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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脱贫攻坚年度战役旗开得胜
重点贫困村“摘帽”69个、净脱贫34790人，超出省定减贫计划16村4790人

□记者 董 卿 从春龙 报道
本报北京讯 1月8日上午，“烟台苹果京杭

合欢迎新春”专题推介会在北京举行。继杭州之
后，烟台苹果走进首都北京，为京城人民送去新
春祝福。

烟台苹果寓意平安、幸福，在北京举办专题
推介会，旨在以苹果为媒，架起北京、烟台两地
友好合作交流的桥梁。这一活动也是烟台市又一
次产业产品和品牌精准营销，旨在进一步叫响和
扩大烟台苹果之都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烟台栽培苹果的历史迄今已有400余年，目前，
全市苹果栽培面积达282万亩，产量达463万吨，
苹果产业已成为烟台农业的支柱产业，“烟台苹
果”也成为国内外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

作为烟台今年城市综合营销活动的开篇大
戏，烟台20家苹果生产加工企业在推介会上带来
了最优质的产品，现场与多家商贸企业签订合作
协议。其中，烟台北方果蔬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
北京秋香商贸有限公司一次就签订了2万吨苹果
购销合同。

烟台苹果
晋京送“福”
20家苹果生产加工企业

与多家商贸公司签订协议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卢 鹏 李世波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1月6日从烟台市扶贫办
了解到，2016年，全市省定重点贫困村完成
“摘帽”69个、净脱贫人口34790人，分别占
烟台市存量重点村和贫困人口的25%和77%，
超出省定减贫计划16个村4790人，实现了脱贫
攻坚年度战役首战首胜。

通过对全市6420个行政村470万农村人口
进行精准识别，烟台市2016年确定省定扶贫工
作重点村277个，剩余贫困户27998户、贫困人
口45201人。脱贫工作事关全面建小康，烟台
市委市政府按照率先走在前列的定位要求，提
出了“早于全国3年、全省1年基本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的目标。

项目建设是脱贫攻坚的关键。2016年，烟
台市在省、市两级扶贫工作重点村实施产业项
目共计416个，总投资1 . 3亿元，带动扶持贫困
人口8566人，全部完成2016年产业项目方案编
制，开工率达到100%。储备帮扶项目596个，
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村均项目超过2个。在项
目建设中，烟台积极实施品牌农业扶贫行动，
帮扶贫困村、贫困户发展市场影响力大、占有
率高的优势品牌产业。

2016年，烟台市实施苹果、大樱桃、核桃、出
口蔬菜、特色养殖等品牌产业扶贫项目131个，
覆盖省定贫困村122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200
人，实现了“短期脱贫、长期致富”目标。

2016年以来，烟台55个重点村解决了饮水
困难问题，31个重点村改造提升了农田水利设
施，发展节水灌溉5800亩，262个重点村公用
配电设施改造升级，完成重点村道路改造50公
里，5个贫困村客运班车开通，建档立卡贫困
户危房改造381户、改厕4948户。

老弱病残贫困人口占烟台贫困人口80%，
是脱贫攻坚最大难点。烟台市不搞简单的一兜
了之，通过土地托管、畜禽托养、土地经营权
入股等形式，吸纳贫困户加入专业合作社，获
得租赁收入。建设农村幸福院、日间照料中心
等，对子女无能力赡养或无儿无女的贫困人口
实行集中供养；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政府
购买服务，请邻居关心照顾贫困人口。

2016年，烟台市农村平均最低生活保障标
准达到每人每年4188元，所有县（市、区）农
村低保标准均达到省定扶贫线以上，实现了
“两线合一”。

目前，全市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标
准减半，报销比例提高5%、最高可达70%、最
高支付限额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资助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1176人，免除费用320万
元，贫困村幼儿园新建、改扩建完工16所；建
设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112处，辐射带动1000
户贫困残疾人从业脱贫。

通过开展“双联双促”活动，烟台发动机
关单位结对帮扶重点村、党员干部结对包帮贫
困户，帮助重点村、贫困户制订脱贫计划，实
施扶贫项目，落实保障措施。参与帮扶的市、
县部门277个，党员干部2万余名，帮扶单位投
入物资9013万元，引进各类资金6534万元，引
进项目170个，受益贫困人口9034人。

今年底，烟台所有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全
部脱贫“摘帽”，贫困人口全部“销号”。

为防止返贫或新致贫，巩固提升脱贫成
效，烟台市今年将进一步纵深推进产业项目落
地落实，确保到2017年底，每个省定重点村、
市定贫困村都能形成1—2个特色产业，每个有
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都有
1个增收项目。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李世波 报道

本报烟台讯 “通过‘扶贫微店’，我家
地里产的最后100多斤土豆也被人包了。要是
往年，卖到长芽了都不一定能卖完。”1月5
日，莱阳市高格庄镇东曲坊村村民隋克彬说。
隋克彬2013年被查出患有癌症后，家庭陷入困
境，这些土豆承载着全家的希望。

隋克彬口中的“扶贫微店”，是由莱阳市
高格庄镇扶贫办依托镇电商协会开办的。高格
庄镇副镇长张莉莉介绍，“扶贫微店”自成立
和正式上线以来，共帮助17户贫困家庭上线售
卖，已接到订单681单，帮助贫困户销售土豆
2000多斤、湾头萝卜1600多斤。

莱阳市芦儿港村依托莱阳梨特色资源，成
立沙田果业合作社，吸纳贫困梨农入社，借助淘
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和现代物流方式，拓宽莱阳
梨网络销售，合作社年线上莱阳梨销量32万斤，
直接带动贫困户56户，户均增收7000多元。

烟台苹果、大樱桃、莱阳梨等都是在全国
叫得响的农产品，非常适合发展电商。截至
2016年年底，烟台市苹果网上销售17 . 51亿元，
同比增长37 . 5%；大樱桃网上销售额近4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75%。烟台市特色农产品网上销
售额占全省农产品销售额的21 . 6%，居全省第
一。近年涌现出“王小二果园”“春早果蔬专业合
作社”等一大批销售额过亿元的电商大户，他
们扎根农村，成为带动当地脱贫的重要力量。

扶贫微店
帮俺卖土豆
电商平台扎根农村

成重要扶贫力量

□记者 隋翔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2017年新年钟声刚刚落

下，1月6日，一家烟台企业就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敲响了锣声：当日，来自龙口的山东道
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正式登陆深交所
中小板，募集资金3 . 2亿元。

道恩股份的上市，也标志着烟台上市公
司总数达到41家，其中境内上市公司34家，
境外上市公司7家，数量继续稳居全省首
位。

除了规模大之外，质量强也是资本市场
“烟台板块”的一大特征。

“作为全市经济的龙头和标杆，大部分
上市公司都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2016年
以来，面对经济新形势，烟台市上市公司充
分发挥机制、资金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不
断加大企业创新力度，努力提高市场占有率
水平，上市公司总体保持了稳定增长的良好
势头。”烟台市金融办负责人说。

数据显示，2016年前三季度，烟台全市
33家境内上市公司主要经营指标均高于全省

平均水平。从营业收入指标看，烟台全市境
内上市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049 . 2亿元，
同比增长26 . 5%，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4 . 1个百
分点，其中，有4家上市公司营业收入过百
亿元，9家公司超过20亿元；而从净利润方面
来看，烟台全市境内上市公司累计实现净利
润90亿元，同比增长65 . 7%，高于全省平均水
平48 . 2个百分点，其中，净利润最高的万华
化学达到29 . 7亿元，增速最快的仙坛股份净
利润增加11倍。

随着自身的快速发展，烟台上市公司在
园区经济建设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部分上市公司已经形成一个上市公司一
个园区的发展规模。目前，万华化学总投资
495亿元打造了占地10 . 5平方公里的万华工业
园项目，绿叶集团投资12 . 3亿元建设了绿叶
国际医药科技产业园，东方海洋投资20亿元
建设了精准医疗科技园，南山铝业、杰瑞股
份、东诚药业、瑞康医药等上市公司也在分
别布局建设各自的产业园区。

“烟台上市公司与产业发展契合度不断

提高，对全市产业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烟台市金融办负责人说。

据统计，以机械、电子、食品、黄金和
现代化工等5大传统行业为主业的上市公
司，约占烟台全市上市公司总量的一半，与
该市的产业结构契合度较高。同时，以高端
装备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也在迅速增长，特别
是东方海洋、正海磁材等企业正在积极打造
“传统行业+新兴产业”的“一老带一新”
双主业模式，对落实烟台市产业发展战略，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将发挥重要的龙头带动作
用。

规模经济的发展，强化了烟台上市公司
的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据2015年统计，烟
台上市公司当年研发投入总量超过26亿元，
其中，投入最大的万华化学达到7亿元，占
营业收入的3 . 63%；南山铝业、杰瑞股份等
企业的研发投入均超过亿元水平；投入占比
最大的创业板企业龙源技术，研发投入占营
业收入的比重超过10%。

上市公司41家，数量继续稳居全省第一位

主要经营指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资本市场烟台板块
规模大质量优

□新华社发
包括工业机器人在内的高端装备制造、生物技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成为当下烟台冲击主板市场的生力军。。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孙 飞 报道

本报烟台讯 2016年，烟台市110共接各类
报警求助168万余起。其中，非警务报警、无效
报警、骚扰电话等96万余起，达57 . 2%。公安部
门呼吁市民：不随意拨打110，把110留给最需要
的人。1月10日是第31个全国“110宣传日”，烟
台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

烟台110报警服务台于1996年建立，目前已
设置86个接警服务台，24小时值守，年均接警
电话175万个，每秒呼入3 . 5个，平均指挥时间1
分钟。日均报警、求助5000余起，比成立之初

增加了20多倍。110品牌深入人心，为烟台市连
续六次荣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城市、
三度捧得“长安杯”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6年，烟台市110接各类报警求助电话
中，类似遗失物品、开门开锁、噪音扰民、各
类纠纷、供电、供气、供暖和海上救援等非警
务报警或者边缘类报警，以及误报、谎报警情
等，耗费了大量接处警资源，110接处警力量被
严重挤占。

2016年11月25日，烟台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
部署加强社会服务联动，推动建立完善“职责
明晰、优势互补、规范高效、方便群众”的社

会服务联动体系。今后，公安机关110再接到非
警务报警电话，会告知报警群众对口拨打服务
热线电话反映诉求，或者接转到有关部门。对
危及公共安全、人身或财产安全的紧急求助，
迫切需要公安机关先期处置的，110仍会及时派
警处置。

烟台市将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凝聚社会共
识，取得社会支持，从报警源头上分流非警务
警情，让110回归职责本位，进一步提升110接处
警工作效率，更快、更准地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全年接警168万余起
无效报警高达57 . 2%

公安机关呼吁：提升接处警工作效率，把“110”留给最需要的人

□记者 隋翔宇 通讯员 崔国栋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市环保局获悉，据

统计，2016年烟台市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
314天，同比增加10天，优良率为85 . 8%，同比增
加2 . 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天数达342天，同
比增加31天，位居全省第二。

具体数据显示，影响烟台市区空气质量的3项
主要污染物浓度出现改善，一项污染物同比相同。
细颗粒物浓度为39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3 . 3%；
可吸入颗粒物浓度为76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1 . 3%；二氧化硫浓度为20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
4 . 8%；氮氧化物浓度为33微克/立方米，同比相同。

据了解，2016年，烟台市在全市范围内持续
开展大气污染综合整治活动，共开展专项巡查督
查40多次，累计下达整改督办单53份，涉及整改
事项121项，对整改进度滞后的21个（次）扬尘
源进行跟踪曝光。同时，加快推进高污染燃料禁
燃区建设，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扩展至市区
和各县市建成区，通过严格监管、资金补助等多
种形式督促引导有关单位落实燃煤替代方案，共
淘汰燃煤锅炉304台。

烟台去年
蓝天白云天数
多达342天
同比增加31天

位居全省第二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孙志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记者从烟台港集团获悉，2016
年烟台港完成货物吞吐量2 . 65亿吨，同比增长
5 . 8%。铝土矿进口量、商品车吞吐量等多项指标
位居全国沿海港口前列。

2016年以来，烟台港集团不断加快物流体系
建设，完善港口功能，促进港口业务发展。铝土
矿方面，随着几内亚博凯内港二号港区建成投
产，铝土矿全程物流链建设取得新突破。全年铝
土矿进口量占山东口岸份额75%以上，烟台港作
为全国铝土矿进口第一港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
固。集装箱方面，不断加大货源开发，开展“散
改集”装箱等特色服务。在航线布局上，积极优
化航线设计，在原有航线的基础上，新增1条支
线和2条干线，形成了“干线拉动支线、支线促
进干线”的良性循环，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60万标箱，继续保持增长。

商品车业务可圈可点。依托资源优势和烟台
港商品车滚装运输经验及特色物流服务，吸引国
内多家车企将烟台港作为商品车出口和分拨基
地。全港今年共完成商品车吞吐量20 . 1万辆，同
比增长33%。其中，外贸出口增长2 . 8倍，商品车
吞吐量和外贸出口量两项指标增幅均居全国主要
港口首位。

烟台港去年
实现吞吐量
2 . 65亿吨
铝土矿进口量商品车吞吐量

多项指标居沿海港口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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