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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日前从潍坊市规划局获悉，

国务院原则同意《潍坊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
2020年）》（以下简称《总体规划》）。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的通知，潍坊市要重视城市
区域统筹发展。在《总体规划》确定的2650平方公
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实行城乡统一规划管理。加
强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整治与改造，城镇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应当统筹考虑为周边农村
提供服务。根据市域内不同地区的条件，重点发展
县城和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中心镇，优化村
镇布局，加强对村镇建设的指导，促进农业产业化
和农村现代化。

潍坊市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到2020年，中心城
区常住人口控制在175万人以内，城市建设用地控
制在192 . 5平方公里以内。要贯彻落实城乡规划法
关于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禁止在《总体规划》确
定的建设用地范围之外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
区。要根据潍坊市资源、环境的实际条件以及《总
体规划》确定的城市空间布局，划定城市开发边
界，加强边界管控，促进城市紧凑布局。增强城市
内部布局的合理性，提升城市的通透性和微循环能
力。坚持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
用地，加大存量用地挖潜力度，合理开发利用城市
地下空间资源，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切实保护好耕
地特别是基本农田。

与此同时，通知要求，潍坊市完善城市基础设
施体系。要按照绿色循环低碳的理念规划建设城市
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公路、铁路、机场等交通基
础设施，加强城市内外交通衔接。建立以公共交通为
主体，各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方便不同交通方式的换乘。做好停车
场规划布局，推动城市停车场建设。坚持先地下、后
地上的原则，统筹规划建设城市供水水源和给排水、
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积极有序地开展地下综合管
廊建设，划定基础设施黄线保护范围。高度重视城市
防灾减灾工作，加强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重点防灾
设施的建设，建立健全包括消防、人防、防洪、防震和
防地质灾害等在内的城市综合防灾体系。

此外，国务院办公厅在通知中还要求，潍坊市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创造优良的人
居环境，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严格实施
《总体规划》。

□记 者 张 鹏 杨国胜
通讯员 沈 全 报 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扶贫办获悉，
2016年潍坊市完成脱贫55662人，新识别和返贫
221人，净脱贫55441人，净脱贫比率达83 . 3%，
超额完成4 . 5万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年度脱
贫任务。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退出241个，省
级任务完成率241%，市级任务完成率161%。潍
城、坊子、寒亭、经济区、青州、寿光、高
密、诸城等8个市、区（开发区）基本完成脱
贫任务。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增长41%。
取得这样的成绩，是潍坊市民生实事的一

大亮点。过去一年来，围绕“两年基本完成贫困
人口脱贫任务、三年全部兜底脱贫”的任务目
标，按照“识别要精准、措施要对路、帮扶要到
位”的总体要求，潍坊市坚持把脱贫攻坚与现代
农业综合改革、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精神文明创
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结合起来，立足“插
花式”贫困实际，把解决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精准脱贫与帮助致富、“输血”扶贫与“造血”扶
贫结合起来。潍坊市推广“党支部+合作社+贫
困户”模式做“加法”，构建“3+1”保障机制做“减
法”，动员社会力量汇成扶贫合力，脱贫攻坚工
作实现高水平推进，为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下了坚实基础。

潍坊作为全国现代农业综合改革试点市，
在率先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宅基地
使用权、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三权改革”的基
础上，积极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
产、企业化运营、社会化服务，发展了一批各
具特色的农业主导产业，催生一大批农民专业
合作社。去年底，潍坊在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
合作社共1 . 92万家，数量、出资总额、成员总
数均居全省第一。

“利用这一优势，我们探索实行‘党支部

+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鼓励党支部
领办创办合作社，充分利用金融扶贫政策、行
业部门政策引导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力争让每个贫困户加入一家合作社，把所有贫
困户都纳入产业化经营链条，促进持续稳定增
收。”潍坊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刘新国说。截至目前，潍坊共有1380个合作社
参与帮扶，帮扶贫困人口1800户6650人，吸纳
3485名贫困人口就业，参与帮扶家庭农场260
个，帮扶贫困户420户750人，供销社系统参与
帮扶的合作社624个。国家级、省级示范社全
部落实了扶贫带动任务。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
组建合作社262家，完成资产改制265个，量化
资产11376万元，61个村已开展资产运营，运
营收入227万元。

为激励各类合作社带动贫困户脱贫，该市
注重打好政策“组合拳”，引导经营主体参与
脱贫攻坚。一方面，发挥金融扶贫政策的引导
作用。加大小额扶贫信贷政策落实，增加金融
扶贫资金，把“富民生产贷”落实到每一个带
动贫困户脱贫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发挥行
业部门政策的引导作用。对支农惠农项目，优
先安排带动贫困户的经营主体实施，并在示范
社、十佳农业龙头企业等评选过程中，把带动
贫困户脱贫作为前置条件，不履行这方面的义

务就没有资格参加评选、享受相关政策。
据刘新国介绍，由于贫困人口多数年老体

弱多病、自我发展能力较差，极易因病因灾返
贫致贫，要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仅
靠增收远远不够，还必须发挥公共政策的托底
作用，最大限度地减轻贫困户在医疗、教育、
住房等方面的支出和负担，尽可能降低因灾致
贫的可能性。

该市按照“个性问题单独解决、共性问题
统一解决”的思路，构建“3+1”工作机制。
“3”，即制定出台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基
本医疗保障暂行办法》《贫困户学生资助暂行
办法》《贫困户危房改造暂行办法》3个办
法。“1”，即实施民生综合保险工程。2016
年7月1日，在全市范围实施民生综合保险以
来，截至2016年11月28日，接到报案咨询电话
1200余次，符合承保条件立案720起，已结案
622起，赔款共计290余万元，未结案98起（预
计赔付102万元），目前正在集中理赔。

值得一提的是，潍坊市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到脱贫攻坚中来，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光彩扶
贫行动三年计划，项目到位资金1 . 5亿元，120
多家企业结对帮扶120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
村，帮扶贫困人数12721人，捐款捐物价值
1358 . 4万元，提供就业岗位7715个。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杨国胜

位于潍坊高新区启迪之星孵化器内的山东
星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去年一年成立了4家
合资公司，分布在浙江义乌、广东东莞、山东潍
坊等地市，都是环保新材料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的企业。

“企业目前已经投入了200多万元的研发环
保新材料，在企业规模化生产后，能够产生10亿
元以上的产值。”1月6日，公司总经理陈兴军说，
企业最初从事LED新光源照明产品生产，面对
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主动转型，开始专注于研发
安全、环保的新材料及材料应用解决方案。

星美新材料转型的背后，是潍坊市近年来
不断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的结果。作为省内
的工业大市，潍坊市拥有机械装备、汽车制造、
石化盐化、纺织服装、食品加工、造纸包装等传
统优势产业。在经济新常态下，潍坊市下大力气
推动产业转型，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为此，潍坊围绕打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生物基新材料3个千亿元级产业链和智能装备、
新能源及电动汽车2个300亿元级产业链，推进
产业转型，实现动力转换，力争用3-5年时间，现
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分别成为三
大产业主体，生产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
优势传统产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柱，形成
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布局合理化、产业发展
集聚化、产业竞争力高端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对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快速增长的产
业，把握趋势性变化和市场对技术创新的要
求，加快做大做强，支持推动歌尔、潍柴、豪
迈等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国内、国际标准制定，
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对石化盐化、纺织服
装、食品加工、造纸包装等传统产业，采取市
场化兼并重组、强化环境倒逼等方法，运用
“两化”深度融合、建立同业联盟等，让企业
在转型升级进程中浴火重生，推动传统产业向
中高端迈进。

提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换时期，靠
什么为发展助力，两个字：创新。位于高密市

的豪迈集团是国内生产轮胎模具、高端机械零
部件、油气装备的大型企业，与法国米其林、
日本普利司通、美国固特异等全球前100名轮
胎生产商中的80余家建有业务关系。在公司董
事长张恭运看来，全员创新是豪迈集团持续发
展的最强劲动力，“每年公司都会收到员工数
万条创新改善提案，每年发放创新奖金200万
元。”

位于寿光市的山东泰汽投资控股集团则通
过与中科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合作，引进智力
人才，加快技术升级，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其中，公司与中科院化学所建立的山东威能环
保电源院士工作站，研发的锂电池在零下40摄
氏度时能够放出额定容量的90%以上，在电动
车克服低温充放电率不足，影响冬季行驶里程
的课题上实现重大突破。

创新，离不开政府层面的大力推动。潍坊工
业设计院、北京大学潍坊现代农业研究院、科教
创新园、潍柴全球协同创新中心、北航歌尔智能
制造创新技术研究院、福田汽车研究院等创新

平台的建设紧锣密鼓。目前，全市80%以上的大
中型骨干企业建立了不同层次的技术研发机
构，其中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家，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117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16
家，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4家，省级工程
实验室13家，居全省前列。

注重转型升级，潍坊企业获得新机遇。
如：盛瑞传动投入10多亿元搞集成创新，研发
的“前置前驱8挡自动变速器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产品供不应求，
5年内销售收入可突破200亿元；歌尔声学发力
智能产品，预计到2020年，歌尔VR自主品牌
业务出货量达到3000万台，约占全球市场份额
的40%，成为中国第一、全球前二。

数据显示，去年1-11月份，潍坊市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 1%，与去年1-10月份增幅
持平，高于全省1 . 3个百分点。累计产销率为
98 . 76%，与去年1-10月份基本持平，比去年同
期提高0 . 43个百分点。全市累计工业用电量为
305 . 8亿千瓦时，居全省第3位。

推广“党支部+合作社+贫困户”模式，构建“3+1”保障机制———

潍坊扶贫“加减法”首战报捷
◆2016年净脱贫55441人，超额完成年度脱贫任务 ◆8个市、区（开发区）基本完成脱贫任务

潍坊市城市总体规划

获国务院批准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日前从潍坊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潍坊市“净网2016”专项行动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省“扫黄打非”办公室备案刑
事案件10起，办结5起，提起公诉5起，由省“扫黄打
非”办公室挂牌督办2起。

今年以来，潍坊市“扫黄打非”工作以互联网为
主战场，强力推进“净网2016”专项行动。市“扫黄
打非”办公室制定印发了《潍坊市“扫黄打非·净网
2016”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建立健全“扫黄打非”
工作责任制度、联席会议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按照
职能分工，细化任务目标，精准打击网络涉黄违法犯
罪活动。制定印发《潍坊市深入推进“扫黄打非”进
基层实施方案》，强力推动“净网2016”进农村、进
社区、进企业、进学校、进景点，构建市、县区、镇
街、村社区四级监管体系，健全完善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的工作格局，有效维护了潍坊市网络秩序，净化
了网络环境。

潍坊“净网2016”

专项行动成效显著

潍坊市着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现代产业体系活力迸发

转型升级，企业迎来发展新机遇

编者按：

民生工程，历来备受政府重视。去年潍坊

市两会上，潍坊市承诺2016年民生支出占比再

提高1个百分点，达到520亿元，同时公布了包

括扶贫、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一批民生

实事项目。岁末年初，这批民生实事进展如

何？老百姓是否受益？对此，《大众日报·潍

坊新闻》推出专题报道，聚焦政府承诺民生实

事，敬请关注。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下发《关于

确定2016年新一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园区的通
知》，批复潍坊高新区等16个园区为国家知识产权示
范园区，示范周期为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

高新区于2013年顺利通过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
验收后，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全面提升知识产
权科学管理水平，园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
理水平明显提升。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促进了企
业科技创新发展。目前，高新区拥有企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151家，其中省级以上3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44家，
其中，省级以上7家；高新技术企业115家。

潍坊高新区获批

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园区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期，潍坊市发生多起针对广大

消费者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的非法营销活动，给不少
家庭带来伤害。1月6日上午，记者从潍坊市人民政
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为打击涉老洗
脑营销，维护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环境，自2017年
1月至4月，潍坊市将在全市集中开展打击涉老洗脑
式营销百日行动。

发布会上，重点介绍了打击涉老洗脑式营销百
日行动总体情况及重点工作。对开展洗脑式营销行
为进行摸底调查，同时加强对保健食品、理疗产品
等商品流通市场监管。开展药品、保健食品等商品
质量市场专项检查。对严重危害群众食用安全的保
健食品中添加药物的行为集中进行打击，加大曝光
力度，严厉惩治违法违规单位或个人。加大对经营
者利用广告虚假宣传行为的检查力度。对涉及保健
品、理疗产品等欺诈行为造成危害的企业、个人或
提供营销场所的负责人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对外地
流动营销人员加强重点监管。

潍坊市民若发现用欺诈办法向老年人推销产品
的非法组织，可进行举报。同时，社区工作人员、
志愿者、老人子女等要增强对老人，特别是空巢老
人的关爱，让老人的精神不空虚、关爱不缺失，不
给骗子任何机会。

打击涉老洗脑式营销

百日行动启动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5日，记者从潍坊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获悉，潍坊市2017年“山东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月”系列活动精彩纷呈，共推出63项活动。

活动既有接地气的年货大集、花灯盛会、民间
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大型活动，又有非遗文化论
坛、非遗知识讲座等专业领域的展示。文艺演出、
展演展示、振兴传统工艺互动体验等形式层出不
穷，并邀请非遗文化传承人师徒共同登台表演，展
现传统工艺的美丽。通过非遗故事会，迎新春灯谜
会、元宵佳节文艺演出等活泼多样的演出活动，让
市民近距离、全方位地了解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带
来的惊喜和乐趣。

“非遗月”63项活动

贺新年

□记者 张鹏 报道
元旦过后，潍坊市民警开始对烟花爆竹产品进行安全检查。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省农业厅公布了《第

一批省级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创建名单》。其
中，诸城市、临朐县被确定为山东省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县；坊子区玉泉洼种植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高密市阚家镇被确定为山东省生态循环
农业示范园区；潍坊坤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市峡山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潍坊华晨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昌邑市孟德园果蔬种植专业
合作社等9家公司或合作社被确定为山东省生

态循环农业示范点。
近年来，潍坊市各级高度重视生态循环农

业建设，2014年以来，潍坊市财政先后投入
2400万元用于扶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建设
发展，已累计扶持建设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基地
125处，总面积23628亩，基地配套建设了沼液
储液池6726立方米，“四位一体”沼气池50
处，开展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建设秸秆生物
反应堆9640亩，建设秸秆青贮池15484立方米，
沼气原料堆沤池4600立方米。

生态循环农业

示范创建成绩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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