化活动风采，展
现参赛选手良好精神风貌，推动潍坊市群众文
化活动深入开展。

潍坊市15个县市区的190支队伍参赛，经
过6个月的激烈角逐，通过专家评比和群众投
票（网络与微信平台投票），最终月度冠、
亚、季军队和年度“十佳”队伍出炉。颁奖典
礼上，获奖队伍予以公布表彰，并颁发奖杯、
荣誉证书和奖品。通过本次活动，大大提升了
广场舞队伍的表演水平，引领全市广场舞健康
发展。

首届网络视频

广场舞大赛结束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年来，潍坊市积极推动木

本油料产业发展，木本油料种植面积已达9 . 3
万亩。木本油料产业正在成为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特色产业和重要新兴产业。

随着食用植物油消费需求缺口不断扩大，
木本油料作为提供优质食用植物油的重要来
源，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去年12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相关意见，把发展木本油料产业
摆上了重要位置。潍坊市积极响应中央和省提
出的发展木本油料产业的战略要求，取得了明
显成效。目前，潍坊市种植面积较大的主要有
核桃8 . 1万亩、油用牡丹0 . 38万亩、榛子0 . 24万
亩、元宝枫0 . 22万亩、毛梾0 . 17万亩、杜仲
0 . 13万亩、文冠果0 . 05万亩等。其中，油用牡
丹成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食用植物油新品种。
今年8月，诸城市鸿鹄油用牡丹种植专业合作
社生产基地迎来了牡丹果荚首次采收，120多
亩凤丹油用牡丹亩产果荚100多公斤，总产量
达到1 . 2万公斤。科研表明，油用牡丹籽含油
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以上，含人
体不可或缺又不能自身合成的物质α-亚麻酸达
42%，是橄榄油的60倍。

木本油料成为

农民增收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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