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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宋昊阳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孙永江

近日，滨海区开展春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活动，结合春季特点进行“全覆盖、无缝隙”
式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确
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新春伊始，一批在建重点项目抓住施工的
黄金季节，迅速复工，掀起春季建设新高潮。3
月16日，记者在白浪河大桥及摩天轮项目建设
现场看到，一辆辆吊车高高举起“手臂”，一
个个打桩机不停运转，整个建设现场忙碌而有
序。

“复工前，我们对现场临时施工用电、施
工现场消防、大跨度钢结构、脚手架、电焊
机、电箱、卸料平台、生活区域、饮食卫生安
全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检查，并对现场大型机械
设备进行了仔细检查并调试。”白浪河大桥及
摩天轮项目负责人孙旭平告诉记者，安全是工
程建设的首要目标，项目部成立了安全检查小

组，每天对现场施工机械设备、架设工具以及
各项安全防护措施进行检查监督，不定期对工
人进行安全知识宣讲，协调各环节齐抓共管防
止事故发生，确保项目安全施工。

包括白浪河大桥及摩天轮项目在内，滨海
各大工程项目在抓进度的同时，均全力确保安
全生产。该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春季安全生产
专项整治活动，以高标准部署全区工作安排，
要求各部门单位和企业高度重视，深刻认识做
好春季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性，把安全生产工
作放在重要位置，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落实
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各街道、各园区和各有关
职能部门认真履行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职责，
成立春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专门负
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活动，确保整治工作有条
不紊进行。

“今年，我们的工期紧、任务重，随着在建摩
天轮的不断升高，受大风等天气因素影响，项目
建设难度越来越大，对工人的身体素质、专业技
能等要求越来越高，我们的任务也越来越重，
项目部设置专门人员负责，加班加点推进施工

进度，确保工程的质量和安全。”白浪河大桥
及摩天轮项目安全总监李悦告诉记者，滨海的
大风天气较多，而风力过大会对项目高空作业
产生不安全因素，塔吊、履带吊等机器上带有
风速仪，风速过大会自动报警，当风速过大
时，工作人员就集中力量进行地面工作。

目前，滨海全覆盖整治安全隐患，整治的
范围是全区所有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在
全面检查的基础上，突出对危险化学品、建筑
施工、道路交通、海上安全、人员密集场所、
烟花爆竹、特种设备、燃气等行业领域进行检
查。重点检查上级会议精神落实情况，安全生
产隐患大排查快整治严执法集中行动开展情
况，区安委会《关于深入开展企业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落实情况专项执法检查的通知》落实情
况，企业恢复生产、项目建设开工情况，企业
负责人现场带班制度落实情况，企业安全生产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情况，危险化学品、建筑施
工、道路交通、海上安全、人员密集场所、烟
花爆竹、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
治情况等。

据悉，本次滨海春季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分
三个阶段实施。3月25日前为企业自查自纠阶
段，按照检查内容要求，各企业对本单位进行
全面、细致的安全隐患自查，加强重点部位和
关键环节安全管理，对于发现的隐患按照“五
定”要求加以整改；各企业将自查发现的隐患
逐条列出，标明隐患所在的具体位置，制订整
改措施，确定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期限。3月26日
至5月10日为全面整治阶段，在企业自查自纠的
基础上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各有关部门单位组
织专门力量在本行业领域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
治，研究解决活动中遇到的问题；各街道、各
园区加强本管理区域内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
企业将隐患整改到位；各部门单位做好检查记
录工作，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将企业自
查情况列入重点检查范围，督促企业做好隐患
整改工作。5月11日至5月31日是督查提高阶段，
区安委会将采取听取汇报、重点抽查和定期调
度等多种方式，组织相关部门单位对各部门单
位、各街道园区春季安全大检查开展情况进行
督查，及时汇总通报活动进展。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赵健雄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10日，滨海区山东胜

伟园林科技有限公司注册的“SUNWAY”
商标通过了山东省工商局新认定的山东省著
名商标，潍坊联兴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的“联兴碳素”商标通过了山东省工商
局续展认定的山东省著名商标。

滨海区积极推进名牌、品牌战略，帮助
企业提高知名度，大力实施名牌战略，通过
大力宣传，使辖区内企业积极参与名牌产
品、市长质量奖、省长质量奖的创建，有针
对性地培养了一批山东省名牌产品创建企
业。截至目前，滨海区已有山东海化集团
“鸢都”牌中国驰名商标1件；山东寒亭第
一盐场、山东龙威实业有限公司等6家山东
省著名商标企业；“老河口白蛤蜊”、“莱
州湾沙蚕”、“大家洼盐田卤虫”等4个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任艺舒

3月10日，农历二月初二，渤海莱州湾畔的渔
民、盐民迎来了他们一年一度的民俗文化盛
宴——— 滨海渔盐文化节。来自潍坊、东营和烟台
等地数万名民众自发来到潍坊滨海区北海渔盐
文化民俗馆，进行祈福活动，拜祭龙王和盐神管
仲，祈求在新的一年里四海平安，渔盐丰产。

滨海渔盐文化节已成功举办10届，规模逐
年增大，参与人数逐年增加，展示出滨海特色
渔盐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滨海文化建设的蓬勃活
力，成为潍坊滨海区一道独具韵味的民俗文化
风景线。

赶庙会的人越来越多

3月10日上午10点，记者来到渔盐文化节的
庙会，准备表演的艺人们已准备就绪，庙会上
人山人海，摆摊的商贩和逛庙会的市民们熙熙
攘攘。“我家是羊口的，6点多就出发从家里往
这边赶了。”今年47岁的李文娟和丈夫告诉记
者过来逛庙会是为了许个愿，他们明显感觉到
近两年赶庙会的人越来越多。

采访中记者发现，赶来参加渔盐文化节的
既有滨海区的居民，也有从昌乐、昌邑、寿光
赶来的其他县市区居民，还有从平度、栖霞赶
来的人们。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凌晨四五点
钟就从家里出发往这边赶。“我们全家每年都
过来祭拜龙王许个愿，一年风调雨顺，渔盐丰
收。”来自昌邑的张建兴说。

在庙会上贩卖桃木制品的刘浩每年都会带
着商品来赶庙会。“人越来越多，大家过来祭
拜以后，都会带点纪念品，我这些桃木制品有
辟邪的作用，卖得很好。”刘浩说。

随着一阵响亮的锣鼓声，舞龙舞狮的队伍
开始表演了，观赏的游客们都在用手机拍照，
记录下精彩的瞬间。在舞龙舞狮表演开场后，
群众自发组织的秧歌表演、歌舞表演等纷纷上
场，吸引了众多赶庙会的游客。

自发活动列入非遗保护

每年的“二月二”这天，渤海莱州湾畔即
将出海的渔民和进行盐业生产的盐民们会自发
组织祈福活动，拜祭龙王和“盐神”管仲，祈
求平安和丰收。

自2007年以来，潍坊滨海渔盐文化节已成
功举办十届，规模和参与人数逐年增加，已成
为潍坊滨海区独具韵味的民俗文化。据了解，
每年在潍坊滨海举办的“二月二龙抬头节”和
“正月十六盐神节”均已列入潍坊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重点保护项目，目前正在申报山东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

滨海区具有悠久的渔盐文化历史，盐业生产
有几千年历史，在这里发现的东周盐业遗址群，
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在国内实属罕见，央子盐业
遗址群作为“黄河三角洲”盐业遗址群的主要部
分已成功入选山东省“十二大新发现”。

为了更好地宣传渔盐文化，潍坊滨海区东
部修建了北海渔盐文化民俗馆，是国内首家渔
盐文化民俗馆。该馆主要为了展示渔盐文化、
海文化等多项内容，由当地民营企业山东龙震
集团出资2000多万元兴建。

本届渔盐文化节将潍坊滨海区浓厚的历史
文化积淀与民俗文化旅游相结合，除了传统的
拜祭活动外，有舞龙、舞狮、京剧、吕剧等表
演，坊子、寒亭、昌邑、寿光及滨海当地群众
还自发组织了秧歌、锣鼓、歌舞等丰富多彩的
表演，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渔盐文化民俗馆前泥人泥塑、风
味小吃、手工艺品等，也吸引了大量周边县市
区的老百姓前来凑热闹。

文化积淀领跑民俗游

采访中记者得知，潍坊滨海区立足于日臻
完善的旅游设施配套和独具特色的海洋文化、
盐文化、民俗文化，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连续成功举办了国际风筝冲浪赛、世界旅

游小姐中国区总决赛、中国汽车漂移赛、中国
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潍坊半程马拉松赛、
祭海节、渔盐文化节等大型赛事和活动，依托
潍坊丰台盐业遗址群，规划建设盐文化博览
园，打造独具魅力的海洋城市。

滨海渔盐文化历史悠久，海盐是最早被人
类开发利用的盐种，时间可追溯到距今5000年
前的“五帝”时代，前有宿沙氏煮海为盐，后
有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正盐筴、官山海、设
官煮盐，首创盐铁官营，盐业生产也持续了几

千年，滨海区至今仍是全国最大的海盐生产基
地。

滨海区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文化
的力量，通过文化发展助推产业经济发展，通
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来丰富滨海新城建设内
涵，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已成为滨海新城建设
和国家海洋经济新区建设的新亮点。

滨海区立足丰厚的文化资源，将文化旅游
产业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加速推
进文化旅游产业化，将潍坊滨海建成融历史文

化、滨海旅游、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
旅游胜地。目前，潍坊滨海区正依托东周盐业
生产遗址，传承发展北海渔盐民俗文化，盐文
化博览园正在进行规划设计，内容包括盐业博
物馆、盐浴不沉湖、古今制盐展览等，建成后
将成为集参观、体验、食宿、游玩于一体的文
化休闲场所。同时，全力打造别具风格的海岸
旅游体验区、河海相融的休闲旅游观光带和全
国知名的时尚旅游目的地，树立滨海特色的旅
游品牌。

文化搭台 民俗唱戏

渔盐文化节成滨海靓丽文化名片

滨海开展春季专项整治活动

全覆盖无缝隙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赵健雄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15日，山东信息职业

技术学院滨海校区正式启用，首批2300余名
学生顺利进驻，这也是滨海区第一所电子信
息类专业人才培养院校，进一步丰富了滨海
区职业教育专业类别，至此，滨海科教创新
区招生院校达到10所，在校师5万人。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滨海校区项目总
投资3 . 6亿元，一期项目包括教学楼、实验
楼、2栋学生公寓、1栋餐厅及活动中心。山
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是2003年教育部批准的
全国35所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之
一，2012年8月启动滨海校区建设，重点打
造国家示范软件职业技术学院，投用后每年
可为“蓝黄”两区建设培养输送一大批软件
及计算机方面的高技能人才。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滨海校区启用

两个企业获

山东省著名商标称号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徐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去年以来，潍坊滨海区不断

加快现有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兴立区主导产
业，初步建立了具有一定规模、结构合理、创
新能力强、质量效益好和海洋特色鲜明的现代
产业体系，形成了较强的规模经济效益，为加
快建设海洋经济新区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目前，滨海区现代制造业已形成集群发展
的趋势。在产业发展上，这个区坚持突出特
色、错位发展，强力推进“七大片区”开发建
设，加快现有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引进落
地，聚焦海洋动力装备、绿色化工、生物医
药、临港物流、滨海旅游等主导产业聚集区、
产城融合示范区；依托潍柴大机发展的海洋动
力装备产业不断壮大，以此为核心的产业聚集
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海洋动力装备制造基地；
以华创机器人等企业为代表的智能装备制造、
以瑞驰新能源汽车为依托的新能源产业突飞猛
进；通过积极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大力发
展高新技术产业，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智力
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滨海区现代制造业

优势不断凸显，各关联产业链条不断向高端攀
升，价值链条不断向高值拓展，展现出强劲的
发展态势。

据统计，滨海区内规模以上企业达105家，
纳税超过5000万元及过亿元的5家，过千万元的
36家，在建过亿元项目达200多个，计划总投资
1800多亿元。

滨海区服务业正加速发展。按照“全供应
链生产服务模式和全覆盖生活服务模式”的现
代标准，构建布局合理、充满活力、优势明
显、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港口物流业
高速发展，山东高速物流园等8个物流园和3个
服务中心建设顺利推进，“大潍坊港”物流框
架基本形成。金融业发展较快，32个金融部门
在滨海区设立了综合服务机构，基本形成以银
行为主体，保险、证券、小额贷款、融资担保
等金融机构多元发展的组织体系；旅游业进入
蓬勃发展的快车道，滨海旅游度假区被评为省
级旅游度假区，年接待游客150万人次。

滨海区科教服务业逐步壮大，目前已有市
级研发机构73家，省级以上研发机构22家，其

中国家级研发机构3家。海洋科技大学园等多
家院校、科研院所进驻。一批服务业发展的重
大载体、重大平台、重大项目建成营运，力争
到2020年，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凸现，一批品牌
服务逐渐形成，服务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辐
射范围明显扩大，滨海将成为环渤海地区服务
业发展新高地。

高效生态渔业及养殖业快速发展。滨海区
依托潍坊渔港大力加强渔港经济区建设，着力
发展水产品养殖和深加工产业，不断完善渔业
产业链条。目前，区内有省级无公害绿色水产
品基地11万亩，国家级无公害水产品17种，已
形成20多万亩的养殖规模，各类经济贝类年产
6700多吨，鱼类养殖260多万尾，水产品年产量
超过15万吨。

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进
一步强化了区域综合服务功能和聚集功能，加
快形成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轮支撑城市
发展的新格局，推动产业和城市更高层次、更
大范围、更快速度融合，为海洋经济新区建设
提供了强大动力支持。

发挥龙头带动 实现转型升级

滨海着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宋昊阳 孙永江 报道
“沙蜻四寸尾掉黄，风味由来压邵洋。麦碎花开三月半，美人种子市蛏秧。”阳春三月，蛏子到了最鲜嫩、最肥美的时时候。在潍坊渔港码头上，

数十名渔民正忙着将船上的蛏子运上岸，岸上的商贩则忙着过秤、分拣、装车。看着一筐筐蛏子被装车运走，渔民们心心里充满了丰收的喜悦。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徐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18日，滨海区“放心

早餐”工程正式启动，首期投放的15辆餐车
开始投入使用，为滨海市民提供安全卫生、
营养便捷的放心早餐。

“放心早餐”工程以“政府引导、市场
化运作”的模式实施，食品统一采购、加
工、配送，确保每一个网点都能提供卫生、
便捷餐饮服务。“放心早餐”工程的启动，
可以完善社区商业服务功能，满足居民生活
需求，同时可以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
力。第一批放心早餐工程选取了15个网点，
主要分布在大家洼街道和科教创新区，今后
将根据运营情况和居民意见陆续投放更多餐
车，逐步实现早餐车全覆盖。

滨海启动

“放心早餐”工程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徐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位于滨海区的山东

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获得潍坊市金融控股集
团500万元资金投入。通过向山东天维膜公
司投入天使基金500万元，带动多盈基金投
入1000万元，支持公司均相电渗析膜及其应
用技术开发项目，迅速增强其核心竞争力。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
荷电膜材料的研发、生产型企业，自主研发了
双极膜、均相离子交换膜、碱分离扩散渗析膜
等产品，在资源节约、改善生态、缓解能源
短缺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一
家新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天维膜公司的产品
技术在国内具有先进水平，其自主研发成功
的扩散渗析碱分离膜更是填补了国际空白。

天维膜公司通过与多盈资本、金控集团
的合作，可以充分利用平台优势，弥补公司
在市场开发方面资金不足的劣势，实现技术
资源与管理平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滨海一企业

获500万资金支持

□记者 宋昊阳
通讯员 徐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滨海区获

悉，滨海区建设的特色水产市场——— 渤海国
际水产广场项目正在加快推进。该项目集鲜
活海鲜、海产品深加工、海产品科技研发、
海产品展销、餐饮娱乐于一体，建成后将有
助于滨海区水产市场专业化运营、集中化发
展，助推滨海海洋经济新区建设。

滨海海域面积广阔，海鲜数量繁多，渔
业资源丰富 ,为渤海国际水产广场的发展提
供了优越条件。渤海国际水产广场项目是滨
海区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国际化特色水产项
目，项目总投资5亿元，能容纳1000个商
户，直接带动就业岗位2000多个，将加快滨
海渔业产业发展。目前，渤海国际水产广场
项目施工方抓工期、抢进度，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5个场馆已经进入内部装修阶段，计
划今年6月份正式投入运营。

滨海加快推进

特色水产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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