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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蓓 宋学宝
本报通讯员 郭雅靖

浞河公园绿意盎然，一片生机勃勃。蓝天
白云，青山绿水，宜业宜居，已成为高新区新
常态。潍坊市“三八六”环保行动实施以来，
高新区始终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生态城市
建设，空气质量加快提升，水污染整治成效明
显，落后产能加快淘汰，环境监管能力不断提
升，走出了一条发展与保护并进、资源节约与
环境友好共存之路。

政府从严把关

引领绿色发展

出于发展生产的需要，潍坊特钢集团有限
公司打算规划建设一处高炉，但项目报告打上
去，等来的却是一纸禁令。让企业忧心的是，
为高炉配套建设的三座转炉已投入使用，项目
下马，就意味着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铁水供转炉
炼钢。但高新区态度坚决：这个项目属于国家
禁止的新增产能，不能上马！

生态指标上去了，那些曾靠落后或过剩产
能支撑发展的企业怎么办？拒绝污染工业项目
只是减法，生态保护还要做加法。

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发改科科长杨萍萍表
示，国家淘汰过剩产能是个根本原则，在这个
取舍上，高新区首先遵循国家原则，必须淘
汰，然后再帮企业想办法解决问题。经过高新
区的多次牵线搭桥，特钢集团和东北工业大
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达成合作，共同开发
新的特种钢材，并最终上马了100万吨的生产
优质特种线材、棒材项目，走上了一条“专精
特新”的发展路子。如今，特钢集团的各项生
产已达到满负荷运转，而且前期规划的高炉项
目基础工程也已被拆除。

呵护蓝天碧水，成为当下民生改善的最紧
迫任务。在高新区看来，要想解决这一问题，
首先，政府要行动起来，严把建设项目环境准
入关，严控大气污染物增量，让GDP更绿色、
更低碳、更环保。围绕“绿色发展”理念，高
新区注重培育壮大绿色产业，加快构建现代产
业体系，做大做强新兴高端产业，在招商引
资、项目建设过程中严守绿色门槛。“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的建设项目，高耗能、破坏生
态、污染环境的项目，坚决不予以审批。”高
新区经发局副局长刘文增说，同时，组织实施
一批环保节能技改项目，利用环保新技术，提
速传统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如今的高新区天更蓝，山更青，水更清，
空气更洁净。环境质量的持续改善，离不开高
新区壮士断腕的魄力——— 先后投入18 . 4亿元，
完成华电潍坊发电、特钢集团等重点企业治污
设施升级改造；投资1500万元开展“两河”绿
化及景观工程建设；全面清理“五小企业”，
分类治理21家小型铸造企业，取缔关停11家不
符合产业政策的中小企业；完善环境执法、监
测、监控、应急体系建设，对12家市控以上重
点排污企业实现24小时动态监管。

企业主动出击

打造绿色“增长极”

用高炉热态渣为主原料，生产新型节能保
温材料——— “矿渣棉制品”，如今，特钢集团
规划年产2万吨的高炉熔渣制备矿物纤维保温
节能材料项目，因为有效解决了高炉渣热量回
收和高附加值资源化综合利用问题，被列入潍
坊市“十三五”规划。该集团累计投入10多亿
元，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不仅工业余热得到了
高效利用，而且实现了工业废渣污水的“零排
放”。

呵护碧水蓝天，企业要行动。在高新区，

环保部门不再单打独斗，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
创新技改，支持节能减排。汇胜集团把污水处
理产生的沼气与煤掺烧，年可替代2000吨标准
煤；潍柴、盛瑞等企业已完成光伏电站建设，
全区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 . 1兆瓦，年发电
量可达1100万度；歌尔产业园三期通过太阳能
集热系统、空压机余热回收改造节约1663吨标
准煤……

3月28日，华潍热电厂区一个粗大“烟
囱”正在冒着“白烟”。“这可不是烟，而是
蒸汽，这个‘烟囱’是发电循环水冷却塔。”
华潍热电企管安全部部长张银海说，保护环
境，企业责无旁贷，通过循环水供热工程改造
后，把机组对外界的放热量全部利用起来，直
接供给用户采暖使用，节能减排一箭双雕。

2011年7月，华潍热电第一台生物质锅炉投
入使用，一年节约标煤6万吨，获利1000多万
元，同时减排二氧化硫等污染物114吨。2015
年，华潍热电又新上生物质热电锅炉改造项
目，将循环硫化床锅炉改造为生物质锅炉，在

节能环保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一步。

持续发力

守好那抹“绿”

“接下来，高新区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
领，更加突出绿色发展，围绕实施‘十大工
程’，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改进生产生活方
式等关键环节、重点领域，进一步创新思路举
措，着力打造绿色发展的先行区，争做示范和
标杆。”在高新区环保分局副局长、监测站站
长蒯斐看来，生态城市建设不仅仅是脸面问
题，更是关乎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高新区不
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发展经济，更不会去走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污染治理任重道远，必须狠抓工业污染
源治理，抓好水环境综合治理，严控城市扬尘
污染，部门联动，多管齐下，在保护蓝天、碧
水、绿地上持续发力。”蒯斐介绍，高新区今

年将推广潍柴、特钢的节能模式，深入实施工
业余热集中供热，年内新增绿色及光热建筑80
万平方米，打造循环经济发展样板区，同时联
动市政部门推进污水处理厂“一级A”升级改
造，提升浞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完成潍柴工业
园污水站改扩建工作。同时，还要对全区建筑
工地、煤场、小型料场定期督查检查，严格落
实抑尘措施，配套完善防风抑尘设施，改进道
路保洁作业模式，根据环境状况提高作业频
次。

高新区将全面提升环境监管水平，加强环
境监管信息化建设，督促重点企业治污设施全
部安装在线监控，严格落实新建、改建、扩建
项目环境风险评价，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设
施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三同
时”。逐步更新升级重点燃煤污染源在线监控
设施，定期邀请环保专家“集中问诊”，委托
环境监测公司进行专业监测，不断提高大气质
量，真正实现企业有真金白银，市民有碧水蓝
天。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蓓
本报通讯员 闫珊珊

输入姓名、身份证号，绑定社保卡，家住
北海花园的王光亮利用微信平台，几分钟就查
到了自己社保卡里的余额、缴费基数、附近的
定点医院等信息。“以前都要到药店或者社保
大厅查询，现在在家里就能查询了，太方便
了。”对于高新区开通的“潍坊高新社保”微
信服务平台，王光亮竖起大拇指。

2015年，高新区共支付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6855万元，同比增长31%；支付机关养老保险
3998万元，同比增长26%；支付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7592万元，同比增长24%……一个个
数字背后，是高新区社保事业的不断推进。

互联网+社保

办事更快捷

高新区社保服务大厅搬家了；潍坊建筑业
参加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城镇职工普通门诊开
始签约了……自从关注“潍坊高新社保”微信
服务平台后，王光亮每天都能收到公众号上定
期发送的社保政策及最新资讯，第一时间了解
社保政策和变化。“媳妇二胎快生了，平台还

定期发布关于生育报销的注意事项。”王光亮
说，当下的社保政策、业务指南、定点信息
等，不用去社保大厅，都能通过微信公众号查
看。

“互联网+社保”让办事更快捷。2015
年，高新区以“打造社保特色品牌，完善运行
智慧社保平台”为工作目标，建设“掌上社
保”，开通“潍坊高新社保”微信公众平台。
公众号下设“我的社保”、“社保专题”、
“咨询服务””三大板块，其中“我的社保”
可随时随地查阅自己的参保情况；“社保专
题”里面有最新公告、办事指南、政策法规三
个子项目，市民可及时了解各项社保政策及办
理流程；“咨询服务”则可以直接在线咨询，
查询自己附近定点医疗机构等信息。

“自从微信服务平台开通以来，每天都有
用户在线咨询各种问题，工作人员看到后会及
时回复。”高新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处信息科
工作人员刘广鹏说，通过在线回复帮助群众解
决问题，免去了群众跑腿的麻烦。

全民参保登记

一个都不能少

去年10月份，家住金华苑小区的郭少铭喜

添贵子，刚出院回家，社区工作人员便找上门
来，宣传“全民参保登记”工作。“之前不了
解新生儿落地参保政策，正愁不知道怎么办，
没想到社区工作人员找上门来了。”工作人员
主动上门对接，让郭少铭感到心里暖暖的。

2015年，高新区在全市率先开展“全民参
保登记”工作，探索出了“一横三纵、细实精
深”的工作模式，取得显著成效，被列入山东
省和潍坊市试点。

“多亏了区里开展的‘全民参保登记’工
作，我很感激。”“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开
展，不仅给像郭少铭一样的居民解了后顾之
忧，更给高新区北苑社区的王义汉解了燃眉之
急。

王义汉常年在淄博工作，退休后回到高新
区居住，由于之前的社保一直在淄博缴，信息
也在淄博，导致其社保在潍坊无法正常使用，
平时看病、买药等花销只能自掏腰包，由于钱
花的不多，王义汉也没放在心上，最近，他需
要开刀做手术，预计花费几万块钱，这才着了
急。社区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为其办理了异
地定点医疗机构业务，让王义汉在潍坊便能报
销医疗费。

为顺利推进“全民参保登记”工作的开
展，高新区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并整合市、
区与基层资源，创造性地建立了“社区-网格

长-楼长”网格化登记制度，点面结合，点面
俱到。目前，全区已完成7553人的信息登记入
库工作，完成率99 . 72%。

基层社保网络

打造“便民终端”

为让群众享受更加便捷的社保服务，高新
区不断前移服务窗口，把服务从办事大厅移到
“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目前，高新区在全区4个街道社保所及下
设16个社区均通过光缆开通了社保专线，并开
通了居民养老、医疗保险征缴系统，在91个社
区、居委会安装了“商易通”社保缴费设备，
建立了覆盖全区的区-街道-社区-村居“网点
式”信息服务网络，居民不出社区就可办理保
险信息的登记、查询、缴费、采集等业务，通
过完善“四级联网”服务体系，将服务触角覆
盖到基层每一个点。

“窗口前移一小步，群众方便一大步。”
在高新区社保处主任邓涛看来，“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不是目标，未来的服务会朝更加标
准化、规范化、科学化、精细化、人性化的方
向发展，从“面对面”“家门口”为群众做好
服务，到实现与群众“心贴心”的相互信赖。

高新区坚持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生态城市建设———

政企联手，向“绿色”要增量

足不出户，社保业务网上轻松办———

社保小平台 服务大民生

□ 本报记者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郭雅靖

“以前在这里买菜，遇到下雨天得踮着脚尖
走路，一不小心就会踩进泥水坑。现在，不仅地
面干净了、环境整洁了，蔬菜种类很齐全，质量
又好还不缺斤短两。现在在菜市场买菜就像逛超
市，买菜方便又放心。”高新区金马路健康街附
近的王倩对新市场赞不绝口。

多年来，周边居民买菜都是靠十甲和河北大
集等，脏乱差和食品安全问题比较突出。2015年
12月，高新区十甲农贸市场建成投用使用，打造
软、硬件双提升的标准化菜市场，给居民买菜带
来了方便、舒适的环境。

3月25日，记者来到十甲农贸市场，走进大
门，发现路面干净整洁，各铺面的柜台、门头整
齐划一，商品摆放有序，店面门头、标识、标牌
统一设计、统一字体，统一安装的消防设备，业
户健康证等一应俱全。据介绍，占地106亩的十
甲农贸市场一期，是目前潍坊市区规模最大、配
套最全的一个“菜篮子”，建有3个大型停车
场、14个交易大厅，划分了果蔬区、水产区、干
货区等区域，夜里有保安不间断巡逻，市场卫生
有专门的环卫工人打扫。

“华丽变身”后的菜市场让市民就像置身于
超市买菜，除了整齐的环境、丰富的种类，还有
合理的价格、健全的食品卫生管理制度等诸多优
势。

相对于大型商场超市，农贸市场的供货渠道
更复杂。为了保证居民入口的食物安全可靠，十
甲农贸市场通过制订更严格的入场规则，将问题
食品挡在门外。引入山东拜尔检测有限公司作为
第三方检测机构，每天在成千上万种产品里找到
隐藏的危险，及时公布于众。

“每天早上六点过来，每车都要抽样、检
测，不合格的产品不能进入市场，让大伙儿买着
方便，吃着放心。”快检室负责人闫坤直言，对
于消费者而言，买东西最关心的还是质量。产品
快检完成之后，市场的大屏幕上很快就能显示检
测结果，一目了然。另外，检查结果还要在高新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发现不合格的产品，相
关部门会及时处理。

新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副所长郝凌刚介绍，工
作人员被分成四个小组，一个是巡查组，负责消
防安全和计量器具等工作，第二个是食品安全
组，负责餐饮户、食品户食品安全的检查，食品
可追溯管理方面的工作，第三个是机动组，负责
消费者投诉和日常监管工作，第四组就是大厅服
务组，为业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十甲农贸市场是高新区食品安全监管的一个
缩影，像这样纳入监管的规范化农贸市场，在高
新区已经有6家，惠及周边8万居民。高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依靠食品智慧监管平台，建立了全区
食品经营业户的全科电子档案，同时建立了集消
费维权、快速检测、肉菜追溯、物价采集四位一
体的四合一食安公平屋，通过快检全覆盖、食品
价格明示、检测实时监控、数据实时汇集，严把
市场准入关口，实现了食品安全形势的动态管
理。

逛菜市场买菜

就像逛超市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卢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改善中小学生健康状况，全

面提高学校体、卫、艺与健康工作水平，促进中
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达到“人人健康”的目
标，近日，高新区举行2016年学校“健康行动”
启动仪式，从减盐、科学用眼、爱牙护牙、控
烟、关爱师生健康等方面，进一步推进健康教育
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特色化。

启动仪式上，高新区教育局通报了2015年健
康体检结果分析情况，介绍了2016年高新区学校
“健康行动”实施方案，针对青少年近视、龋
齿、肥胖等问题，邀请专业工作人员对全区中小
学校长进行培训，督促各校着力落实健康应急预
案、师生体检制度与健康档案等基础工作。

中小学校

“健康行动”启动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庄文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科技部下达了《关于第

二批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单位名单的通知》，高
新区成为科技部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单位，山东
省仅3家高新区获批试点。

根据试点要求，高新区将面向区域科技创新
和产业发展需求，积极探索有利于本区域科技服
务业发展的新路径和新模式，建设科技服务业集
聚区，搭建科技服务平台，汇聚科技服务资源，
培育科技服务新业态，为区域产业集群提供集成
化科技服务，打造科技服务生态系统，提升区域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水平。

高新区成为科技

服务业区域试点单位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郭雅靖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了保障学生校外饮食安全，

近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了对“小饭桌”等校
外学生托管机构的食品安全专项监督抽查行动。

据了解，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辖区的
“小饭桌”进行了清理和登记备案，对已达标
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对存在隐患、不达标的
督促其整改，达标后办理相关登记手续。目前，
高新区取得《学生小饭桌登记证》的“小饭桌”
有41家，执法人员在加强监督检查的同时，对
“小饭桌”登记备案情况进行公示，并在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网站进行公示，方便社会监督和学生
家长择优选择“小饭桌”。

“小饭桌”专项监督

抽查行动开展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23日，高新区“春风行

动”暨助力女性就业创业招聘会在山东潍坊
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举行，125家企业前来
“招贤纳士”，吸引了全市应届毕业生、农
村劳动者及各类人才前来“觅职”。

125家参会企业提供就业岗位约3300个。

从行业分类看，制造业、信息技术业占比重
最大，各占参会企业岗位需求的20%。记者在
招聘会上发现，受老龄化加剧、全面二孩政
策放开等诸多因素影响，家政服务业更加红
火。为吸引求职者关注，佳益家政有限公司
的展台上摆上了婴儿模型，现场秀技艺、吸
眼球、纳人才。

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刁伟伟说，举办本次招聘会，为广大企业和
求职者提供了良好的沟通平台，一方面为企
业招贤纳士，聚集人才，满足了用工需求，
另一方面，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良好的就业
平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劳动力
以及下岗职工充分就业。

“春风行动”助力就业创业

□张蓓 闫珊珊 报道
3月21日，施工人员正在歌尔光电产业园二期项目现场进行基础底板钢筋绑扎。
歌尔光电园二期项目今年3月份开工建设，预计2019年竣工投产，主要生产注塑磨具、注塑件、耳机及可穿戴智能电子产品。项目建成后将

进一步丰富歌尔集团相关零配件产品种类、延伸产业链条，同时促进与信息产业相关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年可实现新增增销售收入3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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