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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厂化养殖和海洋牧场建设为重点，发展种苗、养殖和休闲渔业重点产业

烟台“海上粮仓”：一渔变多渔
□记者 高 翔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中国中小城市绿皮书

2015》发布，2015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
县市(全国科学发展百强县市)新鲜出炉，山东省在
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占据17席，与江苏省并列榜
首。

据了解，我省入选的17个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中，胶东地区收获颇丰，包揽了7个席位。值得注
意的是，与2014年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相比，山
东入选城市减少一席。此外，烟台龙口市和济南章
丘市，分别位居综合实力百强和最具投资潜力百强
的第11位和第6位，成为山东综合实力最强县市和
最具投资潜力县市。

绿皮书显示，在2015年度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
力百强县市中，东部地区占据了55席，中部、西部
和东北部分别占20、16和9席。尽管东部地区入选
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但山东、江苏和浙江三省在
这份名单中的表现仍然最为抢眼。

□记者 刘 珅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加快推进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

管平台建设，11月27日，省发改委召开了全省投资
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培训暨上线试运行视频会
议。

会上，省发改委通报了山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
批监管平台建设情况，相关技术人员演示培训平台
具体业务操作，安排部署了平台上线试运行及下一
步工作任务。

□李剑桥 王 晖 齐新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山东省海洋与渔业监督监

察总队了解到，山东将开展全省渔港普查工作。
2016年1月1日作为全省的渔港普查的标准时点，全
省312处渔港及自然停泊点的权属情况、建设情
况、港航设施、生产经营情况等数据将进行普查，
本次普查至明年2月底结束，这是继2002年全国渔
港普查后的又一次专题渔港普查。

渔港是渔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渔业安
全、渔船管理、渔业生产的重要载体。山东省作为
全国渔业大省，经过多年的建设，已经形成以中心
渔港为核心，一级、二级、三级渔港为支撑的渔港
体系。但在当前存在渔港布局不完善、基础设施不
全、管理水平不高等问题，制约渔港发挥更大的作
用。为了规范管理，我省根据《山东省渔业港口和
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着手起草编制《山东省渔港
管理办法》，推进渔港认定、经营许可等工作，此
次普查将为上述工作打下基础。

□李剑桥 苏 彬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据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通

报，前三季度，烟台市渔业经济总产值518 . 6
亿元，同比增长8%，其中渔业产值171 . 9亿
元，同比增长10 . 6%；水产品总产量121 . 4万
吨，同比增长2 . 2%。

在利用传统渔业优势基础上，大力推动
现代渔业发展。烟台市海洋与渔业局介绍，
烟台市以工厂化养殖和海洋牧场建设为重
点，突出发展种苗、养殖和休闲渔业3大重点
产业。截至三季度，烟台市水产种苗业产值
21亿元，同比增长10%。全市国家级水产原良
种场总数达到7家。水产养殖业产量81 . 8万
吨，产值116 . 4亿元，同比增加10%。承担省
“海上粮仓”建设重点项目7个，目前正在顺
利推进。全市工厂化达到300万平方米，深水
大网箱1160个，海洋牧场面积达到70万亩。

远洋渔业产量9 . 5万吨，同比增长10%，产值7 . 5
亿元。1—9月，全市水产品出口19 . 2万吨，创汇
额9 . 8亿美元。

作为渔业大市，根据省里的有关要求和
部署，烟台市制订了《关于推进“海上粮
仓”建设的实施意见》、《烟台市现代渔业
产业发展规划》等，明确了到2020年推进现
代渔业建设的总体思路、工作措施和目标任
务。并将“海上粮仓”建设任务细化分解，
落实牵头领导、责任科室，特别是对烟台市
承担的7个“海上粮仓”建设重点项目，做到
落实责任到人，挂牌督办推进。

在休闲渔业发展方面，烟台市认定了28
处市级休闲垂钓钓场和20处市级休闲渔业基
地。安排200万元资金对10处休闲渔业基地进
行了奖励扶持。东方海洋云溪基地通过了省
级休闲海钓示范基地评定。依托市级休闲渔

业基地举办了两次“渔夫垂钓”系列赛。前
三季度，烟台市休闲渔业产值达到20亿元，
同比增长65%。

积极实施科技兴渔战略，着力打造省内
重要的海洋科技研发基地和海洋人才培养基
地。国家级海洋科研成果转化基地、国家级
海洋高技术产业基地等“国字号”基地相继
落户烟台市，承担包括国家“863”计划、科
技支撑计划和山东省农业良种工程等科研开
发项目150多项，完成（鉴定）各类科研成果
140余项，获市级以上科技奖励100余项，其
中国家级5项，省部级13项。为“海上粮仓”
建设提供了强大科技支撑。

烟台市省级现代渔业园区总数达到43
处，占全省近1/5。全市渔民专业合作社总数
突破286家，入社成员7500余人，带动渔民2万
余户，带动基地面积150万亩，覆盖渔业村190

个，覆盖率达到85 . 9%。省级示范社总数达到
21家。

以创建食品安全城为载体，组织开展海
参苗种、海参和海水鱼产品、渔用投入品、
海米质量专项整治等多项活动，加大水产品
质量安全检查力度，取得了较好效果。今年
以来，累计出动执法人员2500余人次，检查
企业1000余，完成部、省、市三级抽检任务
931批次，合格率99%，药残超标案件结案率
100%。积极探索监管模式创新，组织蓬莱市
开展海参苗种附带质检报告准出试点，投资
20万元搭建了市级海参质量追溯平台。同
时，加大渔业品牌创建力度，进行了“烟台
渔业十大品牌”、“十大电商渔企”评选活
动，开展了烟台海参LOGO形象和广告语征集
活动，开通了烟台渔业微信。烟台海参品牌
价值评38 . 38亿元。

□记者 高 翔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10月份山东省财政实施

的国库调度款“点供”制度，让财政资金支出
进度步入了“快车道”。1—10月份全省财政支出
完成预算的近90%，支出进度明显快于往年。

据悉，为加快既定项目的支出，确保项目
早落地、早见效，日前山东省财政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的通知》，建立了国
库调度款“点供”制度，支持各市县加快支出
进度，压减结余结转。

对各市及省直管县（市），2014年底以前

中央和省级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且结转不
到两年需要继续执行的项目，确因库款紧张影
响项目继续实施的，由山东省财政采取“点
供”方式拨付调度款，支持项目按进度完成。
同时，要求市级财政部门在确保本级正常支付
的前提下，加大对所属县（市、区）的国库资
金调度，对因库款紧张而影响结转项目正常执
行的，也采取“点供”方式拨付调度款。

“点供”制度要求各市财政部门于10月15
日前，将市级（包括省直管县（市））符合
“点供”范围的项目清单报送省财政，经逐项

核实确认后，由省级国库定向拨付调度款，并
要求相关市县确保专款专用，尽快实现支出。
截至10月底，共拨付“点供”资金99 . 8亿
元，其中，省级向相关市和直管县（市）拨付
“点供”资金57 . 8亿元，同时带动各市向县
（市、区）拨付“点供”资金42亿元。

在各级共同努力下，调度款“点供”制度取
得了明显成效。1-10月份，全省财政支出完成
6648 . 23亿元，增长20 . 5%，完成预算的88 . 2%，
比时间进度快4 . 9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快了
7 . 5个百分点，也明显快于近几年同期水平。

□ 李剑桥 王永卫 王 昭

近日，记者再次来到日照市桃花岛渔港
时，眼前一亮，原来满是牛皮癣广告和乱涂
乱画的围墙被涂抹成崭新的亮黄色；在道路
旁边搭建的杂货棚已经被拆除，拥挤不堪的
港区道路变得十分通畅；乱堆乱放的各种垃
圾被物业公司收拾得干干净净。原本脏乱差
的渔港，变得整洁、有序，渔民苏循成笑着
说：“渔港也有物业管理啦，这才像我们自
己家的样子！”

日照市共有各类渔船4679艘，重点渔港
12处。渔港是渔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场所，
也是渔业安全生产管理的重要依托。日照市
海洋与渔业局将建设“美丽渔港”作为打造
沿海城市景观带、提升城市对外形象的重要
途径。自 7月份以来，日照市以整治渔港
“脏、乱、差”为突破口，安排1500万元专
项资金，对全市12处渔港开展了环境专项整
治工作。7月22日，日照市组织召开了全市渔
港环境专项整治工作会议，印发了《日照市
渔港环境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对整治工作
进行详细的安排和布置，并成立机构，层层
落实整治任务，形成“政府负责，部门管
理，乡镇落实”的渔港整治格局。

在岚山区西潘渔港，新硬化的渔港路
边，渔民们正忙着结网。“以前渔港全是土

路，被进出车辆压得坑坑洼洼，不断积攒海
货渗漏下的腥水，人进来走一遭衣服能臭好
久。”谈起渔港旧景，一位渔民记忆犹新。
为此清理港内垃圾、硬化道路成为整治重
点。其间，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组织人员及
机械设备逐项开展清理清扫、清运港内垃

圾、土堆、烂泥等废弃物，疏通、整修排下
水道1750米，清运渔港生活垃圾、土堆、污
泥等垃圾废弃物37 . 54万吨，出动工程机械
915台班、4180人次，在较短时间内改变了渔
港面貌，彻底改变了“垃圾靠风刮，污水靠
蒸发，地面靠雨刷”的落后局面。各渔港充

分抓住渔港整治有力时机，对港内道路进行
硬化、整修，完成路面硬化59400平方米，整
修渔港岸壁730余米。改造渔港道闸式门禁8
处。通过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逐步完善渔
港功能，充分发挥渔港效能，为渔业安全生
产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目前，全市已拆除渔港内164处、约1488
平方米临时板房、棚子等违章设施，马路市场、
占道经营得到有效治理，港内道路基本恢复原
状，保持交通通畅，港内商户经营秩序良好。鲁
山渔61878渔船船长王者庆告诉记者：“以前渔
港内土路交织路况很差，私搭乱建到处都是，
交通秩序比较拥堵，渔船到港卸货装车起码要
耗上半天时间，现在港内道路通畅规范了，卸
货出港只要一个小时就能完成。”

记者了解到，除了加强宣传激发群众参与
热情，下一步全市将以此次整治为契机，计
划在各渔港建立健全渔港综合管理机构，成
立渔港保卫、保洁、指挥调度等管理队伍。
日照市海洋与渔业局渔港监督处副处长于智
峰说：“专项整治结束后，日照市海洋与渔
业局对整治情况逐个渔港进行检查验收，经
检查验收合格、符合物业公司进驻条件的，
安排20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引入物业公司开展渔港环境卫生管理，从根
上解决渔港环境脏乱差的问题，确保渔港环
境卫生长期向好。”

渔港引入物业管理

日照巨资造就美丽渔港

我省财政拨付“点供”资金99 . 8亿元

我省17地上榜百强县市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建设加快推进

□记者 高 翔 报道
本报威海讯 近日，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威海活动周”正式启动，活动上工信部电子知识
产权中心山东分中心揭牌成立。

工信部电子知识产权中心是国内较早从事知识
产权管理与服务工作的专业机构，为政府宏观决策
和规划提供了大量知识产权研究与分析成果。山东
分中心落户威海，将有利于威海市“产业强市、工
业带动”战略的实施，有利于威海加快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转型提升传统优势产业，推动工业不断
向中高端迈进。

据了解，“威海活动周”将为企业和相关部门
提供各类知识产权专题辅导培训。山东分中心成立
后，主要开展知识产权研究咨询、知识产权司法鉴
定、专利预警、专利评估等业务，将国家级优质资
源引进山东、引入威海。

整治后的桃花岛渔港。

11月27日，在茌平瑞泽重工有限公司发车区，质监工人正在作发货前的最后检测。
近年来，茌平县抢抓“一区一圈一带”发展机遇，与济南、德州等地达成产业联盟协定，串联起产业结合点，瞄准专业业化市场扩张

和特色产业集聚，形成了铝制轮毂、水箱、变速箱等200多个零部件专业生产区，带动县域内外800多家相关企业争夺行业“话语权”。

□刘珅 王国栋 报道

电子知识产权中心

山东分中心落户威海

山东将开展渔港普查工作

□记 者 张誉耀
通讯员 付贵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记者从济宁市科技
局获悉，惠普软件产业国际创新园正式被认
定为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国际创新园)。这
是济宁市第一家、全国第二十二家国家国际
创新园。

据了解，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是由科
技部及其职能机构认定，在承担国家国际科
技合作任务中取得显著成绩、具有进一步发
展潜力和引导示范作用的机构载体，是国家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的一个重要类别，是领域
或地区研发力量集聚的重要平台。惠普国家
软件产业国际创新园功能定位为依托惠普在
全球软件测试、私有云、大数据及跨行业解
决方案的中心地位，借助济宁高新区的人
才、技术和信息优势，建设涵盖人才、平
台、资本等要素的信息产业生态圈，将园区
打造成为设施完善、管理科学、服务配套、
产学研相结合的集软件研发、企业孵化、软
件成果展示、发布、人才培训和综合管理服
务于一体的全国知名的软件研发基地和知识
经济的对外窗口，将吸引100家上下游配套、
关联性软件类企业，建成销售收入实现千亿
元产值的国际一流软件园区。

惠普创新园
获批国家国际
科技合作基地

一事一议奖补

助推村级公益事业发展
□通讯员 任士刚 彭建伟 报道
本报郯城讯 郯城县港上镇垳头东村原来是有

名的路难走，一到雨雪天气更是泥泞不堪。而通过
“一事一议”奖补项目带动村民投入、社会捐赠，
同时整合农发项目资金等，该村投入300多万元，
对电力设施、道路、污水管网、文化广场以及道路
绿化等进行了综合改造建设，垳头东村已经成为带
头村，模范村。

郯城是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
作试点县，通过以财政奖补为手段，同涉农项目相
结合，充分发挥整合资金1+1＞2的作用，推进了
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据不完全
统计，近年来全县累计筹集并投入村级公益事业建
设资金2 . 2亿元，其中省级奖补资金1 . 05亿元，累
计实施奖补资金项目4 5 3个，占全部行政村的
73 . 5%，包括建成村内外主要水泥路860条，总长
508公里，桥梁328座，修建农民文化活动广场82
个，铺设下水管道180余公里等，受益人口70余万
人。

17 . 14亿元
补贴农机购置

□记者 高 翔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为进一步加快农业机械化

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
升，今年山东省财政厅会同省农机局，筹措
财政资金17 . 14亿元，比上年增加1 . 04亿元，
继续在全省所有农业县（市、区）实施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

截至目前，全省补贴总体进度已接近
97%，共补贴各类农机具19 . 06万台（套），
受益农户15 . 79万户，带动农民和农机生产经
营组织购机投入30 . 31亿元。从补贴机具类型
看，今年大中型农业机械需求仍比较旺盛，
共补贴大中型拖拉机、玉米联合收获机、小
麦联合收获机、深松机等5 . 97万台（套），
累计使用补贴资金13 . 6亿多元，超过补贴资
金总额的80%。

据了解，2004年国家在山东省启动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我省财政累计筹集92 . 71
亿元，支持补贴购置各类农机具180多万台
套。自政策实施以来，全省农机总动力发展
到1 . 31亿千瓦，比政策实施前的2003年增长
57%。政策的实施有力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规模
化、机械化和现代化。

从12月1日开始，国网夏津县供电公司对供电
辖区内设备及输电线路等进行隐患排查梳理，消除
电网运行中的薄弱环节，提高迎峰度冬期间电网设
备和线路的健康水平。

□李 慧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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