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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都镇强

近几年，随着私家车辆的成倍增长，加之
小区建设之初规划相对滞后等因素，不少老旧
小区的停车难问题越来越突出。近日，为缓解
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改善城市交通和居民生
活，潍坊市规划局出台了老旧小区停车设施改
造规划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解决老旧小区停车
难题。

奎文区广文街道张面河小区是个老小区，
由于私家车辆增多，但原先并未规划专用车
位，导致小区车辆出现乱停放。在小区进驻物
业后，物业公司征得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同意，
曾通过小区楼前空地划定了一部分停车位，一
定程度上改善了小区的停车难题。“此前，我
们还想扩建停车位，让小区不再饱受停车困
扰。但苦于没有相关规定，不知道如何审批此

事。”张面河小区物业负责人说，政府现在出
台了规定，让老旧小区化解停车位难题有了希
望。

此前，为规范市区公共停车管理秩序，提
高城市公共停车管理水平，缓解市区停车难和
交通拥堵问题，形成规范有序、安全智能、快
捷便利、协调发展的静态交通格局，潍坊市在
2015年出台关于规范市区公共停车管理秩序的
实施意见。该意见提出：“拓展老旧小区停车
空间。通过政府引导、社会投资等市场化方式
多渠道筹集资金，对2005年前建成的存在停车
难问题比较突出的部分住宅小区，进行改、
修、建部分停车设施，利用2年时间基本缓解
其停车难问题。停车空间的规划、建设、运营
方式和利益分配等，均需在广泛征询业主意见
基础上确定，维护好公共利益和业主利益。”

记者了解到， 潍坊市规划局出台的本次

办法，主要适用于潍坊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老
旧小区停车设施改造规划管理。所谓老旧小
区，是指已经交付使用，但停车问题比较突
出，配建停车位不能满足要求的住宅小区；停
车设施改造用地范围不得超出小区规划净用地
范围。老旧小区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应通过优
化规划布局，充分挖掘空间潜力，因地制宜利
用绿地、广场及闲置场地新建地下立体停车
库、地面停车场和立体停车楼等，缓解停车难
问题。

“随着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多，有的家庭甚
至有两辆私家车。前不久，就有居民向我们反
映，希望增加小区的停车位。但小区规划的停车
位已经饱和，再增加停车位就需要占用绿地面
积了。这让我们也感到两难，增加停车位势必会
减少绿地面积，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很重要。”潍
坊高新区东风东街上一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说。

为此，潍坊市规划局规定占用绿地规划停
车设施，应征得园林主管部门的审核、同意；
占用绿地规划平面车位，应在绿量不减的前提
下，采取绿化与停车相兼容的模式，名贵树
木、大型乔木要予以保留，地面应采用嵌草砖
及类似形式。

此外，老旧小区停车设施改造规划报批，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利用小区内公共空间进行
老旧小区停车设施建设改造，意向方案应经业
主大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同意，并
书面取得有利害关系的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和
按建筑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权同意，未成
立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的小区，应由社区居
委会牵头进行表决；在现有停车场（已出售或
长期出租）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停车设
施，应经停车场全体权利人的同意；取得社区
居委会同意进行停车设施改造。

□ 本 报 记 者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史海莹

7月8日，来到位于青州市东部的谭坊镇，镇
上道路两旁，全是整齐排列的蔬菜大棚和各类
瓜菜作物，田间地头、大棚之间干净整洁，并未
见到任何秸秆类废弃物。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镇，谭坊镇现有耕地面
积15万亩，其中大棚瓜菜面积13 . 5万亩，仅农业
生产，每年都会产生约60万吨植物秸秆。”谭坊
镇人大主席陈玲告诉记者，过去，为图省事，农
民往往将秸秆直接就地焚烧，或者堆在路边，不
仅污染环境，而且影响交通，如今已被明令禁
止。

秸秆等农业废弃物如何处理，是关系到农
村环境，农民生活质量的大问题，为解决此难
题，谭坊镇通过推进秸秆综合利用，逐步改良土
壤结构，发展有机农业，走出了一条农民增收致
富新路，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绿色循环农业。

“我们本着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思路，通过
招商引资，引进了2家生物企业。”谭坊镇副镇长
张清华说，“这些企业利用世界先进的美国亚联
企业集团微生物处理技术，将植物秸秆转化为

有机肥，过程中只产生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环
境。”

据悉，两家秸秆处理企业全部投产后，不仅
能消化谭坊年产的60万吨秸秆垃圾，还可以解
决青州及周边县市区的秸秆无害化处理问题。

“在严格规划的基础上，我们在全镇设置了
110处秸秆垃圾堆放点，引导村民将秸秆垃圾在
固定地点堆放，秸秆处理企业负责每天清运。村
民也可自己将秸秆运送到秸秆处理厂，根据运
送的秸秆种类、重量换取有机肥票。”谭坊镇规
划办主任董学雷告诉记者。

农民产生秸秆，企业处理秸秆，生产的有机
肥和保水剂还田，谭坊镇传统农业实现了闭环
式发展，循环农业带动了生态和经济双赢。

不仅是谭坊镇，青州市近年来着力发展生
态循环农业，成功组织实施农村沼气综合发展，
耕地质量提升、秸秆综合利用和新能源示范县
等国家和省级农业项目。截至目前，全市户用沼
气累计2 . 5万户，占乡村适宜建池户数的41%，受
益人口达7 . 8万多人，生态循环农业基地6处，年
内指导推广各类太阳能热水器2600平方米，为
用户年增收节支50 . 7万元。同时，该市还将休闲
旅游与生态农业相融合，打造休闲生态循环农

业，涌现出了青州清风峪生态农业循环基地、青
州市蔚然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一批示范基
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产品质量，产生了
较好的经济、生态、环保和社会效益。

7月8日，记者来到位于青州王坟镇赵家庄
村的清风峪生态农业循环基地，葡萄长势正好，
游客们正忙着采摘，摘完由工作人员整理装箱。
这个占地1000余亩的基地，主要种有葡萄、猕猴
桃、核桃、山楂、柿子等10余大类100多种果树，
全部采用露天管理，施用有机肥或者农家肥，喷
洒低毒农药，采用人工锄草，杜绝使用除草剂，
控制果树亩产量，提高果品整体品质。

基地内建设生态鱼池一处，水面种植荷花
水草，池中放养锦鲤、鲫鱼等兼具观赏价值的商
品鱼类。池中投放鱼苗从不进行饲料喂养，而是
借助水草、莲藕在水中生长产生的微生物对鱼
类进行自然喂养。同时，水面设有捕虫灯，将夜
间捕杀的蚊虫等昆虫对鱼类进行辅助喂养，从
而保证了鱼类的无公害化上市。

基地内还建有亭台、人造假山瀑布，对生态
鱼池内水质进行更换时，可循环再利用到种植
园内进行灌溉，丰富的有机物质又成了植物的
养料，此生态循环系统在满足游人观光需要的

同时，实现了资源无公害化的最大可持续利用。
清风峪生态农业循环基地筹建已有两年，

2015年多种果蔬上市销售，同时，不断有本市及
外地游客前来游玩、采摘，一种新型的农业生态
种植模式已经悄然形成。

近年来，青州市生态农业与农村新能源建
设工作，在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与大
力支持下，结合工作实际，创新工作思路，用科
学发展观指导工作，成功组织实施农村沼气综
合发展，耕地质量提升、秸秆综合利用、休闲
生态循环农业和新能源示范县等国家和省级农
业项目，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产品质量，
产生了较好的经济、生态、环保和社会效益。

下一步，青州市将坚持实施项目带动战
略，落实2016年耕地质量提升项目秸秆综合利
用工程，完善2014年农村沼气工程中央预算内
投资计划和2015年青州市耕地质量提升项目。
积极开展农村沼气及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建
设，推广秸秆综合利用新技术，支持社会化建
设村级沼气集中供气站工作，支持秸秆或秸秆
饲料化、基料化利用后产物，作为原料工厂化
生产有机肥，提高秸秆还田及肥料化利用水
平。

□记者 郑颖雪 通讯员 巨岩 报道
本报青州讯 7月5日，记者从青州市商务局获

悉，济南海关下发决定书，批准在青州市山东港天
物流有限公司设立海关监管场所。这标志着潍坊乃
至全省首个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海关铁路
监管场站——— 青州国际陆港海关监管场所终获海关
批复。

青州市交通区位便利，物流发展繁荣，“鲁新
欧·青州号”国际班列和青岛至鲁中往返班列实现
常态化运行，使青州具备了建设青州国际陆港海关
监管场所的基础条件。为推动海关监管场所尽早设
立，青州市抓住区位、交通、出口市场等优势，主
动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建设，青州市商务局
多次召开研讨会、论证会、推进会，积极与济南海
关、潍坊海关对接，赢得了海关方面的认可与支
持。

青州海关监管铁路场站位于山东港天物流园区
内，项目规划用地2 . 4公顷，总建筑面积6310平方
米，总投资3860万元，是“鲁新欧·青州号”常态
化运行的必要基础条件和青州国际陆港建设运营的
核心区域。该场站对发挥青州国际陆港综合优势，
推动青州外向型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
重要意义。项目建成后，将为企业提供货物仓储、
分拨、口岸通关、铁路运输一体化服务，使青州市
及周边企业就近报关，降低货物远程成本，提高企
业通关效率。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环保局日前公布6月份市

级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报告，被监测的
4个水源地水质全部达标。

6月份，潍坊市共监测4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
水水源，其中地表水水源2个，分别是峡山水库和
白浪河水库；地下水水源2个，分别是朱里水源地
和东寺水源地。地表水水源分别在峡山水库和白浪
河水库取水口周边100米处设置1个监测点位进行采
样，地下水水源，朱里水源地在朱里井群的2个抽
水井采样，东寺水源地在水厂汇水区采样。监测
中，地表水水源、地下水水源全部按照相关标准进
行评价。检测结果显示，监测的4个在用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全部达标。2个地表水水源监测点位
水质全部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
2002)Ⅲ类标准和相关标准限值要求；3个地下水水
源监测点位水质全部达到《地下水质量标准》(GB

/T 14848-1993)Ⅲ类标准。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亓杨杨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充分发挥创业大赛的社会效

应，7月8日，潍坊市第四届创业大赛复赛第三场
“扶贫攻略”环节在峡山区岞山街道大行营村举
行，进入复赛的71名选手参加了比赛，用实际行动
助力“精准扶贫”。

本场“扶贫攻略”环节采取小组赛的形式。首
先各小组跟随潍坊市人社局驻村人员对大行营村的
基本情况进行全面考察，撰写考察报告，然后以小组
为单位依次上台对该村的贫困状况、产业发展现状
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论述，提出脱贫致富的建
议和未来的发展规划，最后通过采取评委打分和小
组内部打分结合的方式，确定本场选手成绩排名。

据悉，大行营村属省定贫困村，总面积2 . 03平
方公里，耕地2640亩，总人口1740人，为库区移民
村，其中精准识别贫困户11户19人，全部为低保
户。该村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导产业，主要从事小
麦、玉米等农作物种植，兼有经济作物花生、大姜
等。

在分组论述环节，各小组积极为村里发展想主
意、出点子，有提出成立农业合作社抱团发展的，
有提出发展互联网+生态旅游的，还有提出进行土
地流转的，更有新提法，进行“土地认领”。潍坊
市人社局驻大行营村扶贫包村工作组以及村两委成
员在现场认真倾听记录。工作组第一书记陈明表
示：“许多选手提出的发展建议非常好，开阔了我
们的视野和思路，对今后全村的发展将起到很好的
促进作用。”

比赛结束后，大赛组委会专门拿出5万元的活
动经费捐献给了大行营村，帮助村里进行硬件设施
建设。同时，大赛组委会还将该村列入潍坊市创业
大赛的特别关注对象，不定期组织选手回访，鼓励
创业选手集思广益、发挥聪明才智帮助该村脱贫致
富。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8日，首届潍坊市乡音乡韵方

言土语说唱大赛决赛在潍坊市图书馆报告厅举行。
活动自3月份组织发动以来，全市44个报送作品有
23个优秀节目入选决赛。经过演员激烈角逐，评委
现场打分，一批内容健康向上、民间风情浓郁、作
品构思巧妙、表演生动感人的作品脱颖而出，戏剧
类和曲艺类节目的金奖、银奖、铜奖、优秀作品奖
和优秀组织奖花落各家。

据悉，本次比赛的参赛作品全部是原创作品，
参赛节目乡土气息浓郁，艺术特色鲜明，表演形式
丰富多彩，充分代表了潍坊市近年来说唱艺术的创
作和表演水平。而以方言土语说唱为形式的比赛活
动形式新颖，别开生面，开创了潍坊市说唱艺术长
足发展的新局面。

私家车辆成倍增长，中心城区老旧小区停车难频现，潍坊市规划局出台办法———

老旧小区停车设施改造有了规范

青州市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既要“青山绿水”又要“金山银山”

青州将建海关铁路

监管场站

4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

水源均达标□ 本报记者 张 蓓

7月11日，记者从2016年潍坊市上半年市
场主体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几
年，潍坊市通过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推进行政
审批、投融资体制机制、商事制度改革，降低
市场准入门槛和交易成本，有效促进了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1-6月份，全市新登记各类市
场主体56041户，注册资本（金）1029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20 . 5%、71 . 6%。

“自2014年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两年多来，
市、县两级工商、市场监管部门新登记市场主
体数量连年快速增长。”潍坊市工商局副局长
张其亮介绍，2014年、2015年分别新登记市场
主体9 . 8万户、14 . 4万户。到今年6月底，与改
革前2013年底相比，全市的市场主体总量增加
了24万户，增长了55 . 4%；注册资本（金）增
加了4367 . 7亿元，增长了121 . 4%。

据了解，目前潍坊市市场主体发展主要呈
现几个显著特点：

一个是企业类市场主体发展迅猛。新登记
各类企业19939户，注册资本（金）950 . 5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71 . 9%、93 . 3%。新登记企业
数量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6 . 3个百分点，居
全省第二位。“企业是经济体制完善的重要支
撑，与个体经济相比，是规模更大、机构更规
范、管理更科学、竞争力更强的市场主体组织
形式。”张其亮说，商事制度改革实施两年多
来，全市企业持续保持了高速增长，表明投资
者投资热情持续高涨，经营理念更加理性、科
学，市场主体组织形式转型升级的步伐加快。

另外一个特点显示，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占
重要地位。新登记民营经济市场主体55542
户，同比增长20 . 2%，占新登记市场主体总数
的99 . 1%，其中私营企业增速最快。民营经济
持续快速发展的原因，张其亮认为，除了政府

政策扶持外，各部门也在不断降低个私企业准
入条件，放宽投资领域，拓展融资渠道，积极
引导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扩张发展。另外，
无照无证经营查处行动，也引导了无照无证业
户转为规范合法经营业户。

今年上半年，公司制企业成为投资者设立
企业的首选。新登记内资和私营企业中，公司
制企业17157户，同比增长75 . 8%，占新登记企
业的86 . 3%。股份公司持续快速发展，实有股
份公司法人达到848户，注册资本（金）491 . 6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7 . 2%、72 . 1%。对于这一
特点，张其亮认为，多年来，作为现代企业制
度的主要形式，公司制企业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实施注册资本认缴制度以来，除法律法
规有特殊规定以外，取消了公司注册资本最低
数额、出资期限、首次出资比例等限制，取得
市场主体资格更加方便快捷。随着国有企业改
革的深化，大中型国有、集体企业进行了规范

彻底的公司制改制，规模小、竞争力弱的被兼
并、重组或改制为私营公司，显示了公司制企
业较强的发展生命力。

另外，外商投资企业较大幅度增长，新登
记外商投资企业67户，同比增长91 . 4%，比全
省平均水平高出75 . 1个百分点；农民专业合作
社及农村新型经济组织持续发展；企业产业结
构进一步调整优化，第一、三产业所占比重上
升，涉农产业和新兴服务性行业发展快。其中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同比增长100%，农、林、
牧、渔业同比增长69 . 9%，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同比增长65 . 9%，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52 . 9%，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45 . 3%。

截至6月底，潍坊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67 . 6万户，注册资本（金）7964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20 . 8%、40 . 5%。市场主体总量居全省第
二位，注册资本（金）总额居全省第四位。

潍坊上半年市场主体增量提质发展
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56041户，同比增长20 . 5%

创业大赛选手

研讨“扶贫攻略”

首届乡音乡韵方言土语

说唱大赛决赛举行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郭俊锋 李国辉 报道
7月1日，昌邑市党员义工吕庆国等人来到下营镇吕家村建国前

老党员、现年92岁的张京田老人家中，代表义工联合会党支部向他
赠送了建党95周年纪念蛋糕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材料。

昌邑市义工联合会现有注册义工3600余人，其中党员义工1900
余人。自“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昌邑市义工联合会党支
部组织党员义工针对全市的老党员和贫困党员开展了以“送党课、
送温暖、送服务，带回诉求、带回意见、带回信息，落实责任、落
实承诺、落实计划”为主要内容的 “三送、三带、三落实”活
动。今年以来，已组织开展党员义工活动100余次，为群众办好事
实事500多件。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孙金涛 李国辉 报道
本报昌邑讯 7月7日，昌邑市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焦裕

禄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邀请焦裕禄的女儿、焦裕禄干部学院名誉
院长焦守云作专题辅导报告。报告会采取电视台现场直播的方式，
组织全市党员干部分别在主、分会场进行了学习收看。

报告中，焦守云以《我的父亲焦裕禄》为题，从工作和生活两
个方面，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任县委书记期间，抱病带领全县干部
群众与风沙、盐碱、内涝等“三害”作斗争的感人事迹，使参会人
员受到极大的心灵震撼和深刻的思想洗礼。

昌邑举办焦裕禄事迹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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