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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王永波 王梦萱

6月19日，在高密市豪迈集团加工车间，
一台简易的焊接小车正在切割、打磨排气烟道
锥形筒体。负责改装这台焊接小车的老焊工邓
忠昌告诉记者：“小车打磨和翻板约1小时即
可完成，仅效率方面就比原先提高了近40倍，
且加工出的坡口形状统一，质量稳定。”原
来，此前人工打磨一台筒体需连续工作40个小
时，筒体两端共35-40米长的坡口，工人在打
磨下端坡口时需要仰头进行，不仅累，还有安
全隐患。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公司“改
善即创新”口号的鼓励下，邓忠昌与创新小组
的同事们产生了用机器取代人工打磨的设想。
邓忠昌提议将闲置的焊接小车改造成可以实现
弧形坡口和直线坡口加工的多用途设备，试验
后运行稳定，随后用到了日照厂区的加工中，
不仅为日照豪迈节省了约50万元的采购费用，
还减少了场地的占用。

今年，潍坊市计划在全市范围内重点培育
选树降成本先进典型企业16户，并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这一工作被写入《潍坊市
2017年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中。

选树降成本可复制典型，仅是《方案》小
小的一角。6月9日，潍坊市人民政府下发该
《方案》，决定以更大力度推进降成本工作，
通过降低企业税费、融资、用工、电力、制度
性交易等成本，力争2017年为全市企业降低成
本200亿元以上，企业反映的历史遗留问题全
部办结，努力把潍坊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企业
成本最低的地区之一。

“制定该《方案》，是潍坊市委、市政府
落实中央和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应
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旨在更好地优化
企业发展环境，激发广大企业的发展活力。”
潍坊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市编办主任鞠增玉介绍说，《方案》有三
个鲜明特点，一是普惠性，各项政策措施全覆
盖，确保广大企业都得益；二是含金量，在市
级职权范围内，确保给予企业最大的政策优
惠；三是连续性，减负政策措施将根据上级部
署和潍坊实际，动态调整完善，确保形成长效

机制。
去年，潍坊市推出的“711”专项行动打

出降成本“组合拳”，全年累计为企业节省财
务成本161 . 2亿元，节省时间成本16000余天。
《方案》在持续推进“711”专项行动的基础
上，制定了涉及9个领域的46条具体措施。其
中32条政策措施为去年80条的延续，重点在扩
大受益范围和减负比例上进一步加大了力度。
如扩大电力用户直接交易范围和规模，为企业
降低用电成本2亿元以上；多渠道促进债券融
资，实现企业债券融资280亿元；继续执行企
业社会保险费率政策，让企业少缴纳养老保险
费4 . 56亿元、失业保险费1 . 8亿元、工伤保险费
1 . 04亿元；现执行13%增值税税率的企业下调2
个百分点等。

另外，据鞠增玉介绍，根据国务院和省政
府关于降成本意见要求，结合潍坊实际，今
年新增降成本政策措施14条。主要包括：多
方筹资清偿政府拖欠企业资金；落实企业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加计扣除比例由50%
提高到75%，研发费加计扣除规模达到16亿
元以上；规范融资收费，减免服务收费1 . 8
亿元以上；对利率较低的涉农、小微企业贴
现票据优先给予贴现支持，办理再贴现10亿
元等。

潍坊经济开发区对新进园区工业项目优先
推行“先租后让、长期租赁、弹性出让”的差
别化供地方式。今年年初，该区对拟用区先进
制造业工业园南侧地块的新进工业项目尝试出
让年期弹性出让政策，既避免了土地长期浪
费，又满足了企业的生产条件，降低企业用地
成本，达到了保障企业发展与维护土地使用效
率的双赢。

出台这一政策时，潍坊合信制线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志强正为扩产项目而犯愁，公司周边
已经没有合适的发展空间。经济开发区国土部
门主动上门服务，介绍新政策。不久前，潍坊
合信制线有限公司挂牌成交一块面积80亩的土
地，出让年期缩短为 2 0 年，成交总价款
1615 . 9899万元。“这80亩土地采用出让年期弹
性出让方式，与一次性缴纳50年土地使用权价
款相比，节约成本约700万元，我可以有更多
资金购置新型设备、修建厂房了。”杨志强高
兴地说。

潍坊推出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新方案，制定涉及9个领域的46条具体措施———

一年为企业再降成本200亿元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韩京 报道

近期，位于临朐县西南部山区的宋香园生态旅游世界内的薰衣草花开正盛，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观赏。6月18日，荷兰艺术大师Huub(右一)前来采风，并指导员工调配薰衣草香料。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水利部门获悉，为

加强河道管理，保障防洪安全，更好地发挥河道综
合效益，《潍坊市河道管理办法》日前印发，明确
规定了潍坊市行政区域内的河道，包括水库、人工
水道、行洪区、滞洪区、河口水利工程等规划、治
理、管理及其他事项。

《潍坊市河道管理办法》明确，潍坊市水行政
主管部门是全市河道主管机关，各县市区水行政主
管部门是该行政区域的河道主管机关。各地要按照
职责分工，做好河道内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
水环境卫生等，要按照权限实施河道管理，划定河
道管理范围，设立堤防安全保护区。大中型河道管
理范围内的土地归国家所有，由河道主管机关统一
管理使用，河滩内的可耕地可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使用。河道采砂管理和河道防汛实行县市区行政首
长负责制，出让需要按法定程序办理。河道主管机
关加强河道采砂管理的监督、检查、指导、协调，
发现问题及时责令整改，水库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
内禁止采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积极开展河道清
障，做好河道防汛工作。建设跨河、穿河、穿堤、
临河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取
水、排水等工程设施，要符合防洪标准、岸线规划
和其他技术要求。城镇和村庄建设不得占用河道滩
地，在编制和审查沿河城镇、村庄的建设规划时，
应事先征求河道主管机关意见。

潍坊印发河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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