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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台伟龙

转型升级，县级市诸城利用监管、激励措
施，挖潜盘活存量建设用地，实现“零增地”技
改、扩产、转型、招商，推动经济转型发展走上
了节约集约高效的快车道。

去年，诸城市被国土资源部授予国土资源
节约集约模范市。今年3月份，该市产业转型升
级的“零增地”模式，列入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
范县（市）模式、技术、制度、管理“四个创新”示
范点建设，“零增地”经验在全国推广。

鼓励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节约集约用地，难点在传统产业，潜力
也在此。在诸城市，以汽车制造、服装纺
织、食品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占比较大，用
地相对低效。针对这一现状，诸城市通过设
置节约集约用地专项奖补资金，引导企业引
进新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流程，在现有土地上
实现技术改造升级。

北汽福田诸城汽车厂是全国商用车的重
要制造基地之一，占地435亩。转型升级，提
升商用车档次，是福田汽车的战略之一，诸
城市推出的“零增地”技改激励政策让福田
汽车先行一步。

“2015年，企业引入德国工业4 . 0理念和日
本企业节地技术，投资6 . 54亿元，整合原厂区低
效利用空间和地下空间，新建3个连体智能化
车间，实现了‘零增地’升级改造，总建筑面积

由17 . 5万平方米增加到29万平方米，容积率由
0 . 6提高到1 . 0。”改造后的车间按照“零排
放、无接触、自动化”要求，建成“山东超
级卡车工厂”，北汽福田山东超级卡车工厂
厂长朱油福说，企业因此获得节约集约用地
奖补资金181 . 6万元。

据朱油福介绍，利用原喷漆车间改建M4
涂装生产线，利用原货箱车间改建成M4总装
车间，新增建筑面积3 . 1万平方米。M4总装车间
安装机器人设备70余台，建立了智能化积放系
统，空中积放零部件。通过将车身、油漆、总装
生产线全流程整合到一个智能化生产车间，与
传统车间相比节地40%，生产效率提高20%，实
现了产能结构和节地技术的优化升级。此外，
利用厂区原有空地，新建M4车身车间、RDC
库、落厢检测车间、PDI及综合站房等建筑，新
建面积达4 . 1万平方米。通过更新改造道路等
配套工程，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建成0 . 6万平
方米的水处理池，优化了空间布局和工艺流
程，土地利用空间集约高效。

福田汽车的“零增地”技改不是个例。目
前，诸城市有400多家企业实施“零增地”技改。
2016年3月，诸城市政府对5家“零增地”技改企
业进行了奖励，共计奖励资金245万元。

“腾笼换鸟”引优质企业落户

去年暑假过后，刚刚建成的超然中学开始
招生，位于诸城西南这块环境优美的城乡边际
带，正成为民办学校的乐园。其中，大部分土地
来源于低效利用的厂房腾退。

诸城市瑞麟祥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因投资
过大、市场需求低迷等，企业濒临破产，企业二
期建设的厂区形成240亩低效用地。诸城市考
虑土地区位优势，主导推动该公司与超然教育
集团合作，建设民办超然中学。目前，超然中学
投资3亿元，建设10万平方米教学楼和标准化
操场，可容纳108个班，8800名学生。瑞麟祥公

司也通过转让低效用地回流资金7000余万元，
实现了企业发展平稳过渡。

“2016年以来，诸城市创新土地供应模
式，通过整合低效利用资源投资建设标准化
厂房‘筑巢引凤’，招引市场前景广阔、科
技转化速度快的高新技术产业落户诸城。”
诸城市国土资源局党委委员、土地主备中心
主任安文丰介绍说。作为对接青岛的桥头
堡，林家村镇通过“腾笼换鸟”，进行“零
增地”招商，满足青岛产业转移高新技术企
业对科研成果转化生产的时间和降低土地持
有成本的要求。

土地利用方式更高效，招商引资也有了更
好效果。去年，林家村镇把原个人租赁使用的
110亩低效利用土地纳入储备，投资改造建设
标准厂房及附属设施8万平方米，招引青岛软
控集团的软控联合科技产业园搬迁转移项目
进驻，企业实行先期租赁使用，如约达效后
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的方式。当年软控集团追
加投资2亿元搬迁和新上设备，厂区容积率由
0 . 6提高到1 . 0以上，已达月产千余套模具的能
力，项目预计年可实现销售收入4亿元、拉动
地方就业800人、税收4000万元以上。如今，
原来以工艺品、食品加工和小型机械制造为
主的林家村镇，成功转型为先进装备制造
业、海洋性功能食品、新能源三大新兴产业
集群区。

“为保证存量低效利用土地得到有效的
利用，我们还建立了二级市场网上交易平台，
加快低效用地交易利用。对一些落后淘汰产
业，为企业牵线搭桥，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
等‘腾笼换鸟’方式，实现‘零增地’转型。”诸城
市国土资源局局长赵凤说。

建立“倒逼”发展保障机制

为真正把节约集约用地变成各级党委政
府的统一行动，诸城市把节约集约用地连年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纳入对镇街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考核体系，逐年提高节约集约用地在镇
街科学发展考核中的比重，形成系统化考核倒
逼强化组织保障。

诸城市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科科长夏斐
介绍说，对于镇街开展“零增地”提升或招商
的，分别按500元/亩、1000元/亩的标准奖补工
作经费。对企业“零增地”技改提前3个月以上
达效的，每提前1月给予土地使用权人1000元/
亩奖励，亩均税收达到要求的，再按3000元/亩
进行一次性奖励；“零增地”新建厂房面积超过
1000平方米且容积率达标的，超出部分按50元/
平方米进行奖励。

针对不同产业，该市分别制定了以产业
准入、建设标准和产出效益为主的标准体
系，作为“零增地”发展成效的评价依据。
同时，对“零增地”发展项目，严格依照用
地标准进行集体会审，核定奖励激励标准，
经市政府批复后予以奖补。

2012年，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诸
城市实行建设用地指标配比管理。使用计划
指标配套20%的增减挂钩指标，每亩用地成本
提高4万元，倒逼企业用地精打细算。随着经
济下行压力加大，为降低企业成本，2015年
诸城市将指标配比资金转化成履约保证金。
项目如期履约的返还保证金，违约的按比例
扣减。扣减的保证金，划转为节地专项奖补
资金，奖励“零增地”发展企业。

“我们在用好履约保证金的同时，积极整
合各类基础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建立了‘一张
图’管理体系，对低效利用的存量资源及企业
现有厂区内的空闲地实行数据库管理，动态化
监测监控。”赵凤介绍说，这样就形成了立体化
的监管倒逼强化供应保障机制。

诸城市的“零增地”发展模式，每年为诸城
盘活近1500亩存量土地。全市实施“零增地”技
改的400多家企业，累计节约用地2600多亩，降
低用地成本3亿多元。

诸城有个“零增地”发展模式
列入全国“四个创新”示范点建设 每年为诸城盘活近1500亩存量土地 低效利用土地“腾笼换鸟”吸纳优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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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6月5日，记者从台儿庄古城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端午节小长假，台儿庄古城共接
待游客11 . 4万人次，同比增长17 . 38%，旅游综合收入
实现515 . 62万元。

该公司董事长曹恒超介绍，这是台儿庄古城与其他6
个景点捆绑营销，发展全域旅游的结果。据了解，经过几
年的运作，5A级景区的台儿庄古城已成为枣庄旅游的龙
头。台儿庄古城旅游集团公司以台儿庄区列入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契机，创新提出景区大覆盖，“台儿庄古城”
旅游转变为“古城台儿庄”旅游，助推“旅游城市”向“城市
旅游”转变。他们以运河湿地、双龙湖湿地和涛沟河湿地
建设推进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做好运河游、湿地游、古城
游的文章，打造独具魅力的沿运风光带。

为了发展全域旅游，该公司创新营销政策，推出
“一卡通”，枣庄和周边的临沂、徐州享受同城游，
办理一张年卡，可以去古城及台儿庄大战纪念馆、贺
敬之文学馆、李宗仁史料馆，以及双龙湖湿地、运河
湿地、祥和庄园景区；推出“一票通”，游客买一张
通票，可以游览上述7个景点。

在台儿庄古城一卡通、一票通营销政策带动下，祥
和庄园、双龙湖湿地、运河湿地等各大景区（点）游
客量有大幅提升，其中双龙湖湿地的一卡通、一票通
用户占游客总量75%，祥和庄园占游客总量36%，运
河湿地占游客总量73%。

台儿庄古城
领衔全域旅游

□记者 马景阳 刘磊
通讯员 刘玲 张智博 报道
本报淄博讯 6月1日，张店区科苑街道泰苑社区

联合区域化党建促进会理事单位淄博技师学院“世纪
华光”志愿者服务队，走近居民开展“小家电维修”
志愿服务活动。

青年志愿者们热情接待前来咨询、带来家电的居
民，对“问题”家电进行仔细检查、维修。社区居民
王振英阿姨拿着修好的收音机，脸上笑开了花:“我
这收音机坏了好长时间，扔了舍不得，花钱修还不如
再买个新的，这回给我解决问题了！”

党建来“指路”，党员来发光。自4月份成立区
域化党建促进会以来，科苑街道不断深化完善辖区党
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注
重吸收专业人才，纳入志愿服务大格局。根据社区孤
寡老幼、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的不同需求，推出了
集尊老爱幼、志愿服务、平安和谐等6大服务项目于
一体的爱心公益联盟。目前，街道涌现了一批志愿服
务组织，注册人数达2000人。10个“漂流书亭”亮相
社区后，在志愿组织的参与下，捐献书籍达1000余
册，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百姓最实在。看到居民
满意，我们的干劲更足了。下半年还要推进平安社区
建设、党群服务升级、棚户区改造等工作，14万科苑
居民的期待就是动力，我们必须更加努力。”科苑街
道党工委书记杨会斌说。

□记者 李媛
通讯员 孙京信 杨江川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友优客“O2O农副产品特色”

农创园，打造平度农副产品“O2O特色”交易平
台，已进驻企业22家，带动创业农民300人；投资
2 . 2亿元建立的青岛智汇谷文化产业园，通过发
起“你我都是艺术家”农民油画公益项目，已吸引
70多人前来学习创作，每人月收入可达七八千
元；店子未来世界农博馆及“农耕文明·土地契
约”博览馆，依托国家农业公园，打造集立体农
业、太空农业、智慧农业、儿童农业教育于一体的
现代农业展示馆，带动农民创新创业340人……

5月26日，记者从平度市“农创平度”项目

观摩调度推进会上获悉，今年该市按照深化提
升、新实施、储备培育三个层次，统筹布局建设
28个总投资60亿余元的优质高效农创项目，加
快现代农业产业园、科技园、创业园和田园综
合体“三园一体”建设，充分调动农民参与创新
创业的积极性。依托农创+科技、农创+名品、农
创+旅游、农创+电商、农创+脱贫“五大模式”引
领，打造产业“升级版”。

平度探讨农创+工贸新模式，建立良性农
创运行机制，放大18个地标产品效益，提高产
品附加值，加快推出一批经验性、特色性、标志
性改革成果，扩大“农创平度”在全国的影响
力。青丰种业农创体依托青岛市首家涉农院士

工作站科研力量，投资5亿元推行“育繁推一体
化+社会化服务”模式，建设“四中心一基地”，
年繁育推广良种4000万公斤，辐射带动育种合
作社132个、种植户17600个，增加收入2 . 6亿元。

“我们按照改革创新增动能、转型升级提
质效、落实政策促融合的思想，以农民创新创
业为引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延伸农业产业
链条，拓展农业产业功能，让农业强起来，农村
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平度市综改办专职副主
任李华强说。

目前，平度市5个重点农创体及7个在建农
创项目深化提升情况良好，其中崔家集蔬菜扶
贫农创体已建设完工。新实施的11个农创项目

均达建设计划进度，5个储备农创项目中已有4
个开工建设。今年前四个月，平度市农民创新
创业人数达3391人，新增城乡就业10742人,完成
全年目标任务的七成。

为确保农民创新创业顺利开展，平度重点
实施机制创新、组建行政审批局、推进“农村金
融聚集区”、技能培训四大突破机制，开拓融合
发展新境界。该市完善农民“双创”扶持政策，
率先出台扶持意见，统筹使用总额7700余万元
的财政资金扶持农民创业，结合特色小镇建
设，先后投入6780万元进行基础设施配套。以
政府增信、互助信用等形式引导金融、社会资
金向农创项目倾斜，共授信贷款13亿元。

以农民创新创业为引领，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农创平度”：催生农村发展新动能

张店区科苑街道
微服务汇成大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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