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通讯员 李爱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9日立案，11月18日

判决，驻潍坊市某国有银行的这起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案得以审理终结，得益于金融审判
庭的成立，让包括这起案件在内的涉金融诉
讼案件平均审限缩短30天。”11月22日，潍
坊市奎文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杨培锋
告诉记者，以前，由于基层法院各类纠纷案
件众多，法院的审理、判决压力很大，许多
金融纠纷案件受此影响在较长时间内得不到
审理。

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涉金融诉讼

案件急剧增长，以奎文区人民法院为例，
2013年该院受理502件，2014年受理1361件，
2015年增长至1667件。“金融机构的高度集
中也使得我区成为各类金融案件的高发区，
特别是银行借款纠纷等类型的案件涉及面
广、标的额高、利益复杂，如果处置不及
时，将严重影响银行资产质量，降低其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制约区域经济发
展。”奎文区副区长曹瑞升说。

然而，与传统的商事案件相比，涉金融
诉讼案件有着格式合同多、当事人人数多、
送达困难、对审限的要求更高等特点，如何
又快又好地审结相关案件考验着基层法院。

2015年7月，奎文区编委批准奎文区人民法院
增设金融审判庭，专门审理金融纠纷案件，
这在全省基层法院是第一家。今年11月22
日，奎文区人民法院金融审判庭正式揭牌运
行。金融审判庭揭牌后，将专门审理金融纠
纷案件。奎文区还为金融企业提供立案、送
达保全、审理、执行的“一条龙”司法服
务。“今年前10个月，我院已经收案1280
件，结案1198件，金融案件审判效率大幅提
升。”杨培锋说。

其实，早在去年2月，奎文区人民法院
即开始以开发区法庭的名义先期开展金融审
判工作，抽调经验丰富的商事审判法官专门

审理金融纠纷案件。并且针对金融纠纷案件
特点，改革已有的大立案模式，将金融纠纷
案件的送达、保全、排期都交由该庭实施，
立案庭只负责案号登记。改革后案件的平均
审限缩短30天。2015年审结金融纠纷案件结
案标的额近11亿元。

“金融审判庭的设立为审理金融借款纠
纷案件建立了‘便捷、服务、高效’的绿色
通道，通过其专业性、精细化的司法服务，
进一步提高案件审判效率，协助银行加速化
解不良贷款，有助于维护区域金融安全，防
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潍坊市金融工作办公
室副主任张新华说。

基层法院有了金融审判庭
奎文区开全省先河，案件平均审限缩短30天

□本报记者 任松高 彭辉
本报通讯员 张小寒

龙山街道去年以来利用闲置土地、厂房
资源对接了13个项目；米山镇盘活闲置厂房
2万平方米、闲置地块90多亩；经济开发区
盘活闲置厂房引进的18个项目，总投资额达
11 . 3亿元……今年以来，威海市文登区盘活
闲置资源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城市、农村、
园区中的不少闲置土地、厂房和楼宇又重新
焕发了生机。避“闲”，既是现有资源的优
化配置，也是促进城乡统筹、产业升级和产
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一招。

车间下乡盘活闲置村房

在环山街道帽埠耩村，超过半个世纪高
龄的老旧村集体房整修盘活一新，成了村里
的标志性建筑。

这批老旧集体房在帽埠耩村西，其中一
套11间曾经是上世纪40年代建成的村小学。
年过五旬的村支部委员邵福升说，自己就是
在这里上的小学。“上世纪80年代小学搬
走，这里就直接废弃了，也没想过这房子还
能有啥用途。”

在对口帮扶单位的帮助下，村里将包括
村老小学、生产队库房等200多平米的老旧
集体闲置房进行改建装修，依托临近圣海路
这一连接城乡主干道的优势，引进下乡车间
项目。2012年以来，家纺、电机、铝合金等
四个加工车间先后在此落户，老房子由此

“变废为宝”。小村每年可获得盘活房舍租金
收入近3万元，还为数十位村民提供了“足不
出村”的打工机会，年近六旬的张连荣说，在
家纺车间上班，一个月可以挣上千元。

文登区出台相关政策文件，整合动员各
种力量，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宋村镇政府帮助
盘活村集体房屋引进的连锁超市门店，为石
羊村集体带来每年22 . 6万元的租金收入，20多
位村民就业；张家产镇顾家村利用闲置了25
年的村集体库房建设面粉厂和油坊项目，并
对建成项目整体对外出租；区供销社引进总
投资1 . 2亿元的烟农供销农资项目，盘活了分
布于40多个村镇的供销社老门市房。

腾笼换鸟“唤醒”沉睡厂房

文登经济开发区一家企业建有4 . 4万平
方米厂房，因多种因素原定项目没能上马，
导致厂房闲置。今年初，开发区牵线搭桥，
企业将厂房租赁给韩资企业信亚机电使用，
提供就业岗位3400多个，预计2016年进出口
总额将突破15亿元，实现税收1700万元。

文登经济开发区是文登的近郊开发区，
受城市建设规划等限制，工业用地更加紧张。

“要想更高水平发展，就必须采取资源盘活、
腾笼换鸟的措施，向存量土地要空间、要效
率。”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于向前说。

“项目审批后，两个月内必须开工建
设，且当年开工面积不低于规划建设面积的
70% ，如违约，对于未开工的土地，甲方
有权收回。”如今，在开发区引进的项目合

同中，这一条款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一方
面要盘活资源，另一方面还要有效避免新的
闲置，开发区制定了“以项目总体规划为基
础、根据项目实际建设进度分期供地、惩防
并重”的闲置低效用地预防及处置方案。去
年，开发区某企业的一块土地因超过期限而
未开工建设，被开发区管委会强力收回。

为最大程度地挤出工业用地效益，开发
区还鼓励食品加工、家纺服装等轻工业项目
在设备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建设多层厂房。
在壹鹏食品项目现场，记者看到建成两层的
生产车间，一层奶饮品生产线正在进行内部
装修，二层速冻面食生产线已投产，双层车
间总面积拓展到了9800平方米。

“静资产”转化为“动资源”，今年以
来，文登经济开发区盘活闲置厂房总数9 . 2
万平方米，盘活低效闲置土地448亩，落户18
个项目，总投资额达11 . 3亿元，其中有9个项
目已经投产，5个项目正在建设，1至7月份
已经实现产值10 . 6亿元，形成落后过剩产能
退出、高成长性项目进驻的良好局面。

闲置楼宇成“创客小镇”

在龙山街道引进的“创客小镇”里，每
天超过6万次的“端到端”信息服务高速涌
流运转，而伴随携程、京东、滴滴打车等外
包项目入驻落地，这一数字还将持续拉高。

今年5月，龙山街道办盘活8500平方米闲
置商业楼宇资源，引进山东创谷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打造起以呼叫中心、数据服务、城

市应用软件、电商创业孵化等服务外包项目
为主要引进方向的“创客小镇”，发挥孵化平
台功能，为入驻企业提供一条龙式创业服务。

“以闲置商业楼宇为基础，创客小镇从筹
划到正式投运，仅3个月时间。”在龙山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李自森看来，是项目盘活了闲置
楼宇，也可以说是闲置楼宇成全了项目快速
落地。

往北不远是项目配套的员工宿舍，同样
由盘活而来。为支持创客小镇发展，龙山街
道对这里3600平方米的闲置办公楼进行统一
装修，可为500名员工提供规范舒适的住宿
环境，进一步增强了项目的平台粘性。“目
前，创客小镇已入住座席300个，计划年底
前一期入住座席达到500个，明年年底前入
住座席达到1500个。”李自森说。

针对闲置商业设施，文登区有一套灵活
的盘活主张：将新城区闲置的高层楼宇转化
为更具张力的平台资源，即与孵化器招商结
合起来，盘活打造成为创客空间、孵化平
台，引进专业的公司来运营，按照“苗圃—
孵化器—加速”的链条吸引更多有发展潜力
的创业者、小微企业，催生更多市场主体，
并进一步向集公共技术创新服务、企业孵
化、加速和产业园于一体的产业链发展。

2014年以来，文登区已建成5个孵化器，面
积超30万平方米。其中，漫游世纪科技孵化
器、绿谷科技孵化器等都是盘活闲置楼宇资
源建成。目前，这些孵化器已吸引电子信息、
软件开发、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领域230多家
科技企业和一批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入住。

全面激活城市、农村、园区闲置资源，让“静资产”转化为“动资源”———

看文登如何有效避“闲”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李建 报道
本 报 招 远 讯 1 1 月 2 0 日 晚 ， 一 盒 装 有 药 物

“AZD9291”的快递，送进了一家济南医院，交到了正在
住院治疗的招远患者路绍燕手中。躺在病床上服下药物的
路绍燕表示，要感谢从招远“朋友圈”发起的这场3000多
公里的跨国爱心接力。

时间回到11月16日，当晚，家住招远市的郝增宝，打开
自己的手机微信，发现了路绍燕发来的求助信息。路绍燕是
招远某医院的护士，郝增宝此前生病期间曾和她打过交道。

看了信息之后，郝增宝得知路绍燕如今身患重病，急
需购买一种抗癌药，但国内均告缺货，需要从孟加拉国购
买。“这药对路绍燕来说就是救命药，耽误不得。”郝增
宝很快把这条消息发到朋友圈中，向朋友们求助。

招远当地企业玲珑集团负责人王锋当晚从朋友圈里看
到这条求助信马上伸出援手，该集团在孟加拉国有业务，他
当即留言愿意帮忙，在简单确认药品信息后，王锋连夜安排
公司负责人联系孟加拉国和印度的客户帮忙买药。

11月17日，孟加拉方面在药厂买到了药，18日快递到达
泰国曼谷，19日凌晨到达香港，20日下午又抵达青岛流亭机
场，这盒药飞行3000多公里，中间经历两次中转，最终飞抵
山东大地。得知情况后，海关开启绿色通道，药品得以快速
通关，20日下午15时30分左右，招远玲珑轮胎公司派出的送
药专车司机张福仁与爱心车队一同从青岛启程，经过数小
时奔波，终于当晚把救命药送到了路绍燕手中。

“朋友圈”上演

3000公里跨国爱心接力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李国辉 刘磊杰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日，昌邑市下营镇廒里村90岁的建国

前老党员谢桂芝家里来了一批特殊客人——— 昌邑市义工联
合会的党员义工们，他们除带来米、面等生活用品外，还
带着党旗、党章和摄像机、录音笔，聆听、记录她讲述自
身的经历和见证的历史，并和她在党旗下合影留念。

这是昌邑市今年11月初开始组织实施的，以“听老革
命讲那过去的事情”为主题的党史记忆抢救工程活动中的
一个缩影。昌邑现有建国前老党员196名，为凸显老党员
的精神引领作用，该市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以党员义工为主体，面对面向这些老革命、老
党员征集口述史料、回忆录等“活资料”，深入挖掘党史
资源，抢救党史记忆。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对43名建国
前老党员的采访。活动计划在明年5月份之前完成，届时
将编辑出版《听老革命讲那过去的事情》党史教材，并将
音像资料编辑制作成《党史记忆》纪录片系列进行展播。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本报青岛讯 11月16日，青岛市市南区中山路青年旅

舍协会成立，落户中山路商圈。协会将着力推动商圈青年
旅舍行业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推动百年老街中山路焕发
新的生机，实现在中山路商圈“诗意的栖居”。

目前，青年旅舍协会成员单位共有30家，将推进中山路
商圈各经营企业、驻街单位和外地来青游客三方共赢。而对
于外地来青游客来说，协会的成立，使他们找到了官方之外
维护权益、保障安全的“组织”，让他们住得放心、舒心、安
心，让年轻的“驴”文化、“背包”文化得到充分释放。

昌邑开展党史记忆抢救工程

青年旅舍协会落户
青岛中山路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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