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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学宝 宋昊阳
本报通讯员 王勇钢 王志顺

走向海洋、认识海洋、利用海洋成为大势
所趋，“一带一路”、沿海经济带、环渤海、
“蓝黄”等国家战略和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
区省级战略，在潍坊滨海融汇叠加。潍坊滨海
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全面推进海洋开发利
用，积极推进潍坊渔港开发建设，加快渔业转
型升级，拓展了海洋经济发展空间，打造国家
海洋经济新区开发建设的强劲蓝色引擎。

“零”的突破———

首座国家一级渔港开港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于沿海
地区的渔民来说，海洋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资
源。然而，一直以来，滨海区乃至潍坊的渔民
们并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避风港、出海港。因
为滨海的海滩属于粉砂质类型，海滩平缓，海
岸线向海中每推进3公里，海水深度仅增加约1
米。特殊的自然条件成为了制约海洋渔业基础
建设的重要因素，在潍坊渔港开港之前，潍坊
及东营、滨州等地的大型远海渔轮一般只在烟
台等地停泊，潍坊及周边地区的中小渔船只能
在寿光羊口和昌邑下营等渔港停泊、卸货，但
这两个渔港都属于内河渔港，水位浅，渔船吨
位受限，渔船进出海上路程远，海产品运输、
卸货与渔民上船上岸极不方便。潍坊北部海域
渔业资源丰富，潍坊、滨州、东营、莱州等
地，几千艘渔船长年在此生产、停泊、避风、
装卸渔货，因为没有合适的渔港，其中部分渔
船甚至选择在潍坊港停靠，与货船共用航道，
既不符合港口规划，又增加了管理难度，还给
过往的商船造成极大安全隐患。本地渔民出海
打渔时，也常常因为遇到风暴而无法赶到合适
的渔港停靠，只能就近靠岸停靠，造成船碰

船、船砸船的现象时有发生。
闯荡渤海三十载的滨海区大家洼街道渔民

刘文生，已记不清自己出了多少次海，遇到了
多少次危险。30年前，他从父亲手上接过一条
小木船，开始了自己的“讨海”生活。30年
后，小木船已经变成了钢铁之躯的现代化渔
船，捕捞量也大大提升，但唯一不变的就是没
有一个合适就近停靠的现代化渔港。

“由于没有大型的停靠基地，从海上捕捞
的海产品基本上都用小渔船运到沿海公路边上
往外销售。我们在归海之前提前联系好买家，
等靠了岸就直接装车运走。”长年从事捕捞的
渔民袁训丰告诉记者，如果没有提前联系好买
家，就只能先将海鲜放在船上，或者零散卖给
游客，销量无法固定，有时海产品卖不出去会
死在船舱里，只能扔掉，损失非常大。

潍坊渔港的开港对于当地渔民来说，无疑
是个极大的利好消息，意味着以后出海捕鱼可
以极大地缩小成本，节省路上时间，销售有了
保障。袁训丰告诉记者，他之前每次都是从羊
口港出海，距离潍坊渔港现在的位置要多航行
20海里。“捕鱼要进入外海才行，但从羊口港
走需要一个多小时。如今从潍坊渔港直接出
发，就省去了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潍
坊渔港离市区近，捕捞上来的鲜活海产品可以
直接运到市区。”他说，这样一来一回节省近3
个小时的时间，对于他这艘350马力的渔船，就
能省近4000元的柴油费。

作为潍坊市第一个外海渔港，潍坊渔港已具
备了全天候进出渔船条件，可容纳450马力渔船
进出港。而且，依托潍坊渔港产业园及相关配套
设施，渔港功能更加齐全，不仅可以进行渔船港
口装卸、补充水油等作业，刚上岸的海产品还可
以直接在港区进行深加工外销，实现了渔港、食
品港、旅游港、商业港等功能一体发展。

9月1日是开渔的日子，这天一大早，数百
艘渔船停靠在渔港港池里，有的渔船上打出了
“满载而归”等寓意吉祥的旗子。中午12时，

渔船上鞭炮齐鸣，300多艘渔船喜气洋洋地出海
打渔。让渔民们更高兴的是，随着渔港冷链物
流等深加工产业链条的建设，他们的劳动价值
将会得到更大的体现。“有了深加工，捕捞到
的海鲜不论是现卖，还是冷链加工，就不会有
损失了。”袁训丰说。

潍坊渔港开港启用，结束了潍坊市没有外海
渔港的历史，方便了渔民群众生产生活，并且降
低了渔业生产作业成本，提高了该市渔业生产综
合保障能力。滨海区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朱培泉
对记者说：“我们潍坊渔港是按照国家一级渔港
的标准打造的，现在每天的渔船轮番停靠量可以
达到数百艘，全市的外海作业渔船基本上都在
我们潍坊渔港停靠，圆了渔民的梦。”

多元建港———

聚力共赢，建设一流渔港

滨海区以潍坊渔港为核心，建设潍坊渔港经
济区。潍坊渔港及潍坊渔港经济区规划面积17平
方公里，主要建设潍坊中心渔港、龙威渔港、海恒
威渔港、海渔产业园及运营中心，打造集渔船停
泊、修造船基地、水产品冷链物流、休闲旅游等于
一体的现代渔业生产聚集区。

潍坊渔港共包括龙威渔港、潍坊中心渔港
和海恒威渔港等组成部分。其中，龙威渔港已
完成投资22 . 6亿元，建成疏港道路14公里、码头
岸线712米，现已开港运营，可同时容纳1000多
艘渔船进港停泊、补给，随着岸线及新泊位建
设，渔船停靠数量将进一步增加。潍坊中心渔
港位于龙威渔港南侧，东靠潍坊港西引堤和弥
河跨海大桥，西面紧靠渔港疏港路，岸线长12
公里，已开工建设，全部建成可停靠渔船数千
艘。海恒威渔港规划在山东高速物流园以南、
海正物流园以北，规划建设一条长3000米、宽
300米、水深4米的新航道，在航道两侧建设渔
船泊位，新增岸线6000米，届时，白浪河将与

弥河东西贯通，渔船不需要转十几公里长的潍
坊港防波挡沙堤，从弥河到白浪河只需十几分
钟，渔船通航、停靠时间大大缩短，极大方便
渔船进出，而现在渔船转潍坊港防波挡沙堤大
概需要两个多小时。海恒威渔港建成后，可停
靠3000条渔船，同时配套1000条左右休闲渔船，
主要是从事海螺、梭子蟹、爬虾、赤甲红各种小海
鲜生产，并提供靠岸、避风、卸货等服务。潍坊蓝
色畅想休闲渔业有限公司经理王雷说：“计划在
2016年9月份建成渔港码头及两座配套跨海大桥，
并投入使用。现在主要是先把码头、桥建起来，让
船停进来，然后根据需求进行商业配套设施。”目
前，海恒威渔港土方吹填工作已展开，并已完成
土方吹填5万立方米。

滨海区正在加快推进中心渔港、海恒威渔
港、海渔产业园及运营中心、海产品精深加工等
项目建设，2016年将建成3000米码头岸线、10万吨
级冷库、水产品交易市场和相关配套设施；2017
年，中心渔港、海恒威渔港开港运营。到“十三五”
末，潍坊渔港年吞吐能力将达到5000万吨，渔业
码头岸线5000米，年卸货能力20万吨；货运码头岸
线4000米，5000吨级泊位20个、万吨级泊位5个；
游艇码头岸线3000米，泊位200个。

潍坊渔港建成后，作为莱州湾西部龙头渔
港和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渔港之一，可
以吸引周边地区的渔船到港停靠，成为环渤海
地区渔业生产集中地、渔货交易集散地和水产
品冷链物流的重要节点。潍坊渔港的建设，是
优化黄河三角洲地区渔港布局、保障渔民生产
安全的重大举措，对于大力发展渔港经济、加
快建设“海上”粮仓、推进蓝黄“两区”建设
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开发———

打造现代化渔港经济区

潍坊滨海在渔港开发建设上，通过整合资
源，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实行集中连片开发，
综合发展渔业服务、水产品交易、休闲旅游、
海洋运输等相关产业，着力打造特色鲜明、品
质高端的现代海洋渔业聚集区，实现传统渔业
等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新发展，为海洋产业发展
和市民亲海近海搭建了新平台，对培育现代海
洋产业体系和海洋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潍坊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赵玉国向记者
介绍了潍坊渔港建设的两个规划思路：一个是
打造食品港和仓储物流基地，与中国食品谷联
动发展，作为整个食品谷的出海口，打造东北
亚地区的食品产业基地；第二个是充分利用现
有港口岸线和渔盐文化资源，规划建设海上休
闲、垂钓、亲海近海产业等海洋文化产业基地
和休闲体验基地。

潍坊渔港与“中国食品谷”项目联动发展，规
划建设食品港和仓储冷链物流基地，重点发展冷
链物流和农渔产品加工、物流、贸易，特别是作为
澳大利亚肉牛等产品的上岸港，承接国内外活体
畜产品进出口，推动潍坊国际畜牧产业园建设。
龙威渔港工程项目部负责人袁洪九介绍说，新鲜
的海产品对捕捞、运输、加工、储存等都有很
高的要求，等渔港冷链物流基地和交易中心建
好后，新鲜的海产品可以一上岸就得到加工、
储存，可最大程度地保持海产品本身的新鲜度
和营养。 （下转第18版）

撬动未来的蓝色“支点”
——— 潍坊渔港深度解读

□张鹏 王炳芹 报道
本报诸城讯 近日，诸城市被国家卫计

委确定为全国计划生育家庭科学育儿试点
市。我省仅诸城市和济南市中区2处。

试点项目自2015年开始实施至2020年，
旨在做好计划生育家庭未成年人的社会行为
教育和培养工作。项目将紧密结合卫生计生
中心工作，以计划生育家庭需求为导向，通
过服务建档、技能培训、宣传普教、上门服
务等方式，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面
向家庭、服务家长”的原则，组织动员各方
力量，探索建立统筹协调工作机制，为广大
计划生育家庭提供科学育儿指导服务，提升
广大家长科学抚育婴幼儿的能力和水平，促
进家庭发展与社会和谐。

试点要求相关家庭服务建档率达到60%
以上，家长对育儿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水平、
接受服务满意率要逐年提高。目前，诸城市
已组织开展面向计划生育家庭婴幼儿服务需
求的摸底调查，并结合正在实施的“创建幸
福家庭活动”和“新家庭计划”，研究确定
项目实施方案和试点工作规划。

诸城成为

全国计生家庭

科学育儿试点市

□都镇强 张君亮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对中心城区

（奎文区、潍城区、高新区和经济开发区）
现行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进行了调整，调整
范围覆盖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特种
用水和虞河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费。

自12月1日起，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
费由每立方米0 . 90元调整为0 . 95元，非居民
用水污水处理费由每立方米1 . 00元调整为
1 . 40元，特种用水污水处理费由每立方米
1 . 10元调整为1 . 40元，虞河污水处理厂污水
处理费由每立方米1 . 28元调整为1 . 80元。污
水处理费由各城区自来水供水单位、水利工
程供水单位、自备井供水管理单位代征，上
缴市财政，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中心城区污水处理费

征收标准调整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日，全国首个家禽养殖

专业化培训基地——— 新希望六和“养禽大
学”，在昌邑市围子街道赵家庄子村挂牌成
立。

据悉，学校投资1000多万元引进相关的
配套检测、繁育设备，并聘请10余位行业内
知名专家、博士前来授课。课程包括基建设
备及改造管理、生物安全和疾病防治等多个
科目，涵盖了家禽养殖技术的各个方面。学
校招生面向全国，昌邑市周边地区的养殖户
可免费参加学习，学员将在培训基地进行每
期45天的理论和实践培训。

新希望六和“养禽大学”作为全国首个集
产业输送知识、高端人才、先进技术和职业技
能四位一体的专业化教育平台，在整个家禽
养殖产业里首创了以实践应用为主的培训模
式，引入了“笼养”模式、气雾式通风技术、物
联网技术等，将对潍坊市乃至全国家禽养殖
产业的转型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国首个家禽养殖

专业化培训基地

落户昌邑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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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移动文物4099处

文物藏品40余万件（套）

23处“乡村记忆”工程文化遗产

潍坊保护文化遗产

留住“乡村记忆”

8月31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潍坊渔港正式开港，结束了潍坊无外海渔
港的历史，实现了祖祖辈辈“就近出海、
耕海牧渔”的愿望。

作为农业部、山东省“十二五”重点
渔港建设项目和潍坊市重点建设项目的潍
坊渔港，开发建设全面提速，已纳入潍坊
港整体规划，实现双港联动、一体规划发
展，构成大环抱、多港池格局，多元开
发，延伸产业链条，拓展了海洋经济发展
空间。潍坊渔港全部建成后，可停靠渔船
万艘，成为莱州湾西部龙头渔港和我国北
方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渔港之一，以及环渤
海地区渔业生产集中地、渔货交易集散地
和水产品冷链物流的重要节点，成为国家
海洋经济新区开发建设的坚实蓝色支点。

滨海区以潍坊港、潍坊渔港等一批重
点项目建设为支点，充分发挥海洋经济杠
杆作用，全力聚集海洋产业力量，为潍坊
市加快腾笼换鸟、转型升级提供了巨大且
崭新的战略空间，积蓄起持续发展的恒动
力。

前言

潍坊渔港建设初期。（资料片）

□ 本报记者 张鹏 宋学宝

潍坊市发改委近日召开制定潍坊城区居民
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听证会，拟定了城区居民生
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实施意见方案，征求市民
代表意见。

本次听证会共有17名代表参加，其中消费
者参加人11名、政府部门参加人3名、政协委员
1名、专家学者1名、经营者参加人1名。

拟按居民用气量划分三档

据悉，潍坊城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销售价
格是2007年8月1日制定的，每立方米2 . 5元。

本次潍坊城区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
实施意见有两个方案，都是根据居民用气档量基
数和价格，以每户四口人为基数，将居民用户每
月用气量划分为三档，气价实行分档递增。

不同的是，方案一的第一档为每户每月用
气量在30立方米（含）及以下，执行居民生活
用气到户综合气价每立方米2 . 5元；第二档每月
每户使用30立方米（不含）-70立方米（含），
按与第一档用气价格1 . 2倍比例确定，即每立方
米3元；第三档气量每户每月70（不含）立方米
以上，按与第一档用气价格1 . 5倍比例确定，即
每立方米3 . 75元。

方案二的第一档气量每户每月25立方米
（含）及以下每立方米2 . 5元；第二档每月每户
25立方米（不含）-60立方米（含）气量，按与
第一档用气价格1 . 1倍比例确定，每立方米2 . 75

元；第三档气量每户每月60立方米（不含）以
上，按与第一档用气价格1 . 4倍比例确定，即每
立方米3 . 5元。潍坊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该
方案更多考虑壁挂炉用户的用气情况。

作为潍坊城区的重要供气企业，潍坊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代表张进说：“去年公司每立方
米天然气成本为2 . 87元，每立方米亏损0 . 6元，
成本倒挂现象严重。”

供气成本为何上升

听证会中，参加者每人发了一份补充实施
方案。潍坊市物价局工作人员介绍，近期获悉
国家发改委将出台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拟调
高天然气门站销售价格。

“国家发改委上调居民天然气门站价格
后，潍坊市将对城区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进行
调整，考虑到短期内不宜频繁召开价格听证
会。潍坊市物价局向省物价局请示，建议延期
落实居民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待居民天然气门
站价格调整后，与价格调整一并进行，省物价
局建议未出台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地
级市，居民燃气价格实行上下游联动机制。”
潍坊市物价局副局长孙守良介绍。

记者了解到，居民天然气销售价格上下游
联动机制，即潍坊城区根据燃气企业天然气成
本和门站价格变化情况，实行居民天然气销售
价格与一定时期内购气结算价格联动，随着上
游天然气价格涨跌同时间、同方向调整。

对于居民燃气价格实行上下游联动机制，

11名消费者参加人中，9名不赞成完全采用此方
案。消费者参加人孙全玉说：“居民生活用气
是民生工程，不能说涨就涨，应该更多听取民
意。联动调价周期应拉长，在调价前即使不召
开价格听证会，也应在在物价网站开辟建议
栏，组织相关人员进社区了解情况，供政府部
门参考。”

消费者参加人张家昆说：“根据《潍坊城
市天然气定调成本监审报告》，潍坊港华燃气
有限公司和潍坊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在2012年
和2013年时的燃气业务利润在30%以上，而在
2014年成本上升后，利润相应下降。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公益性企业，不应在利润高时赚更多
的钱，在利润低时就要提价。”

专家学者刘建波认为：“国家规定的燃气
价格没有变动，供气成本为何会上升，相关部
门应将更多精力放在这个原因上。”

代表热议执行标准

通过实行阶梯气价来节约能源，参会者大都
表示支持，但如何在执行中更显公平，争议较大。

本次城区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实施
意见方案，原则上实行“同城同价”，按照用气量
划分为三档。但在城区，存在为数不少的壁挂炉
用户。据统计，单在港华燃气供气用户中，2014年
度实际点火的壁挂炉用气户就有19612户，用气量
1129 . 1万方，户均用气量约576立方米。

“我住的高新区七星之都小区，供暖管道一
直没通到小区里，前几年我们找过市政部门多

次，但迟迟没有解决，现在居民都在使用壁挂炉
供暖，这个价若涨上去，不是个小数目。”孙全玉
说。高新区居民刘延亮表示：“选择燃气供暖也很
方便，上班时间就可以关掉，不浪费资源。有的小
区入住比例达不到，就不给供暖，还有老旧小区，
供热质量差，很多居民也会选择壁挂炉供暖。”

政协委员白宗家认为，壁挂炉供暖存在安全
隐患，不提倡发展。同时，潍坊市市政局专家代表
徐海东称，壁挂炉用户增多，会影响小区的集中
供暖率，“供气企业有亏损，但燃气公司整体业务
还是盈利的，供气属公益事业，应当争取财政补
贴，让利于民。”

此外，对于每户人口基数的认定，消费者参
加人有不同的看法。记者发现，实施方案核定的
气量阶梯基数为每户四口人，户籍人口在5人及
以上的“一户一表”居民用户，第一档气量每月增
加5立方米。

“户籍人口5人及以上的，可以申请‘一户多
人口’用气政策，应提供户籍所在地公安部门核
发的居民户口簿原件、房产证原件及房屋产权人
身份证原件，到当地供气企业营业厅办理认定手
续，所享受政策自认定的次月起执行。”潍坊市物
价局价格管理科主任科员丁永军介绍说。

“这样的申请条件过于苛刻。”张家昆说，有
的家庭是租赁住户或户口没有落在所住房产地，
还有的老人帮助照看孩子，在一段时期家里人数
众多，这样的家庭每月燃气消耗也较大。

张家昆建议，申请条件不应局限于户籍，暂
住证或是居委会证明等都应作为多人口用气申
请条件。

阶梯气价听证，代表不局限在选择方案上，更关注供气成本上升原因及执行环节———

听证会，要听到真民意
视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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