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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大众潍

坊县市区

频道

为进一步规范全区“九小场所”及“三合一场
所”消防安全管理，有效遏制冬季火灾事故多发势
头，确保年末岁初期间的消防安全，近日，潍城区
组织消防安全宣传人员深入到沿街商铺“九小场
所”及“三合一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杨国胜 张 蓓

推行产业强市以来，潍坊用实干铸就发展
新业绩，各项工作有亮点，发展势头喜人。

在山东藏源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养猪场
内，随着工作人员的召唤，一头头黑猪应声而
来，欢快地抢食。这些通体黝黑的猪叫藏香
猪，是源自西藏的“高原珍品”。

从一个中铁工程师，到一家年销售额达
1500多万元的企业老板，负责人王大伟的成长
与收获，与蓬勃发展的市场密不可分。

在潍坊，像王大伟一样下海经商的还有许
多。通过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前三季
度，潍坊市新登记市场主体8万户，市场主体
总量达到78 . 3万户、同比增长12%；其中，新
登记企业2 . 9万户，企业类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18 . 7万户、同比增长22 . 7%。企业类市场主体
占全部市场主体比重达23 . 9%，较年初提高了1

个百分点。
“通过加强市场主体培育，潍坊市产业组

织体系不断优化。”潍坊市产业办副主任、产
业强市建设专项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陈强说，
在潍坊，龙头企业有培育计划，梯次培育名
录，“一业一策”配套专项扶持计划，目前规
模以上工业、贸易、重点服务业企业达6359
家；“隐形冠军”企业，有群培育方案，认定
“一企一技术”企业342家、“专精特新”企
业373家；中小企业有技术支持，先后为650家
企业提供工业设计云平台软件服务，节省成本
7000余万元。据统计，全市主导产品国内市场
占有率前三位的企业达41家。持续推动“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股上市”工作，前三季
度完成规模以上企业改制764家、占全年改制
任务量的96 . 1%，累计完成改制企业2087家、
占全部改制任务的78 . 9%，新增上市企业2家、
新三板挂牌企业5家，债券融资规模达247 . 7亿
元。

为了帮助企业发展，推行“产业强市”，
潍坊全方位发力。

努力在打造创新平台建设上下足力气。加
快十大科技国际化工程、农业十大创新公共基
地、十大产业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目前，全市80%以上大中型企业建立了研发机
构，省级以上创新平台数量达350余家。加快
推动机械装备、汽车制造、生物基材料等9大

领域、39项关键技术攻关，滚动推进机械、化
工、纺织、食品、造纸等传统行业500项技改
工程。

平台搭桥让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水平大幅提
升。日前，在国家工商总局公布的2017年“中
国商标金奖”获奖名单中，潍柴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列“商标创新奖”获奖单位第一位。截至
目前，潍柴动力、歌尔声学、盛瑞传动等企业
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的创新成果，前三季度全市发明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分别达3023件、799件，均居全省
前列。

深入实施鸢都产业领军人才、现代企业家
培育、鸢都学者培养、海内外柔性引智、优秀
青年人才储备、急需紧缺人才开发“六大人才
工程”，争取的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省级服务
业创新团队数量居全省前列；6人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外专项目，获批省级外国专家项
目5个；先后引进美、德、韩等外国专家320人
次、组织执行外国专家项目215个，解决机械
装备、汽车制造、“互联网＋”、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等领域技术难题300余个。

外企来设总部（分支机构）最高奖5000万
元，央企来设总部（分支机构）最高奖3000万
元。今年中旬，潍坊市公布招商发展激励“黄
金八条”，下大手笔重奖招商功臣。

“制定出台重点产业招商政策，加大了现

代产业体系重点领域项目招引力度，以优质增
量投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陈强说，激励政
策效果立竿见影，1至9月份，潍坊市新签约投
资过亿元招商项目310个，总投资176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45 . 5%、11 . 6%。

加快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做强做优产业承
载体系，潍坊还梳理了138项核心支撑、关键
支撑和重要支撑项目，逐一明确牵头单位、推
进计划和时间节点要求，形成了产业强市建设
支撑台账。与人民银行潍坊分行、市工商银行
对接，确定有融资需求的支撑项目26个。

急企业之所急、帮企业之所需，潍坊市通
过创新财政专项资金投入模式，组建24亿元的
产业发展母基金，累计设立了30只股权、债权
及夹层专业子基金，撬动各类金融、社会资本
投入430亿元，已经先后支持了255个重点企
业、项目发展。与县市区及民营资本联合设立
省内规模最大的再担保公司，累计为350家
（次）企业提供担保、再担保支持130余亿
元。

同时，持续优化在全国首创竞争性产业用
地分配办法，今年从全市土地利用计划中又拿
出1500亩产业用地指标，对20个“建链强链补
链”项目、园区、平台进行优先扶持，三年
来，已通过产业竞争性用地政策累计支持重大
产业项目121个，供地8444亩，成为撬动全市
产业转型的有效杠杆。

潍城———

将安全送到“九小场所”

11月28日，40集大型电视连续剧《烟雨潍
水》，在潍坊市新富佳悦大酒店举行了开机仪式。
今年，随着“文化名市”战略的确立，寒亭区启动
了大型年代电视连续剧《烟雨潍水》的拍摄，先后
举办了剧本研讨会、媒体记者见面会，该剧将成为
继《大掌门》之后寒亭区推出的又一部精品力作。
该区今年还打造了杨家埠文化创意梦想小镇项目，
重点发展影视文化和影视产业，这必将强化寒亭文
化特色，增强寒亭的文化魅力和吸引力，提升寒亭
“软实力”。

近日,走进临朐县九山镇牛寨村,映入眼帘的是
干净的青石板路,整齐划一的民居。村民于兴美正
在收拾自家小院,“厕所改造之后,家里的环境简直
是大变样 ,夏天苍蝇蚊子都少了 ,家里也没什么异
味。”于兴美高兴地说。

坚守生态底线,九山镇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
通过实施改厕和乡村生活污水一体化处理工程,持
续推进全域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

青州市立足书画产业发展优势，进一步丰富
“文化青州”内涵，做实文化大文章，促进文化品
牌产业化，释放文化发展活力，加快 “文化名
市”建设。

近年来，青州市书画产业群不断壮大，“文化
青州”品牌越叫越响。重点打造的中国中晨（青
州）国际文化艺术小镇吸引了国内大批书画从业者
落户，进一步聚集整合了文化资源，推动了书画产
业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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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亭———

大型电视连续剧

《烟雨潍水》开机

临朐———

山沟里的“厕所革命”

青州———

立足书画产业优势

建设“文化名市”

培育市场主体 打造创新平台 实施人才工程

潍坊全方位发力推行“产业强市”

□ 本报记者 冯砚农

从一个仅有12名员工，借款1万元起步的
小公司，发展成为年销售收入18亿元并且没有
一分钱银行贷款的现代化企业集团，乐化集团
用了30年时间。11月29日，乐化员工在各路宾
朋的见证下，庆祝属于他们的节日——— 建厂30
周年。

乐化集团的前身是昌乐县平原乡油漆厂，
成立于1987年春天，当时创办人沈孝业带领几
个乡亲借了1万块钱开始创业。最初由于缺乏
技术和资金，一直到1990年都没有正常生产。
1990年7月15日，一场大火将企业仅有的几名
员工烧成重伤，厂房也付之一炬。在大火之
后，员工们没有放弃努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

技术和设备难关，终于在1991年生产出合格的
油漆，并在当年实现盈利。1994年，油漆厂改
制为股份合作制公司，并组建成立山东乐化集
团有限公司。

1992年到1997年，乐化迎来大发展，产能
迅速从500吨扩张到8万吨，营业收入也迅速过
亿元，2001年乐化的产能达到16万吨，成为中
国油性漆第一品牌，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乐
化也成为山东民营经济的代表之一。

产能提升了，产品销路好并没有让乐化人
沾沾自喜停滞不前。创新、引领行业潮流成为
乐化人的又一个目标。2003年乐化在青岛成立
研发中心，并在2010年起进入房地产和物业管
理等领域，成为跨行业的现代化大型企业集
团，企业先后获得“山东省著名商标”“山东

名牌产品”“3A级信用企业”“国家免检产
品”“潍坊市2007年度百强民营企业”“中国
建材企业500强”“中国化工企业500强”“厚
道鲁商”等荣誉，董事长沈孝业也先后获得山
东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市长质量奖等
荣誉，并连续四届当选为省人大代表。2016年
乐化集团营收超过18亿元。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乐化集团不忘回报社
会，早在1993年就投资200多万元建起全县第
一座中学的教学楼和宿舍楼，并配备了现代化
的教学用品；1997年，沈孝业自愿捐款20万
元，设立“昌乐县‘孝业’奖学基金”；2014
乐化集团投资400多万元修建的红河镇肖家庄
村“惠生桥”竣工通车。

未来，乐化集团确定了“巩固昌乐、发展

青岛、开发西部”的战略：巩固昌乐就是新上
100万吨油漆原料和100万吨高档漆项目，这些
项目都将在昌乐以及周边的寿光等地落户。据
介绍，发展青岛就是未来乐化会把业务窗口迁
到青岛，去面对更大的市场。开发西部就是把
原来的油漆设备通过搬迁搬到西部，借助西部
开发的东风，把中档产品做得更强。

未来，乐化集团继续保持原有油漆生产性
项目之外将重点发展当地比较薄弱的旅游产
业，并且会紧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56个民
族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号召，打
响“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文
化品牌，为当地建设民族特色休闲旅游景区。
此外，乐化集团还将发起拍摄首张56个民族全
家福的活动。

乐化集团坚持创新30年，书写发展奇迹

从1万元起步，到年销售收入18亿元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11月24日至25日，百名外国留学生走进潍坊，感受悠

久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感知山东’——— 百名外国留学生看山东”活动由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山东大学主办，旨在传播当
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在潍坊市,百名外
国留学生到潍柴控股集团通过参观，了解潍柴动力的自主
创新之路和对外开放成果；在杨家埠民间艺术大观园，实
地参观体验了潍坊风筝、木版年画的制作过程，感受民俗
的魅力；走进寿光蔬菜高科技示范园，参观潍坊现代化的
农业技术。

□ 本报记者 郑颖雪

11月25日，家住潍坊市弘润金茂府的李冬
告诉记者，近期在新闻上看到，我省不少地区
天然气供应不足，家里安装着燃气壁挂炉的他
心情有点紧张。

随着供暖高峰到来，天然气消费需求持续
走高，我省多地出现了天然气供应不足的情
况，部分地区为了保障居民生活用气，企业生
产和加气站都已经受到了影响。其他地区天然
气气源紧张的情况也引起了潍坊市民的关注。

11月27日，在潍城区一处天然气加气站，

不时有车辆来这里加气，多数为出租车和私家
车。加气站工作人员表示，虽然气源紧张，但
经过多方筹措，目前加气站运转正常。

目前，虽然城区部分天然气供应商已停止
向加气站供气，部分加气站也已停止向出租车
和私家车供气，仍有不少加气站想方设法筹措
气源。而随着LNG(液化天然气)供应日益短
缺，加气站天然气供应将受到严重影响。

潍坊城区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是潍坊港华
燃气有限公司，潍坊港华场站运行部经理李岩
告诉记者，自供暖季开始以后，潍坊港华供气
区域日需求量已经超过了100万立方米，较去

年同期增长了60%以上，目前日供气的缺口超
过20万立方米。假如遇到冬季极寒天气，供需
矛盾的问题可能会更加凸显。为了确保居民用
户平稳用气，该公司提前与工商用户进行沟通
交流，采取停工业、压商业、保民用的原则，
合理编排市区的用气计划，积极向上游提报气
量计划，协调保证上游气源供应。并利用
SCADA测点实时监测相关数据，将现场实时
数据准确地传至调度中心，时刻关注市区用气
情况，并随时监督调度，保障居民的生活燃气
供应。

潍坊港华副总经理赵献荣介绍，目前，一

方面通过与上游努力协调更多气源，积极参加
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竞价交易，争取上游
公司计划外气量，通过竞拍仅11月15日至30日
内气量购置共计195 . 5万立方米，该部分气量
到达潍坊门站价格为3 . 27元/立方米，而目前
潍坊居民阶梯气价第一档仅为2 . 5元/立方米。

潍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相关人员表
示，在冬季供气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按照国家、
省、市各级政府的要求，停工业、压商业，力保居
民生活用气。同时，居民在生活及采暖用气的时
候，也应该尽量注意节约用气，让燃气企业和市
民共同努力营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用气环境。

近日，天然气供应不足的消息令居民担忧，潍坊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表示———

冬季供暖高峰 居民用气优先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文物局获悉，目前，潍坊已经

拥有39家博物馆，其中，国有博物馆17家，非国有博物馆22
家，在全市逐步形成了以国有博物馆为支撑、非国有博物馆为
补充的博物馆体系，为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发挥着重
要作用。近年来，潍坊各类博物馆年举办展览超过200个，年
接待观众260万人次。

国有博物馆中，有国家一级馆2座，分别是青州市博物
馆、潍坊市博物馆；国家二级馆1座，是诸城市博物馆；国家
三级馆1座，是临朐古生物化石博物馆。潍坊也成为国内少数
拥有2座国家一级馆的城市之一。

潍坊市各类博物馆达到39家

从主次干道到社区背街小巷，寿光市在环境卫
生方面的变化有目共睹。在城市，大街小巷整洁清
爽，一排排树木郁郁葱葱；道路地面清洁干净，车
辆停放有序；社区、村落间，房屋整齐漂亮、院落
干净卫生……自从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开展以
来，城市变靓了，乡村变美了，天更蓝，水更绿，
人们越来越多地享受到创城带来的美好生活。上图
为整洁清爽的大街。

寿光———

文明城市环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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