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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9日，记者从日照市经信委获

悉，今年上半年日照市通信行业运行稳中有进。上
半年，该市电信业务总量完成7 . 61亿元，固定电话
用户18 . 1万户，移动电话用户293 . 8万户，其中3G用
户42 . 87万户，4G用户153 . 1万户。固定宽带用户数
80万户，其中，城区固定宽带用户数49 . 8万户，农
村固定宽带用户数30 . 2万户。

同时，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日照市信
息通信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 . 68亿元。光缆线路长
度达到185 . 22万芯公里。移动电话基站总数10166
个，其中3G基站2874个，4G基站4799个。互联网宽
带接入端口达到276 . 9万个。互联网出口带宽达到
920G。

此外，网络支撑能力切实增强。网络覆盖能力
持续增强，用户上网速率稳步提升，4G网络建设
与发展成果显著，宽带业务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FTTH覆盖80万户，WLAN网络覆盖全市2680个热
点区域，建成30080个AP；有线电视用户数60万
户，IPTV用户数23 . 3万户。

通信行业运行

稳中有进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何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市质监局结合该市“五

大战略”部署，选准质监工作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切入点和结合点，明晰工作思路，充
分发挥职能作用，质监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今年以来，日照市质监局以推进节能标准
实施为切入点，推进“生态立市”。加强监督
检查，督导高耗能行业和重点用能单位执行能
耗限额标准，利用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的倒逼
机制，引导落后产能有序退出。同时，指导企
业和园区在资源再生利用、资源循环利用、绿
色低碳、节能环保等领域创建标准化试点，在
今年公布的全国26个国家级循环经济标准化试
点项目中，金禾博源、日照钢铁2个项目成功
入围。同时，组织浮来山工业园申报循环经济
标准化试点，指导黄海粮油申报节能标准化示

范项目，提高了日照市绿色循环低碳发展水
平。

临港、汽车及零部件、钢铁等产业是日照
的支柱产业，围绕产业发展的不同特点，日照
市质安监局以加强企业质量品牌建设为抓手，
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推进“工业强市”。制定
了针对性措施，指导企业提高管理水平，提升
产品质量。其中，为扶持莒县塑料产业的发
展，日照市质监局专项制定了《关于支持莒县
塑料产业质量提升的意见》，坚持服务与规范
相结合，扶优与治劣相结合，整体推进与重点
突破相结合，提出力争用3-5年的时间，支
持、促进莒县塑料产业质量提升和转型升级，
打造高端塑料产业聚集区。同时，指导五征集
团申报第三届中国质量奖，现已通过初审。联
合开展了首届“日照工匠”评选活动，评选出
“日照工匠”10名，为企业营造出追求质量的

良好氛围。
当前，日照旅游旺季已经到来，为确保游

客来到日照吃的放心、玩的舒心。该局强化计
量器具监管，推进“旅游富市”。全面做好集
贸市场，特别是景区海鲜市场电子秤监管，严
防缺斤少两情况的发生。进一步推行集贸市场
电子秤“四统一”管理模式，即统一配置、统
一管理、统一检定、统一轮换。加强日常监管
和专项检查，会同工商等部门对大泉沟、乔家
墩子等旅游市场进行执法检查，没收作弊电子
秤14台，旅游市场秩序得到进一步规范。

在配合“开放活市”战略实施中，日照市
质监局着力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充分发挥执法
监督职能，开展重点工业品和重点消费品的专
项执法打假行动，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
动，先后开展了“质检利剑”“双打”“农资
打假”等专项行动。加强对互联网、旅游产

品、农村城乡结合部等领域的侵权假冒行为的
治理。同时，将执法与服务相结合，寓执法于
服务之中，加强事中事后服务和监管，指导企
业整改问题，消除隐患，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为开放的日照营造公平、公正、有序的营商环
境。

日照市质监局通过打造高端检验平台，推
进“人才兴市”战略实施。据介绍，国家碳素
结构钢质检中心是日照市第一家国家级检测中
心，也是全国第四家钢铁质检中心，中心具备
检验检测、培训咨询、研发创新、标准制修订
等六大功能；5月份建成挂牌的山东省大容量
检定站（日照）是全省第二家省级计量实验
室。据悉，目前国家碳素结构钢质检中心已招
聘博士1名、硕士12名，为日照钢铁产业发展
提供强力支撑。大容量检定站的建成也将为推
动日照临港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质监亮剑对接“五大战略” □记 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窦文煜 焦自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7月份日照市共登记市场主体
22191户，同比增长5 . 53%，平均每天诞生104户，实
有总量突破20万户。

据分析，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的促进作用
日益凸显。截至7月底，日照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
20 . 07万户，同比增长15 . 32%，增幅居全省第8位，
高于全省平均增幅1 . 51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上升
6个位次。每万人拥有市场主体691 . 72户，居全省
第10位，平均每14个人，就有1个人创业。其中：
内资（非私营）企业3201户，同比增长5 . 12%，增
幅居全省第 1位；外资企业 5 4 1户，同比增长
8 . 85%，居全省第2位。

同时，企业规模实力逐渐增强。注册资本“实
缴”改“认缴”，使日照市市场主体实有注册资本
（金）增长迅速。截至7月底，实有市场主体注册
资本（金）4539 . 57亿元，同比增长36 . 47%，增幅居
全省第8位。户均注册资本（金）达226 . 21万元，
居全省第5位。亿元以上企业651户。其中：内资
（非私营）企业733 . 5亿元，增长44 . 99%，增幅居全
省第4位；外资企业42 . 42亿美元，增长4 . 9%。

日照市场主体

突破20万户

□纪伟 孙露锋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9日，记者从日照市商务局了

解到，今年以来，该局积极推动政银企对接，搭建
金融机构与外贸企业沟通对接平台，解决外贸企业
融资难题，优化营商环境。

据悉，日照市商务局将信贷投放纳入考核范
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表内外授信增幅等指标按月
进行考核，降低企业开证保证金比例。同时积极拓
展优质生产型出口企业客户，调整改善贸易型进口
企业客户，实现进口、出口客户结构合理匹配，通
过办理内保外贷业务为外贸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不
断优化信贷结构。该局通过开展“贸易融资整改
年”活动，针对2013年至2015年末办理的贸易融资
业务，制订专项整改方案，整合港口、大宗商品交
易中心，推出“新常态下动产质押融资业务解决方
案”，实现货物流、资金流的全程监控，完善风险
防控手段。

上半年，日照市商务局组织上报10家品牌企
业、5家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企业，争取中央外经贸
发展专项资金，落实国家和省支持外经贸发展、减
轻企业负担等系列政策措施。出台了《2017年度省
级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实施方案》，确保专项资金
用好用足，并加快拟定《关于实施“对外开放”战
略的意见》《中澳（日照）产业园招商引资扶持政
策》等文件。按照《2017年度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绩效考核办法》，深入开展
日常监管和重点整治，规范市场秩序。上半年，日
照市共查处各类侵权假冒案件76起，涉案金额
388 . 56万元。

同时，日照市市级外经贸发展资金配套激励作
用持续发酵。日照市共拨付资金500 . 477万元，对
2016年发生的出口信保、境外展会和外贸新业态三
个类别的中央、省级资金支持项目进行配套补助。
日前，五莲县成功入选全国2017年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将获得中央财政2000万元资金支持。

日照为外贸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

□ 本 报记者 杜辉升 纪伟
本报通讯员 胡首鹏 李欣

“我们公司以前加工的带鱼是整条、单冻
的，以粗加工为主，消费者买回去还要去头、
去脏、去尾；现在我们把这些过程放在工厂里
面完成，不能使用的部位分类利用。既满足了
消费者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也提高了产品的附
加值。”8月9日，在山东名邦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总经理朱纪海说。

记者从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到，自
2016年以来，按照国家认监委和山东检验检疫
局的统一部署，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全方位
推进“同线同标同质”工程开展，要求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的内外销产品在同一生产线、按照
相同的生产标准，从而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平。
目前，日照市食品企业不断增加高品质产品消
费，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探索满足消费
升级需求的新方式。

从一只海参看“内销转型”

记者从业内了解到，目前养殖海参收购价
在50元一斤，长度达到20厘米以上的活海参制
成干海参后不过5厘米左右，制作一斤干海参
大约需要30-40斤活海参，每斤干海参仅原材
料成本就超过2000元。由于在市场中生产者与
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一些商家通过特殊工艺

人为增加干海参内的含盐度、或通过在即食海
参内包上厚厚的冰衣等手段，以次充好，不仅
很难保证食品安全，也扰乱了市场秩序。但由
于国内相关标准滞后，对一些“打擦边球”的
行为处罚力度不大，导致这些不法行为很难根
治。

“由于我们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加工的出口
贸易，一直执行国外严格的加工标准。现在国
内对优质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大，公司正逐步用
这样的商品开拓国内市场。”朱纪海介绍。以
该公司出品的即食海参为例，在收购野生海参
时就对海参生长海域有严格要求，使用纯净水
进行煮制加工时，整个加工过程都要在封闭无
菌的环境下进行，这对工人的操作规范、生产
线的设备水平都提出了严格要求。

目前，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制定2017年
“逐一帮扶”行动计划落实方案，对所辖141
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了宣贯活动，筛选出
34家有质量管理提升和内销转型需求的出口食
品企业，建立了帮扶台账。以出口食品企业备
案注册为抓手，以质量提升为目标，精准帮
扶、快捷高效，帮扶企业始终将食品质量安全
放在首位，积极引导企业建立实施危害分析与
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使更多的出口
食品企业参与“三同”建设中来。

国内市场成发展“快车”

“公司参与‘三同’工程以来，现在生产
的产品大部分为精深加工项目，如即食海参、
即食海蜇、煮鲍鱼、煮章鱼等产品，工厂的日
出货量也从十几吨减少到两三吨，用工量明显
减少，但总体上看营业额和利润都呈上升趋
势。”朱纪海告诉记者。

据悉，目前日照有山东恒宝、山东华康、
山东孚义等一批出口食品备案企业积极参与
“三同”工程，不断开拓国内市场，产品的内
销份额及利润也有较大幅度增长，产品的品牌
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的质量和信誉获得国内
消费者的广泛认可。

目前，共有16家出口食品生产企业获得
“三同”资格，其中山东恒宝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被评为“三同”示范企业，今年正在力争成
为山东名牌，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也在积极
争创“三同”示范企业。

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对73家企业推行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其中7家初次备
案，10家重新备案，17家延续备案;40家企业定
期监管；帮扶6家企业新获得HACCP认证。截
至今年7月底，日照市共有141家企业获得出口
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资格；企业累计获国（境）
外注册88家。

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郭晓华介
绍，该集团参加“三同”工程以来，国内市场
营业额已经从1 . 5亿元增长到3 . 5亿元，今年上
半年增长25%，全年增幅预计可达35%-40%。

“三同”产品逐渐打响品牌

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鼓励“三同”企
业走出去，积极参加2017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
览会、“‘三同’进天猫”-进万家杭州站、
中粮集团我买网“三同”专区等活动，借助商
贸平台加速发展。目前，日照辖区“三同”企
业-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正积极参加在烟台
国际博览中心举办的2017东亚国际食品交易博
览会，另有两家“三同”企业参加了在杭州举
办的活动，并成功在天猫注册并开展“三同”
产品的销售。

2016年年底，日照辖区仅有6家出口食品
生产企业登录认监委“出口食品企业内外销
‘同线同标同质’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商务
交易公共服务平台，目前日照辖区已有16家企
业成功上线“三同”平台。

在“三同”企业数量显著增加的同时，日
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还指导、联系商超数量十
四家，促成十几家商超销售“三同”产品。日
照辖区已进驻商超销售的“三同”企业14家，
销售额758万元；已进驻电商平台销售的企业8
家，销售额67万元。

“从我们公司的情况来看，在销售环节内
主要对接超市和商场，现在已经有80%的零售
商认可了‘三同’产品。”对于“三同”产品
的发展前景，朱纪海表示乐观。

水产精加工的“内销转型”之路
日照出口食品企业借力“三同”工程实现国内“丰收”

□丁兆霞 王祝君 宗杰 报道
本报日照讯 作为岚山区最早的商贸街

之一，观海路道路两侧店铺林立、热闹非
凡，见证了古往今来岚山商海沉浮。

8月1日记者置身其中，感受到的热闹却
并非来自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取而代
之的是穿戴齐整的施工人员和类型各异的重
型机械。观海路要升级改造了。

由于建设时间过早，标准本就不高的水
泥路面早已“分崩离析”，难以匹配呈几何
倍数增长的交通量，人行道也早已看不出本
来的模样。

今年2月份，借由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东
风，岚山区下定决心要让这条承载岚山人民
集体记忆的道路变个模样。岚山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项目经理卢立业告诉记者，整个升级
改造工程投资5500余万元，主要采用高质量
沥青罩面方式进行。配套设施方面，将增加
路灯等照明设施数量，重新规划出宽2米的绿
化隔离带和“2+2”米宽的慢行道，机动车、
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互不干扰，保障
舒适性的同时，美观性、安全性都有了质的
提升。

截至目前，观海路升级改造工程雨水、
中水、热力、强电等管道铺设正在有序进
行，整个工程预计将于11月底前全面完工。

岚山最繁华商贸街

升级改造

□丁兆霞
贾洁 报道

8月6日，东港
区石臼街道荣安社
区未成年人心理咨
询课开课。心理老
师深入浅出地向社
区家长传授了亲子
沟通的秘诀，并通
过 游 戏 与 孩 子 互
动。

□栗晟皓 辛有东 吕凤臣 报道
本报莒县讯 走进日照金港活塞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机器轰鸣，工人在流水线上有条
不紊地工作。“我们公司已建设17条船舶活塞
生产线，开发了6代产品，产品质量和档次处
于产业最前沿水平。”8月9日，日照金港活塞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承利介绍，“依托县里招
才引智利好政策，让我们公司发展一再提速，
走上了转型发展‘快车道’。”

张承利的感受，源于莒县招才引智政策
“红利”，该县发挥“月老”作用，积极在金
港活塞公司与山东大学王华明院士团队之间
“牵线搭桥”，帮忙引进了以王华明院士为领
军人才的“泰山学者蓝色产业领军人才支持计

划”项目，并给予资金扶持，使得金港活塞公
司在产品研发、科技创新等方面有了质的飞
跃。目前该企业年创产值8000余万元、利润
700余万元。

近年来，莒县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为服务
导向，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通过
用好中央、省、市各级人才引进的利好政策，
对企业在人才引进方面给予政策、资金扶持，
并借助搭建高层次人才孵化平台、优化人才发
展环境等一揽子“福利”，助力企业借智登
高，提高企业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为企业转
型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智力支撑。

“我们公司下一步计划进驻莒县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园，项目目前处于设计和环评阶

段，预计10月份建成使用，届时，我们将成为
日照市首家具有药品JMP生产资格的药妆研发
生产企业。”正是被莒县优厚的人才招引政策
所吸引，山东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张淳带着自己
的科研成果于2014年回莒县创办了山东仁瑞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生物科技成果的转化
运用。

为凝聚企业转型发展新动能，莒县不仅靠
“引进来”，还积极“走出去”。通过对高端
装备制造、精细化工、高端塑料、农产品精深
加工、新能源新材料等10个产业组织开展企业
调研活动，集中摸排各产业企业人才、技术、
项目需求，对每个产业成立一条招才线，由一
个部门单位牵头负责人才招引工作。

5月份以来，莒县各条线通过“走出
去”，累计组织开展人才招引、培育活动80余
次，目前已有42名高层次人才与莒县30多家企
业达成了合作意向。他们还先后到上海、深
圳、青岛、济南等地组织人才专场招聘会7
次，吸引30多名国内行业专家来莒县有关企业
对接指导。

上半年，莒县先后筛选推荐了“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项目4个、“外专双百计划”项目2
个、西部隆起带和省扶贫开发重点区域急需紧
缺人才引进项目4个、外国专家项目3个，共引
进培育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11人，并孵化升级
出一批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等重点行
业。

不断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莒县“借智登高”凝聚转型发展新动能 □记者 杜辉升 纪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8月11日记者从大赛筹委会获

悉，2017中国机器人大赛将于8月16日在日照开
幕，这是日照继成功举办2016中国工程机器人大
赛、2017RoboCup机器人世界杯中国赛暨国家机器
人发展论坛后又一重大科技赛事活动。

2017中国机器人大赛以“智能制造、智能产业、
智能生活、智慧日照”为主题，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
来自全国210所高校、1055支参赛队的近3450名参赛
人员展开角逐，比赛项目包括篮球机器人比赛、
FIRA小型组、服务机器人、机器人旅游、医疗机器
人、武术擂台赛、舞蹈机器人等18个大项及若干子
项。其中空中机器人、水下机器人、救援机器人等多
个项目，是目前机器人发展的热点和难点。

届时，还将有来自国内外多家知名机器人及智
能装备企业参展，展品包含对话、游戏、体验等人
机互动项目。据悉，中国机器人大赛是目前国内影
响力最大的机器人竞赛。

2017中国机器人大赛

16日在日照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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