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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蕾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一个拥有20多名员工的小微

企业有多大能量？在位于东营市的胜利经济开
发区，泰尔石油技术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小
企业。就在去年7月，在中石化西北油田，该
公司服务的YJZ-12井，用78天20小时钻完7210
米井深，创下了当时国内陆上7000米深井钻井
周期最短记录。依靠科技创新，泰尔石油还将
技术送出了国门，日前又成功承接了在摩洛哥
索维拉盆地一口预探井的技术保障业务。

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是转
型升级的根本支撑。“一个人才可能成就一个
项目，一个项目可能带动一个产业的良性循
环。人才结构直接决定了未来产业结构。”胜

利经济开发区委副书记杨成武说。
近年来，借助区位和产业优势，胜利经济

开发区以“一核两区四园”建设为主题，通过
牵线搭桥汇聚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人才、
技术、实践基地等资源，全力打造石油装备及
高新技术的公共服务平台、科技创新与实验平
台、产业孵化与中试平台、科技人才创业服务
平台，全区已建成国家级专业研发机构2家，
国家级产业促进服务机构2家，各类省级研发
机构25家、市级科研机构25家、博士后流动站2
家；加州能源与环境工程研究院中国分院和微
生物应用技术研究中心正在筹建，正在建设中
的石油科技研发中心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石油装
备公共研发平台。

同时，全区紧紧把握“一带一路”国家战
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环渤海合作发展纲
要和黄蓝协同发展战略，从立足区域、集约发
展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面向全国、协同创新
的互动整合方式，促进创新资源与本地发展潜
力的无缝对接，积极参与国际技术合作、国际
标准制订，力争将东营胜利经济开发区建设成
为全球石油装备产业的引领区，黄蓝两区开放
创新的示范区，产业、科技、生态、城市“四
位一体”的现代科技新城。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环境，胜利经济开发区
积极调整充实管委会职能，新成立环境保护、
招标采购和建筑市场管理等10个服务企业的职
能办公室，将工程项目手续办理8大类别30多

项手续进行了细化梳理，列出企业需要协调部
门“清单”，并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
等制度，加快了项目的落地速度。此外严格落
实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变“要我服务”为
“我要服务”，定期深入企业“把脉问诊”，
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随着这些科研机构及科技在企业的落地，
胜利经济开发区已逐步发展成为以石油装备产
业为特色的省级高新区，初步建立了以企业为
主体、市场为导向、政府支持为依托、产学研
相结合的科研创新体系，有力地推动了开发区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快速发展。2016年，胜利
经济开发区完成过亿元招商项目7个，完成投
资14亿元，全年利用外资达到了517万美元。

胜利经济开发区科技创新成经济发展核心动力

让小微企业拥有大能量

□通讯员 盖智广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春节前夕，位于东营西郊现

代服务区的多家汽车4S店生意火爆，前来购车
的市民相较于往年这时候又多了不少。“这里
的发展潜力不错，新道路、新城区不断拓展，
汽车服务也比较全面，在这里新建4s店比较有
益。”谈起落户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内的郝家
镇的原因，一汽大众项目负责人李雪峰认为，
区位、交通是吸引他们落户的关键。

随着城区的不断扩张，毗邻东营市西城区
的郝家镇区位优势日渐显现出来，随之而来的
便是服务业企业的扎堆落户，和李雪峰一样看

重这里发展潜力的汽车4S店在几年时间里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近年来，作为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核心区
的郝家镇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以汽车贸易、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为主导，优化发展科技服
务、电子商务等新型服务业，强化与现代农业
融合发展，加强与信息技术融合渗透，向价值
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以旅游休闲、餐
饮美食为主导，优化发展现代商贸、教育培
训、社区服务、文化娱乐等行业，规范发展房
地产业，改善发展环境和消费环境，引导居民
消费升级。

栽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郝家镇政府为
了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坚持“基础先行”，
多方筹措资金，大手笔投入，进一步完善服务
区基础设施配套，按照“大空间、大项目、大
招商、大发展”的思路，投资1 . 9亿元的西六
路、和盛路、兴盛路、元盛路、南一路等已全
部通车，形成“六横九纵”的交通格局。

“镇政府通过安排专人包企业，为我们解
决了很多问题。”山东中凯汽车后市场配套产
业园项目负责人张梓煜说，“专人包企业这项
政策能够更好地实现相关政策与企业需求对
接。只有这样才能让项目进得来、安得下、建

得快!”在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拉开发展大框架
的基础上，该镇不断创新服务形式，开展“保
姆式”服务，为服务区内项目保驾护航。

大力招商为企业发展汇聚力量。郝家镇
坚持“启内力、引外力”两手抓招商，立足
东营西郊现代服务区产业规划，积极组织召
开企业座谈会、浙商洽谈会、招商说明会等
高水平招商会，通过专业招商、行业招商、
以商招商，吸引了包括山东中凯汽车后市场
产业园、山东万坤国际五金建材家居广场等
多个国内知名企业进驻，融入主城区的速度
也在逐年加快。

现代服务业成发展新引擎

□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郭斌照

艺术演出下乡

作为广饶县陈官镇兰青短穗花鼓艺术团团
长，张兰青每年都承担着陈官镇“进千村乐万
家”的演出任务。但去年不同，她的剧团刚被
县里评为三星级剧团，演出范围随之扩展到了
全县。

“以前老在一个地方演，群众看腻了，自
己也演腻了。”张兰青笑着说，去年他们演出
的范围大了，很多群众第一次欣赏到短穗花鼓
表演，非常受欢迎。不仅群众欣赏到了新鲜节
目，剧团本身的收益也有了不小提高。张兰青
说，以前下乡演出由镇财政承担演出费，每场
1000元，而2016年活动资金由县、各镇街财政
共同承担，每场补助达到2000元。

记者了解到，东营市已连续4年组织开展
“进千村乐万家”文化惠民巡演活动，每年开
展进社区下乡演出10000场次，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一村（社区）一年5场戏”的公益目标。
全市连续7年举办“黄河口之春”系列文化活
动，连续19年举办“放歌黄河口”广场文化活
动，2016年向乡镇（街道）延伸，市、县、乡
三级50个中心广场在4到10月每周五晚上同时开
展文艺演出活动，全年演出达到1000多场次。
此外，全市还继续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
“一村一月放映一场电影”。10月，举办了首
届“黄河口文化艺术月”活动，组织举办了专
业院团文艺演出、“群文之星”才艺大赛、黄
蓝经济区九市美术作品联展等11项活动，满足
了群众高层次、专业化的文化需求。

“传承是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和弘扬的关
键，延伸文化触角，做好文化传承工作十分关
键。”东营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艺科科长
郭斌照说，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地
方特色文化品牌，2015年东营市实施了县及县
以下历史文化展示工程，截至2016年底，全市
共建成5处县级、31处乡镇（街道）、100个村
（社区）历史文化展示馆（室），为传承历史
文化打造了良好的平台。

为更好地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
东营市文化行政部门把加强优秀传统文化阵地
建设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内容，推进
“图书馆+书院”模式，全市6个公共图书馆
“尼山书院”和乡村（社区）儒学讲堂全年开
展国学等讲座活动351次、优秀传统文化体验
活动274次，受益群众达45万人次。东营区一中

尼山书院和广饶县大王镇新农校儒学讲堂分别
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全省“尼山书院建设示范单
位”和全省“乡村（社区）儒学示范点”。

文化舞台扎根村头巷尾

“我们村不光有能唱戏的剧场，文化广场
上还有大舞台、各类健身器材、音响灯光设
备。”广饶县李鹊镇鲍家村党支部书记鲍云会
说，鲍家村“乡村剧场”总投资近10万元，建
设了健身器材、演出大舞台等硬件设施，还购
买了演出服装。“乡村剧场”不仅是群众休闲
娱乐的场所，也是人们享用文化“盛宴”舞
台。

作为全省6个省级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试
点城市之一，2015年东营市借鉴利津县建设
“乡村剧场”的经验做法，在全市推广农村建
设“乡村剧场”，在全市创新打造100个集村
民休闲、文娱活动、科技培训、乡风展示于一
体的“乡村剧场”，去年，再建设100个乡村
剧场和在中心城区建设100个群众文化广场纳
入年度民生实事，为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
平探出了路子。

要实现城乡文化均衡，硬件设施的支撑配
套成为必须“跨”过的坎儿。去年以来，东营
市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为抓
手，在推进“乡村剧场”和群众文化广场建设
的同时，还在全省率先建立了以市图书馆、文
化馆为总馆，县区图书馆、文化馆和乡镇(街
道)综合文化站为分馆，村(社区)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为服务点，流动服务车为补充的公共图书
馆、文化馆总分馆体系，城乡文化资源实现了

共建共享，书刊借阅实现了“一卡通”。
目前，东营市图书馆、文化馆在全市5个

县区全部建成了分馆，市图书馆还在中心城4
个社区、市文化馆在东营区1个乡镇建成了分
馆，各县区在全市40个乡镇(街道)和30个城市
社区建成了分馆，全市选择100个农家书屋进
行试点，建立农家书屋图书自动化管理系统，
与公共图书馆业务管理系统互联互通，全方位
满足城乡群众文化需求。

为统筹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学校、个人
等社会图书资源，推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东营在全市试点建设“黄河口
悦读书社”，各县区相继开展“书香银行”、
“城市书吧”等，充分利用社会力量，推动图
书馆总分馆服务体系建设和全民阅读活动开
展。

152个群众广场免费上网

位于东营市东城的清风湖公园是周边市民
休闲娱乐的重要场所，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
今年，公园的显著位置多了几块电子阅览屏，
居民可以通过该终端轻松阅读中央、省、市等
多家媒体的报纸电子版。

出门到公园小广场练练太极，休息的空当
还能关注国家和地方的新闻，从乡镇政府退休
多年的李秉祥已经成为电子阅览屏的一位忠实
观众。“电子版的种类多，大到国际动态，小
到我们身边的民生实事都能悉数涉猎，确实很
方便。”

今年开始，东营市在中心城区主要街道、
广场公园、车站等人流密集地点布设电子阅报

屏，向群众提供报纸阅览以及政务、文化、交
通、旅游和卫生健康等便民信息服务，成为城
市的一道亮丽风景。

城乡群众性文化广场实现全覆盖，加之文
化东营云平台的广泛应用，一个个触手可及的
“文化圈”悄然进入东营普通百姓的生活。
“我们白天在这锻炼身体，晚上在这跳舞，很
多文体活动都在这进行，还能免费上网呢。”
经常在东营区黄河路街道耿井文化广场跳舞的
村民赵新翠高兴地说。她提到的“免费上网”
正是东营市创新开展的数字文化广场建设工程
的功能之一。

数字文化广场集广场、网络、戏台、LED
屏幕、文化长廊、体育健身设施于一体，同时
实现无线Wi-Fi广场全覆盖，市民不仅可以在
广场上开展文体活动，而且可以拿着手机免费
上网，畅享数字文化信息服务。如今，置身城
乡的任何一个文化活动场所中，群众随时随地
都能享受到免费的互联网服务，这已非城区市
民的“特殊待遇”。目前，东营市152个群众
文化广场都已开通无线Wi-Fi，免费提供公共
文化服务，力争将数字文化广场建设成在全
省、全国叫得响的公共文化品牌。

为打造数字文化建设品牌，东营市在全省
率先建设电子阅报屏，同时还提供了免费Wi-
Fi服务，市民连接Wi-Fi网络后可实现在线阅
读、资料下载等功能。为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数
字化水平，东营市还建设了城乡互联互通的
“文化东营云”数字服务平台。这个平台依托
微信公众号、云平台网站、手机APP等载体，
实现文化信息查询发布、文化活动预告、文化
场馆预约等八大功能。

文化“菜篮子”多彩丰盈
东营市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纪实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精髓

和灵魂；公共文化服务，更是政

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东营市委、市政府将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全市科学发

展综合考核体系，加快推进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举措日

新月异，全市公共文化服务呈现

出百花争艳、欣欣向荣的崭新局

面。

□胡志颖 李明 报道
垦利区兴隆街道渔洼村村民正在演出。

□任辉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月20日，记者从山东省环保

厅获悉，我省2016年第四季度空气质量生态补偿
结果揭晓，17城市均获得补偿资金，总金额为
14398万元。东营市第四季度获生态补偿资金874
万元，全年共获得1866万元，全省排名第六位。

生态补偿资金是省财政厅、省环保厅根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改山东省环境空
气质量生态补偿暂行办法的通知》，以及省环保
厅发布的各设区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自动监测数
据确定的。从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资金分配表
上看，考核得分越高的地市获得的补偿资金越
多。

考核得分主要由细颗粒物(PM2 . 5)浓度、可
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二氧化硫(SO2)浓度和二
氧化氮(NO2)浓度四部分数据产生。第四季度，
我市PM2 . 5平均浓度为83μg/m3，同比改善幅度
为25 . 2%；PM10浓度为140μg/m3，同比改善
15 . 7%；SO2浓度为48μg/m3；NO2浓度为54μg/
m3。

去年以来，东营市深入开展环保执法大检
查，实行常态化监管，始终保持依法治理高压态
势。全年共实施行政处罚459起，移交公安部门
12起，取缔“土小”污染企业89家，就异味污染
问题约谈3个县区的6个乡镇主要负责人。另外，
开展环保评级工作，175家被评定为“差”等的
企业已全部实施停产整顿。

日前，省财政厅、省环保厅已对资金进行了
清算。各城市收到资金后，将严格按照《补偿办
法》，把资金统筹用于辖区内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的项目支出，确保实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目标。

去年获1866万元

生态补偿款

□贾漫华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月15日，记者从东营市农业

局获悉，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与东营市人民政府在
济南签署《联合开发未利用地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确保2017至2018年底实现新增耕地2万亩的
目标。

据悉，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建设的逐步
推进，我省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分布不均衡，保
护耕地和保障发展的“双保”压力逐渐加大。目
前全省新增补充耕地的能力约155万亩，仅能满
足未来5年—6年占补平衡的需要。部分市、县
(市、区)在本地已无法实现耕地占补平衡，需要
异地购买占补平衡指标，特别是一些重大线性工
程，实行占补的压力和难度越来越大。

与其他地市不同的是，东营市现有后备资源
70万亩，其中宜耕未利用地后备资源58万亩，是
全省未利用地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据了解，东营
市累计开发未利用地23 . 3万亩，新增耕地8 . 6万
亩，为全省提供补充耕地指标7 . 3万亩，保障了
我省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的落实。

在土地开发利用的资金筹措方面，山东省将
按照未利用地开发每新增1亩耕地4万元的投资标
准，从省级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中统筹解
决。省国土资源厅与东营市联合开发项目产生的
耕地占补平衡指标，70%用于省级重点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占补平衡，30%留东营市使用。

两年将新增

耕地2万亩

□记者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2月17日，记者在东营市农村

工作会议上获悉，东营市今年将加快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抓好美丽
乡村建设。

今年，东营市将围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调整优化产业产品结构，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坚
持标准化生产，打造黄河口农产品品牌；在促进
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中突出发展乡村旅游、农村
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提高农业全产业链收益。
坚持用改革的办法激活整合农业资源、破解农业
农村发展难题，重点抓好农村土地、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统筹推进农村各项配套改革；积极推进
农村金融创新，通过财政资金撬动金融资本、社
会资本投入农业农村领域。在美丽乡村建设方
面，东营市将配套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推动教
育、医疗、社保等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巩固乡
村文明建设成果，确保美丽乡村建设走在全省前
列。

全面提升

农业农村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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