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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通讯员 柳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30日，国家高新区网站联盟

会议暨高新区网站建设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
议总结通报了2016年国家高新区网站评估情况，并
对2016年国家高新区网站评估获奖单位颁奖，潍坊
高新区门户网站荣获2016年度国家高新区“中国政
务网站优秀奖”。

潍坊高新区网站以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
发展为宗旨，着重突出信息公开、新闻宣传、办事
服务、招商引智、企业服务、互动交流等功能。网
站先后经过5次改版升级，自去年改版以来，潍坊
高新区门户网站内容和形式更加贴近民众实际需
求，共分动态、公开、办事、互动、区情、专题六
个频道，同时建立了信息发布审批和保密审查制
度，确保发送信息及时安全准确。在国家高新区网
站综合影响力评估活动中，潍坊高新区门户网站多
次荣获综合影响力优秀奖、人才服务领先奖等奖
项，2016年成为国家高新区网站联盟成员单位。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刘映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2016年度信用等级

评价共评选出AAA级房地产开发企业28家、AA级
企业27家、A级企业281家、B级企业14家、C级企
业3家，其中，山东高创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
10家高新区房地产开发企业获评AAA级信用等
级，占市区AAA级企业数量的36%。

实行信用等级评价，推动了高新区房地产市场
诚信体系建设，下一步，高新区将依据企业信用等
级，实施差异化监管，对2A级以上信用企业优先
扶持晋升等级，给予政策扶持；对B级企业限制参
加有关评先树优活动；对C级企业向国土、规划等
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发出预警警示，限制其有关开
发经营活动，形成“扶优汰劣”氛围。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刘 杰

拆迁工作一直被称为是“天下第一难
事”，但是在潍坊高新区，却不很难。新钢
经济发展区李村社区共有人口317户763人，房
屋1111间。至3月3日仅16天就完成搬迁311
户，形成了居民争相搬迁的“李村构想”，
打响了全区2017年整村搬迁的第一炮。

近年来，潍坊高新区把棚户区改造作为
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社区
自治作用，引导群众自主改造、自愿搬迁，
打出了一套依法办事、阳光操作、居民自治
的“组合拳”，取得了良好成效。2016年，
全区完成棚改拆迁3064户，开工安置楼8221
套，回迁安置群众2912户，超额完成了潍坊
市下达的棚改任务。2017年，计划完成拆迁
5280户、开工11933套、安置9428户。目前，
全区91个社区，有35个社区实现了整村拆
迁。

棚改分房，居民说了算

一个社区凭什么能让“天下第一难”变
得不再难，走访中记者发现，破解“第一
难”的法宝就是高新区创新实施的“自改
委”模式，让群众自己做主，一切在阳光下
操作，拆迁真不难。

通过逐一入户征求居民意见，李村社区
选出了由“两委”干部、党员和部分有威望
的群众组成的55人“自改委”，基本涵盖了
所有家庭，并在此基础上设立“楼房自主分
配委员会”。对户口在社区的出嫁子女是否
享受分房待遇问题上，社区干部不做决定，
而是让“自改委”决定，经过表决，以36票
不同意、9票同意、1票弃权、3票作废的结

果，集体决议不享受分房待遇。
“这样的决策，公开公正，体现民意，

受到拥护。”高新区棚改办主任许志华说，
从制订棚改方案、研究群众提出的一系列具
体问题，全过程参与社区棚户区改造，真正
实现了群众自主改造、自愿搬迁。通过这个
模式，去年高新区完成了谷石等7个社区1747
户整村拆迁，且没有发生一起信访案件。

新城街道河北张庄社区位于中心城区，
人口多、人员构成复杂，群众诉求高、历史
遗留问题多；清池街道东清社区，村情复
杂、社区班子不健全；西清社区旧村址拆迁
涉及户数多，拆迁难度大。

打响打好这场“大战”，除了用好“自
改委”，高新区专门建立容错机制及问责办
法，旗帜鲜明地支持干事创业，为敢于担当
者撑腰鼓劲，向不作为者亮剑，把棚改工作
作为比担当、比创新、比攻坚、比奉献的
“考场”和“赛场”。

一场棚改涌现出了一批敢担当的干部，
密切了干群关系，群众对社区干部的工作更
加认可。高新区新城街道河北张庄社区党支
部书记张华庆说了一句大实话：“拆迁不仅
是拆迁，还涉及到家庭纠纷、老人赡养、邻
里矛盾等各类问题，通过村干部帮助处理这
些问题，把多年的事都给解决了，村民们也
更加信任、认可我们的工作。”

留住乡愁，

为每家拍摄“全家福”

棚户区改造带来的将是最高质量打造的
宜居环境，最大限度满足百姓需求。民生的
改造，以民生为重、民生为先。高新区在依
法拆迁的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政策，采取
了多项人性化措施，让棚改区居民感受到政
府的温暖。

李村社区是一个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老村
落，居民对老房子有很多念想，安土重迁。
为此，启动搬迁前，社区就特意邀请摄影师
为每家每户与老屋拍摄了“全家福”，甚至
社区里的每条道路也都进行了拍照留念，这
既保存下社区的旧貌资料，也为父老乡亲留
住了“美丽乡愁”。如此人性化的关怀，充
分诠释出高新区棚户区改造的民本效应。

像这样的关怀还有很多。为了免除群众
躲迁之苦，高新区提前为居民搬迁建好安置
楼；为了增强群众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憧
憬，高新区坚持高标准、高档次，从严把
关、从严审批，全面提升规划、设计、建筑
质量、景观打造等档次水平，并公开晒规
划、晒鸟瞰图，拿出规划向老百姓展示，拿
出样板房让老百姓观摩；为了不让一户老百
姓挨冻，高新区提前谋划、完成居住区供暖
管道建设；为了让老百姓的孩子在家门口就
能接受高质量教育，在2016年投资8 . 4亿元的
基础上，今年又投资11亿元新建、扩建7处学
校及幼儿园；高新区投资5000万元，给老百
姓的先祖建造最好的公墓；为了努力为老百
姓留住乡愁、记下历史、传承根脉，高新区
在棚改社区配套建设 1 0 处乡贤馆、村史
馆……

“可以说，我们举全区之力下决心推动
棚改工作全面提速。”许志华说，高新区把
棚户区改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列入2016年43件惠民实事的第一
位，作为党政联席会议1号议题，“拿出给自
己爹娘盖房子的劲头为老百姓盖最好的房
子”。

人性化的关怀，让高新区的棚改搬迁工
作推进得又快又好。2016年，高新区完成棚
改拆迁3064户，开工安置楼8221套，回迁安
置群众2912户，超额完成了市政府下达的棚
改任务。目前，全区91个社区，有35个社区

实现了整村拆迁。

不等不靠，算好“经济账”

在城市迅速发展中，不少棚改区的居民
住上了楼房，改善了居住生活条件。高新区
通过为老百姓细算“经济账”，为政府算
“成本账”，推动了棚改的顺利进行。在棚
改中，高新区看到了当前拆迁成本低、投资
成本低、融资成本低的机遇。不等不靠，通
过组建国有公司，强化资金融通，千方百计
包装棚改项目，争取资金，撬动更多资源参
与棚户区改造，让高新区的棚改搬迁工作高
速发展。

高新区通过新组建国资运营公司、城市
发展公司、金融投资公司，与高创集团一
起，形成了分工明确、业务互补的四大国有公
司。在省住建厅的支持下，2016年计划开工
1712套，2017年计划开工9429套，全部获得批
复，具备了57亿元棚改贷款条件，为下步的棚
改融资奠定了基础。2016年，全区共申请棚改
贷款5 . 63亿元，授信5 . 56亿元，争取上级棚改
项目基础设施配套补助资金1500万元。2017
年，将继续加大融资力度，争取有大的突破，为
棚改项目建设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

2017年，高新区棚改集结号再次吹响，
计划完成拆迁5280户、开工11933套、安置
9428户，完成三年棚改任务的80%以上。艰巨
任务的背后，是人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发
展空间的释放、产业布局的优化、可持续发
展的促进，更多群众的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未来图景已清晰可见，
打造国家自主创业示范区、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引领区，加快建设一流国家高新区。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郭雅靖

出门见绿、移步见景、散步入园，这种和
谐的自然之美在如今的潍坊高新区处处可见。

这几年，潍坊高新区在民生投入方面可以
说越来越大方，教育、医疗等各个民生领域多
点开花，民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趋高。

2016年，高新区全年民生支出完成14 . 1
亿元，增长31 . 8%，增幅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增幅高27 . 3个百分点；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64 . 1%，较2015年提高13 . 3个百分点。
“2016年，我们支持提高了10项民生保障标
准，新增了2项民生保障事项，扩大了4项民生
保障范围，大部分民生保障标准居全市首位，
多项政策为全市唯一，进一步彰显了财政为民
的初衷。”潍坊高新区财政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刘晓华说，近年来，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
时，高新区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民生政策。特别
是去年实施了2批、43项民生实事，受到了群
众的广泛好评。

民生资金用得好不好，老百姓说了才算
数。

在位于健康街与宝通街间的永春路上，不
时有市民骑着自行车，迎着春风畅行。道路中
间是8米宽中央绿化分隔带，道路两侧各有12

米宽的绿化侧分带，让整条大道绿意盈盈。
2500米的道路，共投资约9600万元。“太漂亮
了，有一种车在景中行的感觉。”市民王先生
说，多年的“断头路”也被打通，上班更方便
了。

民生资金投入，根本目标是为了改善百姓
生活。民生工程“建得起、管得好、用得
久”，让老百姓生活更幸福长久，民生钱才能
花得更到位。

在位于宝通街与樱前街的志远路上，自行
车道及人行道旁，是成片的桃花，和着依依的柳
树，枝枝相连，绿叶相伴，红绿相间。“这条道路
是典型的‘海绵道路’。”高新区浞河林场主任、
建设局副局长王建利说，道路采用PP模块储水
池，以聚丙烯塑料单元模块组合，在水池周围包
裹防渗土工布，形成地下储水池。下雨时吸水、
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水“释放”并加以利
用。不远处，蓝色智谷对面的永春园，路面是花
岗岩石砌的，可百年不坏。

今年是深入推进山东半岛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的关键一年。想要把钱花到老百姓的心坎
上，还需访民情、知民意，踏踏实实深入基层问
实际需求，研究后拿出可行性方案再执行。经过
多次部门对接，分析研究，深入论证，本着普惠
性、可行性、合理性、时效性的原则，高新区推出
2017年首批民生实事：道路改造、教育、医疗、文

化惠民……16项民生工程样样关情。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重大民生工程，

也是城市发展的前提条件。今年，高新区共计
划安排城市建设重点项目321个，工程总投资
约41 . 8亿元，项目数量和投资额创历史之
最。2017年，高新区将投资2 . 9亿元，实施道
路畅通工程，打通18条“断头路”，建设6条
道路及玉清东街片区的排水防涝工程；投资
7100万元，实施道路提升工程，高标准铺装16
条道路的绿道、人行道，优化7条道路的30个
路口，让道路便捷起来；投资1600万元，实施
道路亮化工程，在22条道路增加安装路灯，让
城市道路更加亮起来；投资900万元，对8条道
路进行绿化，扩大道路绿化覆盖面；投资5300
万元，建成35个各具特色的“城市口袋公
园”，建设知微园、和景园、永春园等城市公
园，扮靓城市形象，方便居民休闲娱乐；加大
棚户区改造力度，给老百姓盖最好的房子，开
工建设安置房11251套，回迁安置群众4180
户；启动主干道沿线建筑外立面改造工程，提
升城市品位档次。

今年，潍坊高新区全面启动现代化教育名
区建设工作，区域教育开始向更高层次优质均
衡发展。投资11亿元，新建、扩建7处学校及
幼儿园，引进名师、名校长，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建设教育名区；投入700多万元，进一步

提高全区中小学校服质量品位，为高新区的孩
子免费发放一套校服。

同时，投资1亿元，构建高效政务服务体
系。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数据整
合共享，完善社区服务中心功能，提升政务服
务效率，让老百姓少跑腿、好办事。投资300
万元，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新改扩建5个社区
文化广场、10处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免
费为群众放映1220场科普、故事等优秀影片，
丰富群众生活。投资500万元，实施广播“村
村响户户通”工程，建设区、街道、社区三
级“村村响户户通”有线广播平台；建设微
信公众号等全区社区新媒体。全面提升冬季
供暖水平，不让一户老百姓挨冻。加大城区
供暖改善和整改力度，全部取消非直供站，
全面完善供暖基础设施配套，提高供暖水平。
投资5000万元，在常令公山给老百姓的先祖建
造最好的公墓。投资700万元，进一步提升医
疗服务水平。投资500万元，完善养老服务体
系。

潍坊高新区通过持续加大民生投入，将进
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和
教育、医疗卫生条件。人民群众将享受到更多
更好的、实实在在的、可以感受到的公共服
务。通过这些民生实事的实施，切实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潍坊高新区推出2017年第一批民生实事

16项民生工程样样关情

潍坊高新区去年完成棚改拆迁3064户，今年计划完成5280户

“安居圆梦”正在进行

10家房地产开发企业

获评AAA级信用等级

门户网站获国家高新区

“中国政务网站优秀奖”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王卫东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进一步落实《就业促进法》

《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
管，维护公平、规范、竞争、有序的就业环境，近
日，潍坊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联合相关部
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
项行动。

据悉，清理整顿对象覆盖人力资源市场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机构及从事职业中介活动
的组织、个人和各类招工用人单位。本次整顿行动
重点在于加强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监管，依法取缔非
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机构，规范用人单
位招工行为。

此次专项行动涉及人力资源服务机构32家，通
过专项行动，将进一步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完
善监管制度体系，为劳动者就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清理整顿专项行动开展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柳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在潍坊高新区新钢街道渭

水苑二期小区一处沿街房里，几位工人来回忙碌着
安装搁物架，摆放物品，清理卫生，不到1小时，1
处微型消防站已见雏形。

微型消防站是集防火、灭火和处置突发事件等
于一体的消防站点，一般配有灭火器、消防栓、消
防战斗服等器材，同步建设一支6人以上的志愿消
防队伍。新钢街道的微型消防站共建有3处，现有
的3个集中居住区实现了全覆盖，每个消防站配有
推车式和手提式灭火器8具，灭火毯、消防锨、消
防扳手、绝缘剪线钳等若干，足以应对突发、小型
火灾事件。新钢街道消防工作分管负责人张建锋介
绍，这3个消防站虽然小，但是五脏俱全。

据悉，新钢街道20个社区已先后完成11个整体
搬迁，近2500户居民集中安置在银通、渭水苑一
期、渭水苑二期等3大集中居住区。“小区人住得
多了，各方面管理自然成为问题。因为刚上楼，居
民生活习惯还没转变过来，乱堆乱放、用电不规范
等问题比较突出，消防安全隐患很大。”新钢街道
办事处主任牟海滨说，有了微型消防站，一旦发生
火情，就能实现3分钟内到场，架起保护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的防火墙。

记者了解到，就在几天前，新钢街道刚刚组织
全部住楼的社区居民观看消防警示教育片，并组织
各社区集中开展乱堆乱放清理，提高居民防火减
灾、自助自救意识。

社区来了

“微型消防站”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刘映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高新区职能办在“放管服”

改革上持续发力，加速推进商事制度改革，打造餐
饮业设立整链条优化模式，首次实现餐饮业“证照
同发”。

通过整链条办理，申请材料由42份精简为9
份，往返次数由7至8次减为2至3次，节省了取得营
业资格的时间，为经营者降低成本、节省时间；通
过信息共享、联动审批、协同办理的工作机制，流
程全面优化，办理时限由45个工作日缩短为7个工
作日，为行政审批整合资源、提升效率。同时，整
链条办理使审批流程、办理结果、服务质量实现了
多方监督、多向联控，推动审批效能与业务监管的
同步提升、同步健全。

餐饮业首次“证照同发”
办理时限由45个工作日

缩短为7个工作日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刘姝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23日，潍坊市组织部长会议

召开。潍坊高新区“健全人才政策体系 构筑人才
服务高地”工作成果被授予2015—2016年度潍坊组
织工作创新奖，列全市12项创新成果第三位。

会上，潍坊高新区就干部、人才、基层党建等
整体组织工作，作了典型发言，是全市6个发言单
位之一。在全市2016年度人才工作、基层组织建
设、市级“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示范点评定、组工
通讯信息工作等各项考核中，潍坊高新区均位列各
市属开发区第一位，在县市区、市属开发区排名中
也位居前列。

高新区获得

2015—2016年度

潍坊组织工作创新奖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王卫东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妇联、市财政局、

市扶贫办联合评选出10处潍坊市巾帼电商创业产业
园(孵化基地)、10处潍坊市巾帼脱贫示范基地。其
中，潍坊软件园获评潍坊市巾帼电商创业产业园
(孵化基地)。

潍坊软件园获评巾帼

电商创业产业园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李凯 报道
针对停暖后的热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4月6日，潍坊高新区安监局工作人员来到华潍热电有限公司等企业进行安全检查。检查内容包括

安全制度和责任落实情况、供热储煤、安全防火、设备设施、作业现场安全、重点部位巡查管理、应急保障等情况，全全面做好安全生产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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