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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 冰

9月份，联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用电
1 . 3亿度。因为是省直供电的试点单位，联
盟化工每度电享受5分钱的优惠，一个月电
费省下650万元。

目前，寿光市已有12家企业列入省直
供电试点，合同交易量26亿千瓦时，可节
省1 . 3亿元。

为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
供给质量效益，寿光采取有效措施，降低
生产要素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7月，
寿光出台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制定了十大方面101项具体措
施，用一年左右的时间降低企业制度性交
易成本、税费负担、创业创新成本、融资
成本、用工成本等，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轻装上阵
寿光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办公室副主

任王晨筱说，只有打出降成本“组合
拳”，才能为企业营造更宽松的市场环
境，让企业实现“轻装上阵”，调动创业
热情、激发创新活力。

2015年，富康制药主持修订了两个欧
洲药品质量理事会（EDQM）国际标准项
目，今年获得寿光市100万元的奖励。因为

获批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富康制药今年3
月又得到寿光市奖励资金200万元。“寿光
拿出真金白银鼓励企业创新，这些奖励进
一步促进了公司科技成果转化。”富康制
药副总工程师董良军说。

寿光鼓励企业设立创新载体，支持企
业参与标准化建设。对新认定的国家级、
省级创新载体，寿光分别给予200万元、40
万元的补助。主持国际标准制订的企业，
最高奖励100万元。

巨能特钢人力资源部部长刘杰光正在
准备职工技能大赛，1000多名职工参与。
举办这样的大赛，巨能特钢将享受寿光人社
局1万元的补贴。今年，巨能特钢还享受就业
困难人员补贴70多万元，以及失业保险、稳
岗补贴等60多万元。目前，寿光受理207家
企业申请，发放稳岗补贴804 . 9万元。

9月，巨能特钢38名新员工免费接受寿
光人社局组织的入职培训。“政府的降成
本政策，让我们企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优
惠。”刘杰光说。

“越是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对企
业减负的政策效应就越显现出来，像‘雪
中送炭’。”寿光市经信局副局长张宣
说，“减负既是实实在在减轻企业负担，
更是一个信号，让企业无后顾之忧地推进
转型升级，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手
段。”

机器换人
针对不断攀升的劳动力成本，山橡防

水公司把目光盯住了“机器换人”。该公
司目前拥有定向运输、智能运输和固定机
械式运输三类机器人共8个，单价均超过
110万元。公司总经理王勇说，原本35人的
生产车间，采用机器人后只需要8人进行现
场操作和故障排除，生产效率提高了两
倍。

从2015年11月正式投产到今年9月，山
橡防水的销售额已突破亿元，远远超出
2016年年底达到5000万至6000万元的预期。
王勇说：“作为新生企业，我们以‘智能
制造’为主导寻求企业发展新路径，追求
产品质量稳定性。”

寿光对实施“机器换人”项目，同级
财政按设备投资额8%给予补助。目前，寿
光已有凯马汽车、巨能金玉米、山橡防水
等5家企业获得“机器换人”212万元补
助。

“降成本”不仅需要政府层面的改革
创新，还需要企业自身“主动出击”，加
强技术创新、内部管理创新等。

今年前8个月，青岛啤酒寿光公司同比
节约340万元。仅仅旧瓶回收，该公司通过
社会瓶招标、客户回瓶严格执行总部定
价、控制客户回瓶量等措施，累计同比节

省205万元。公司总经理助理刘丽萍说：
“我们一直不停地自我完善、自我警醒，
每个月开一次反思会，说出不足，找出整
改措施，定下完成时间，从而做好内部成
本控制。”

企业的降成本体现在每个环节。晨鸣
集团利用国际金融市场从海外筹集低成本
资金，年节约财务费用1 . 1亿元。巨能特钢
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工艺流程，节约成本
3000万元。东方宏业加强招标管理，降低
采购成本3000万元。银宝轮胎提升原材料
利用效率，节省原料成本540万元。

三张清单
寿光市还致力于优化软环境，转变政

府职能，简政放权，深化改革，根据前期
寿光市编办制定的权力清单、目录清单、
责任清单“三张清单”，累计简化申报材
料141项，简化审批环节209个，缩短服务
时限506个工作日，承诺件提前办结率达
95%。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办公室主
任科员李波认为，这是用政府权力的“减
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上半年，寿光市八大百亿级产业中橡
胶新材料、石油装备两个产业产值率先突
破100亿元，新型防水材料、生物医药、木
制品三个产业过50亿元，新的增长点和竞
争优势逐渐凸显。

制定101项措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

寿光打出降成本“组合拳”

□本报记者 马景阳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冯萍 徐春苗

“没有政府强力推动，这些矿坑还会吞
噬我们宝贵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深受无序
开采之害的沣水镇高东村村民高国刚说。

沣水镇是淄博市张店区东南部破损山
体和矿坑最为集中的区域，大大小小24个
矿坑，4148 . 35亩，占全区整个矿坑复绿工
程面积近70%。截至2010年3月10日，张店
辖区17家露天矿山开采企业全部关停，在
淄博市率先告别了露天矿山开采的历史。

“主城区东南部工矿区生态修复工程
刻不容缓，对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人居环

境意义重大。”张店区委书记孙来斌说，
“必须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理念，抱定决战决胜的态度，加快矿
坑生态修复，确保东南部区域生态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

早在2013年，张店区就努力推进矿山
复绿项目实施，对复绿区进行综合整治，
恢复生态环境。沣水镇对东部废弃矿坑进
行回填复绿，共修复破损山体1000余亩，
总投资5000余万元。

“矿坑治理要因地制宜、因势制宜，
对每一个矿坑都要结合地势制订详细科学
的规划，完善实施方案，综合其生态、社
会及经济效益，确保生态恢复工作取得实

效。”张店区区长王义朴说。
矿坑复绿项目涉及建设方、施工方、

所属村和群众等多方利益和土地权属、地
面建筑物、构筑物和种植物补偿等利益分
配问题，如果不妥善处理，会严重影响工
程施工进度。今年3月份以来，沣水镇干部
前后历时3个月，最终与复绿项目区内涉及
的拆迁户全部签订了拆迁协议书。

“今年，沣水镇将对镇域内24个矿坑
全部进行修复，共分两期完成。虽然时间
紧，任务重，但必须要夯实责任，保障工
程质量。”沣水镇党委书记程勤介绍，其
中，一期投资1300余万元，对丘子山4个矿
坑1213 . 35亩进行生态修复。二期生态修复

20个矿坑2970亩，概算投资7890万元，目前
招标工作已完成，并全面开工。

通过对辖区内矿坑进行生态修复，曾
经破损的山体已渐渐开始恢复，光秃秃的
荒山也焕发了生机，废弃的矿坑得到了治
理，尤其是在矿区附近生活的百姓，切身
感受到了生态建设带来的转变。

张店区主城区东南部工矿区生态修复
绿化涉及沣水镇、南定镇等3个镇办，一二
期概算总投资2 . 21亿元，总面积6000余亩。
一期工程今年3月份动工以来，已完成2000
余亩，二期工程也进展顺利，预计11月底以
前完成苗木种植任务。

全面复绿6000余亩废弃矿坑，还群众碧水蓝天———

张店：投资2 . 21亿元为土地“疗伤”

□记者 张宇鸿 通讯员 李月 张祥 报道
本报禹城讯 “俺们村终于可以告别‘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

土’了，以后再也不用怕颠簸而绕行了。”11月10日，在出入禹城市
辛寨镇李楼村的主干道上，村民马宁指着刚刚铺设完毕的水泥混
凝土“扶贫路”激动地说。

李楼村“扶贫路”铺设完毕，标志着禹城市总长度66 . 4千米的
“扶贫路”工程全部竣工。而像李楼村这样铺设“扶贫路”的社区
（村），在禹城市共有38个，涉及全市12个乡镇（街道），直接受益群
众达5万余人。此次所有新建农村公路严格按照“原路面破碎、整平
压实作底基层+18cm水泥土+18cmC25水泥混凝土”的结构层标准
施工，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确定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
提高了建设标准，保证了建设质量和效率。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梅花 于惠 报道
本报曲阜讯 日前，国家旅游局公布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名单，曲阜市成功入选，成为济宁市第一家入选单位。
曲阜市紧紧抓住建设“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的历史性机遇，

围绕“东方圣城 首善之区”发展定位，按照“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打造文明首善之区”的目标要求，全力突破尼山省级文化旅游度假
区、曲阜文化国际慢城、蓼河二十里文化景观带、孔子博物馆等大
项目，实现了旅游项目的全域覆盖；全面推进吃、住、行、游、购、娱
六要素建设，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有效推动了
旅游业与农业、工业、文化产业的有机融合；大力开展旅游诚信体
系建设，进一步强化旅游行业管理，铸就服务品牌，旅游全域化发
展格局已经基本形成。

曲阜获批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禹城38个社区铺上“扶贫路”

□刘聚兴 报道
11月2日，在临沂市河东区汤河镇农民徐连世开办的民俗展

览馆里，几位农民正在观看这些流传了几辈子的古董。临沂民俗
文化研究会会员、旦彰街村农民刘明香穿上了蓑衣，戴上斗笠，
用百年小木车推着来此观看展出的农家妇女颜士美，体验一下过
去走娘家的感受。

汤河镇十分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发掘，近几年开展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文物古迹保护、民俗物品收集的活动，对
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

临沂农民自办民俗馆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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