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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李芳 报道
本报诸城讯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作为房屋的

“养老金”，涉及到千家万户业主的切身利益，
能否替业主管好钱袋子，充分发挥维修资金的使
用效益，离不开安全、高效、便捷的管理工具。
日前，诸城市商品房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实施系统
升级。系统升级运行后，将成为全省首个县级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服务开放平台。

“诸城市的维修资金管理系统开发于2005
年，随着我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量、使用量
逐年大幅增加，工作模式不断转变，原维修资金
管理系统已不能适应目前服务提速、工作提效的
新要求。”诸城市房管办主任张庆忠介绍说。

记者发现，该系统丰富了维修资金公示功
能，增加了维修资金管理的透明度。一是完善商
品房业主对个人维修资金账户情况的查询功能，
使广大商品房业主可随时查询自己的维修资金账
户余额、资金使用、增值收益等有关情况。二是
可即时公示每个维修项目的维修资金使用情况，
将工程名称、房屋坐落、维修项目、分摊范围、
决算金额等内容进行全面公示，接受广大业主的
监督。三是对各个住宅小区维修资金余额情况进
行全面公示，方便维修资金使用单位和业主随时
掌握楼幢维修资金余额情况。

结合维修资金业务办理实际，实行档案电子
化、标准化管理，将维修资金管理、使用过程中
涉及的各类文档和图片等资料进行数字化管理，
既方便查询，又可永久性保存。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崔久良 报道
本报诸城讯 2016创新社会治理优秀城市发

布仪式暨第二届全国创新社会治理经验交流会日
前在北京举行，诸城市被授予“2016全国创新社
会治理优秀城市”荣誉称号。

围绕“共建幸福新家园”，组委会针对全国
860多个市、县进行了比对分析，从依法治理和
权利保护、综合运用与应急管理、基层(社区)治
理、媒体监测等十几个指标推选出51个具有标榜
性、典范性的优秀案例城市。其中，诸城市创新
以社区化为平台、以网格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
支撑、以多元化为补充、以法治化为保障的“五
化”工作机制获得组委会好评，从全国300多个
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

诸城市率先探索农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打
破传统的行政村模式，建立了“多村一社区”农
村新型社区模式。依托农村社区平台，将职能延
伸到基层，近距离为群众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生
产生活性服务，实现以行政村为单元的传统社会
管理向以社区为单元的现代社会治理转变。

以网格化为基础，当地推进社会治理服务全
覆盖。诸城市把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和平安创建
的资源力量沉到社区，纳入网格，实施全方位、
精细化、个性化服务。全市235个城乡社区为一
级网格，以自然村地理界线、街路巷等为界划分
二级网格，并对区内的居民小区和驻区单位再细
划为三级网格。全市共划分二级网格1377个、三
级网格7236个。

同时，该市从社区干部中选配二级网格网格
长，从基层干部党员中选聘三级网格信息员。为
每名网格长免费配备了“民情通”手持终端，开
展日常巡查工作。政法、教育、卫生、计生、安
监等职能部门工作力量下沉到社区，参与网格管
理服务。充分发挥群团组织和协会、合作社的作
用，组建社区志愿者队伍，近距离为群众提供多
元化、个性化服务。全市1 . 4万名干部职工与32
万城乡居民户结对，积极回应基层需求诉求，及
时为群众提供服务。

网格长综合履行综治维稳、安全生产、环境
整治、便民服务、民生保障等五项职责任务185
项服务事项，由网格长排查、处置、上报，并按
照职责权限对应到镇街和部门单位办理。确保把
排查化解矛盾、治安防范、交通消防、人员管控
和防范处理邪教等综治维稳事项全部纳入网格，
解决在网格。

按照网格责任划分，网格长每天不少于两次
巡查，日常巡查工作轨迹自动记录在社会管理服
务综合信息系统。对涉及安全稳定的矛盾纠纷、
事故隐患和重大民生诉求，以及未按期办结的事
项，进行挂牌督办，限期办结。网格长上传的事
项与“12341”民生服务热线以及政法、信访、
安监等有关部门的数据进行关联比对，应该发现
上报未报的，倒查责任。该市坚持日常考核和年度
考核相结合，对网格长工作成绩进行排名，排名末
位的予以调整，优秀的予以表彰。并编制《网格化
管理服务手册》，规范完善网格事项上报、交办、办
理、回访、督查、建档等工作流程，确保“事事有回
应、件件落实处”，实现“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
定人、人负其责”。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刘 冰

诸城市从工业、农业、服务业、建筑垃圾资
源化利用、生活垃圾生态化处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六个方面入手，确定了30余个循环经济建设
重点支撑项目，我们选取其中三个，将其经验推
而广之。

企业小循环，社会大效益

铸造行业在制造业中是生产过程能耗高、
对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行业，尤以冲天炉熔炼
能耗和废弃物排放污染最为严重。这是制约铸
造业发展的重大因素。

诸城市华欣铸造有限公司，依托其自主研
发的短流程铸造工艺技术，消化处理大量废旧
钢铁，践行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走出
了一条铸造企业的可持续、循环化发展之路。

“短流程铸造工艺技术，直接利用高炉铁液
作为原材料，经过高温加热、净化保温、强化孕
育调质处理、检测合格后进行浇铸，省去冲天炉
再次熔化铁锭的工序。”诸城市华欣铸造有限公
司总经理魏玉明说。

对于这项新工艺的效果，魏玉明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采用短流程铸造工艺生产一吨铸件，
可节约240千克标准煤，少产生废砂1吨、粉尘500
千克、废渣200千克；同时生产效率提高一倍，生
产1吨铸件节约时间40-50分钟，节约经济成本
400元。同时，产品质量大幅提高，由于没有高炉
铁液的冷却和铁锭重熔，故吸气和夹杂减少，铁
液更纯净，成分调整方便，铁液经电磁搅拌成
分、温度更加均匀。

得益于工艺降低能耗，减少固气废物排放
的效果，这项工艺被纳入“山东省铸造工业调整

振兴规划”，被列入2010年山东省第三批技术创
新项目，通过了省新产品新技术成果鉴定，被中
国铸造协会评为“短流程工艺生产铁铸件示范
企业”，先后被评为省、潍坊市优秀节能成果。

“我们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各种牌号铁水的
调制，用铁水车运送给铸造企业，免去了中小企
业冶炼产生的污染。”魏玉明说，华欣公司整合
诸城周边铸造产业，牵头组建了山东省短流程
铸造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每年可向周边150
公里内的铸造企业提供50万吨的高质量短流程
铸造铁水，各企业直接减少熔炼设备、燃料、耐
火材料等费用5亿元，年可节约能耗12万吨标准
煤，少产生50万吨废砂、2 . 5万吨粉尘、10万吨废
渣，减排二氧化碳13万吨。此外，公司直接从社
会回收废钢，通过分类、切割和清理非金属夹杂
等预处理，清除无用废料，用废钢铁代替纯净钢
作为炉前加料的材料，既达到降温作用，实现微
量元素的添加，实现高炉铁水调质，满足客户需
求。以这种方式，华欣公司年可消耗10万吨的废
钢铁，构建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物质循环链。

把排弃物榨干吃尽、变废为宝

诸城市生物医药产业园，聚集着兴贸玉米、
东晓生物、浩天药业等龙头企业。

这里是亚洲最大的淀粉、变性淀粉生产基
地，全球最大的肌醇生产基地。

诸城市玉米淀粉产业聚集效应明显，龙头
企业带动作用突出。近年来，依托诸城市生物医
药产业园，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完善淀粉工业资
源循环利用模式，形成农作物培育到淀粉加工，
再到废物资源化利用和种植业的循环经济产业
链网。

兴贸玉米公司将淀粉加工厂与饲料加工
厂、变性淀粉厂、淀粉糖厂、肌醇厂设立在一起，

上一分厂产品直接输送下一工厂为原料，部分
生产工艺直接减少浸泡、烘干等环节，有效节约
了资源、能源，实现了循环利用，还节省包装与
运输费用，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浩天药业公司在
玉米加工生产过程中，从玉米浸泡液中提取加
工肌醇，实现变废为宝，每年生产肌醇5000吨。
东晓生物公司产品由最初的生产玉米淀粉、玉
米油、蛋白粉、饲料，逐步延伸到变性淀粉、葡萄
糖、麦芽糖、肌醇，再到麦芽糖醇、赤藓糖醇、山
梨糖醇、氨基酸、葡萄糖酸钠、植脂末等20多个
新产品，普遍提高附加值3-10倍。

针对企业蒸发烘干环节多的实际，诸多公
司进行余热回收利用。东晓生物公司研发的“结
晶葡萄糖节能环保生产新工艺”，每年进行的余
热回收达65000吨蒸汽，年节约标煤8000多吨。蒸
发器产业的冷凝水全部回收利用，每年节水72
万立方米。利用废渣作为饲料添加剂，年可回收
7000余吨。

目前，国内同行业每吨淀粉用水量在2-2 . 5
立方米，而兴贸玉米公司通过简化工艺流程和
科学的水量平衡计算运用，实现干物零排放，吨
淀粉用水量控制在1 . 5立方米左右，在同行业中
达到领先水平。同时，使用淀粉废水沼气发电技
术、淀粉烘干余热回收改造降低了能耗，使用中
水回用工艺降低了水资源的使用量，使用淀粉
废水提取蛋白饲料技术增加了原料的利用率。

生物医药产业园通过建立循环经济链条，
构建闭合循环的玉米深加工生态产业链条，把
所有的排弃物榨干吃尽、变废为宝，不但拉长产
业链，降低了资源和能源消耗，而且大大降低了
环境负荷。

种、养、加、贸、游循环圈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

产、销售营养速冻食品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通过建设农业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和循环经济
教育示范基地，以废弃物循环利用为核心，以沼
气为纽带,以养殖、加工、贸易为主体，向上延伸
到农作物种植，向下延伸到旅游开发，将种植
业、养殖业、工业生产和生活娱乐旅游有机结
合，形成种、养、加、贸、游生态农业循环经济发
展模式。

“公司树立循环经济理念，拉长循环经济链
条，先后建设了工业旅游园区、清真产业园区、农
场生态园区等三大园区。”该公司董事长惠增玉
介绍说，公司将一次产业的种植、养殖，二次
产业的食品加工，三次产业的贸易、旅游、教
育高度结合，在实现园区内部小循环和园区
之间中循环的同时，实现了企业与社会之间的
大循环。

惠发生态园占地1000亩，集秸秆青贮、肉牛
养殖、屠宰深加工、牛副产品加工、沼气生产、有
机肥加工、蔬菜种植、苗木种植、现代化物流等
于一体，形成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园内建设
温室大棚、育苗棚、农产品初加工车间、屠宰深
加工车间、牛副产品加工车间、农资仓库、沼气
工程、有机肥工程及配套设施，总建筑面积48108
平方米，新购置种植设备、养殖设备、肉牛屠宰
设备、牛副产品加工设备、沼气设备、有机肥设
备及各种办公设备共1068台。同时，将疏菜生
产、农作物种植、林果生产等建成不同的生态采
摘园，供游客参观、休闲、娱乐。

据悉，项目建成后，可年出栏肉牛5000头，
年产沼气50万标准立方米，沼气经气体净化进
入储气柜，全部外供附近村民；沼液进入沼液储
存柜，再经加工成有机液肥；分离的沼渣进入混
配罐，经造粒、烘干等工序后形成固肥。液肥及
固肥作为蔬菜、苗木种植的肥料进入循环链条，
整个生产链条无废物外排。

□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王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2016年12月27日，由济南海

关、财政部驻山东监察专员办事处、省国税
局、省外管局等单位组成的联合验收组对诸城
功能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进行验收。

此次验收改变了以前由海关总署、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委进
行验收的程序，权力下放到省级部门，对验收
程序进行了简化，是海关总署落实国务院加大
力度推进简政放权工作的精神和深化“放管
服”改革总体要求、提高监管效能、降低行政
成本、创造便利的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诸城
功能区保税物流中心成为改革后首批通过验收
的国家级保税物流中心。

青岛保税港区诸城功能区是青岛保税港区
按照聚焦蓝黄、放大优势、创新发展、先行先
试、统筹一体的思路，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全省进行的一次功能区建设的探索实践。项
目由青岛保税港区与青建地产集团联合出资成

立诸城功能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开发。对
于青建地产集团来说，也是其拓展业务范围、
试水产业地产，由地产开发商转型区域运营商
的一次勇敢尝试。

据青岛保税港区诸城功能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苗晓峰介绍，诸城功能区采取“3+
1”产业规划聚集发展模式，即以保税加工与
自主创新并重的出口加工区，以保税物流与物
流核心环节兼顾的现代物流区，具有特殊政策
功能的高新技术与创智创业区，以商务、金
融、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综合配套区，区内配有
综合服务中心、员工公寓、餐厅、商务中心等
服务平台,为入住保税物流中心和企业自由港工
社独栋框架厂房、独栋钢架厂房、联排厂房等
企业，打造包括金融、人力资源、商务代理等
全方位的“一站式，一条龙”服务，为企业发
展解除后顾之忧。

诸城功能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项目是
诸城功能区企业自由港的三大板块（工社项

目、中储棉现代物流项目）之一，于2014年10
月13日经海关总署、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及
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四部委联合批准设立，批准
建设面积0 . 5平方公里，由青岛保税港区管委
和青建集团共同投资建设，是山东省内第5家
获批的保税物流中心。项目位于诸城经济新区
内，一期工程围网面积13 . 6万平方米，建设内
容包括海关卡口区、海关查验区、保税仓储
区、集装箱堆场、散货堆场、海关信息中心、
监控中心、海关办公区以及其他配套设施。中
心可开展保税仓储、转口贸易、国际配送、物
流信息处理、转厂服务、集装箱服务、简单加
工及增值服务、国际采购、入园退税等业务，
具有开放层次高、政策优越、功能全面、通关
便捷等特点。

“诸城功能区保税物流中心自工程建设开
始，就组建了专门的招商队伍，边建设、边招
商。”苗晓峰介绍说，中心通过大量的市场调
研，确立了“立足本地、延伸青岛、拓展全

球”的招商思路，依托青岛港，以“大项目开
发”和“货源积蓄”为重点，成功引进青建奉
凰供应链、中储棉现代物流、俄罗斯进口板材
分拨、泰国珠宝展销、橡胶谷等大项目，与中
远海集团、山东小康机械、诸城外贸集团等50
多家企业签订了进驻协议，初步确立了以跨境
电商、棉花、橡胶、聚乙烯、板材为主干货
种，以进出口分拨、保税商品展销和增值服务
为主要模式的业务基础。

诸城功能区保税物流中心封关运营后，将
服务于诸城市80多家加工贸易企业和500多家进
出口企业的保税需求，成为山东省中西部区域
乃至国家中西部省份的进出口货物中转分拨基
地。“我们力争首年增加进出口值10亿美元，
增加地方物流行业收入1亿元以上，创造就业
1000个以上，并有效推动加工制造产业聚集，
助推诸城服务业发展。以后逐年跳跃发展，10
年内进出口货物吞吐量将超过20万标准箱。”
苗晓峰说。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临近年关，农村渐渐热闹起来。提起刘
加荣，在诸城市皇华镇袁家我乐村，她是街
坊邻居口中的好儿媳。

在村口，街边唠嗑的几名老人告诉记者:
“她是个孝顺媳妇，每天把老人收拾得利利
索索，自己一个人养活孩子，很不容易
啊。”

来到她的家，小小的院子被收拾得干干
净净，屋内家什摆放得井井有条，刘加荣83
岁的公公正坐在炕头看电视，因为耳背，他
只能看画面，不过还是乐得合不拢嘴。他告
诉记者，刘加荣一早给婆婆梳了头，吃了饭
后，婆婆去找老姐妹聊天，媳妇去村北厂子
做工去了。

刘加荣做工的地方，是村里的神五机械
厂。记者在车间见到她时，她正在机床上打磨
小铁板。由于噪音太大，我们走到院子里。没
来得及洗手，刘加荣拿了一张卫生纸不停地
揉搓，一会就搓成了黝黑的纸团。她的手上全
是老茧，工作时虽然戴着手套，不过铁锈和油
灰依然沉积在指缝和手掌的纹路里。

10年前，刘加荣的丈夫遭遇车祸去世，
肇事者逃逸，几天的治疗费就让家里拖欠了
8万多元的债务。此后，大儿子在工厂打工
时，被机械挤压掉三根手指头，因为有残
疾，文化程度也不高，求职时处处碰壁。小
儿子还在上小学。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刘
加荣的肩上。

厂子里的订单也不固定，好的时候每月
赚两千多块，订单少时只有五六百元。“现
在要还旧债，还要供小儿子上学，公公婆婆
年纪大了，也需要多加照顾。”刘加荣说。
刘加荣的公公患有支气管炎，一到冬季便病
情加重，经常需要入院治疗。家里的三亩
地，刘加荣一人打理，小麦自己吃，花生卖
成钱贴补家用。

刘加荣以其柔弱的双肩，挑起了家庭的
大梁，在村里成为了孝老爱亲的典范。今
年，刘加荣获评“山东好人”，目前“中国
好人”网络推选也榜上有名。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园区为平台的循环经济发展机制———

小循环里挖出大效益

诸城功能区保税物流中心（B型）通过验收
采取“3+1”产业规划聚集发展模式，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一站式，一条龙”服务

平凡农家媳荣登“山东好人”榜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服务平台建成

诸城成为2016全国创新

社会治理优秀城市

刘加荣陪伴小儿子学习。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没有鼓面的鼓也能“敲”得

响，空无琴弦的竖琴可以“拨出”动人旋律……
日前，诸城市昌城社区科普馆开馆，并向社会免
费开放。

据悉，这个科普馆是由诸城市科协与昌城镇
政府合力打造，由科普乐园、创客空间、趣味实
验、心理咨询、电子阅览等五大主题组成。3D
打印、巡线机器人等高科技产品展示引发中小学
生的浓厚兴趣.

该馆按照“贴近社区实际，居民需求导向、
突出参与体验”的新型理念，通过展示和教育活
动来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与青少年的科
技兴趣和动手实践能力，打造融展示与互动、参
观与体验、学习与娱乐于一体的科普宣传平台。

昌城社区科普馆开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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