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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赵文存 赵 洁

日前，由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梅森智库
联合举办的2017首届中国新能源产业投资峰会
暨新能源产业特色城市推选活动已全面启动。
新泰翟镇凭借优越的区域地理位置、良好的招
商环境、强力的政策扶持和新能源产业建设的
卓著成绩入选为“中国新能源特色小镇”。

翟镇位于新泰市城区西邻，103省道东西
穿过，交通区位优势突出。区域面积71平方公
里，辖46个村7 . 2万人，上世纪80年代建有6个
国有、地方煤矿，年产原煤一度达到400万
吨，洗选能力达到2000万吨。

进入新世纪后，伴随着煤炭资源逐渐枯
竭，采煤沉陷区土地沉降、民房斑裂、基础设
施受损等问题日益突出，该镇不可避免地“患
上”了煤炭开采的“后遗症”。

近年来，翟镇积极探索产城一体发展、融
合发展的新模式，蹚出了一条“人口、产业、
环境相协调，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新
路子，实现了从“黑色”到“绿色”的华丽嬗
变，连续获得全国重点镇、国家生态镇、省中
心镇等荣誉称号。

翟镇曾经因煤而兴，又因煤而困，在采煤
沉陷的现实面前，他们以村庄整体搬迁为基，
解决民忧、腾空土地、拓展了发展空间；又以
光伏设施建设为媒，融合产业、打造特色，实
现了破茧重生。

2015年，新泰市抢抓国家大力开展采煤沉
陷区治理的有利时机，通过积极对上争取，国
家光伏“领跑者”计划的重大支撑项目———
200万千瓦农光互补项目成功落地新泰，翟镇
成为采煤沉陷区光伏发电示范基地的主战场。
翟镇项目区规划设计光伏发电55万千瓦，占地
3 . 1万亩，投资55亿元。大项目带来的是大机
遇，也吸引着工商资本的大量涌入，为产业转
型升级带来了源源动力。

先后引入华能山东分公司、中国国际、中
节能、北控清洁能源四大集团进行投资建设。
一期30万千瓦光伏电站项目将于9月30日全网域
并网发电，二期明年付诸实施。项目建成后，年
均发电量15 . 6亿度，年均销售收入13 . 3亿元，年
均税收1 . 5亿元；项目建设期间，仅建筑安装增
值税、物流运输增值税就能增收1 . 2亿元。

在土地复垦、生态修复的过程中，创新性
地探索出“光伏+农业”的三产融合发展模
式，使采煤沉陷区由“包袱”变“财富”，产
业结构由“黑色”转“绿色”，为产城融合发
展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

农光互补项目的实施，为区域内多晶硅、
光伏玻璃、电器组件、电线电缆、支架、输变
电装备制造等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同时，还通过光伏企业引进了潍科种业、恒
蔬无疆、德信泰合等国内知名农业龙头企业投
资进驻，规划建设农业设施大棚2 . 1万亩，并同
步发展休闲采摘、农业观光、农家乐等生态旅游

项目，将带动当地物流运输、仓储批发、电子商
务、观光旅游、生态修复等新业态的快速膨胀，
形成“一产”叠加“二产”、带动“三产”的新型产
业链条，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充足动能。

农光互补项目带来的不仅是产业的发展，
更是村民的实惠。整村搬迁的村民通过流转土
地赚“租金”（每年每亩1000元）、基地打工挣“薪
金”（每年8000—10000元）、承包大棚翻“本金”

（年亩均收入5万元），实现了身份的华丽转变。
为更好地实现充分就业，翟镇指导各村成

立了劳务合作社，积极对接企业用工需要，定
期组织农业技术专业培训，让“地道农民”变
“产业工人”。同时，通过园区务工、大棚承
包、虚拟岗位等形式开展精准扶贫，有效地帮
助了贫困户脱贫。

“特色小镇建设已经成为当前新旧动能转
换的强劲支撑，独特的产业生态是特色小镇的
灵魂，必须以特色产业为支撑，打造既有个
性、更富内涵的特色小镇。”翟镇党委书记刘
焕校说。

翟镇积极抓住光伏发电基地项目带来的技
术优势、人才优势、资本优势，围绕“处处有
光伏、家家用光伏、人人享光伏”的目标，实
施了特色小镇创建工作，在小镇设置了光伏路
灯、光伏垃圾箱以及形态各异的分布式光伏电
站，并建设有特色新颖的“小镇客厅”和城镇
综合体，配套科技展览、创新创业、农民培
训、商贸物流等多个发展平台，努力打造集光
伏领跑、观光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国知名
“光伏小镇”。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武建堂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21日下午，泰安市一线

创新工程师暨科技信息推广应用专题培训会议
召开。培训会会期一天半，分别邀请三位专家
用三个半天的时间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讲解。

“企业要创新发展，人才是关键。”21日
下午，泰安市一线创新工程师暨科技信息推广
应用专题培训会议开幕，全市科技信息注册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贯标企业、“三强”企业
等研发管理者、技术骨干、研发人员、一线工
程师等共计200余人参与。国内著名创新方法

专家张明勤等3位专家现场授课。与会人员纷
纷表示，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生产中
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提升自身的创新
能力和水平，成为企业发展进程中的创新型人
才，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价值。

近年来，泰安市科协积极开展了泰安市双
创科技信息推广应用工作。今年，市委办公
室、市政府办公室下发《关于实施创新驱动助
力工程的实施意见》并面向全市进行工作部
署。截至目前，全市已完成注册并使用该数据
库的企业有260多家，培训专利应用工程师794

人次，20多家企业通过应用取得显著成效，初
步形成了70余项专利，产生经济效益3亿元。
今年6月份，泰安市又被中国科协评选为2017
年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示范市，具备了成立中国
科协创新驱动助力工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中心
泰安市分中心的条件。分中心成立后，可以将
中关村、京、津、冀四地科技创新资源，直接
引入泰安市，实现资源共享，促进全市产业的
转型升级、快速发展和科技成果落地，能够更
好地为企业创新发展服务，目前分中心正在积
极筹备中。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文锋 报道
本报泰安讯 11月24日，泰安市出台《关

于进一步运用政府引导基金促进股权投资加快
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20年，市级政府
引导基金规模达到25亿元，各县、市、区也要积
极支持设立基金、扩大规模，力争全市吸引社会
资本300亿元以上，使在泰安市注册的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数量、募集资金规模实现较大幅度
增长，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私募市场体系。

市级政府引导基金是政府出资设立并按市
场化方式运作的政策性基金，按照“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防范风险、滚动发展”的原则
运作。泰安市将以积极推进政府引导基金规范
运作为突破口，培育和壮大私募基金市场主
体，增加股权投资供给，促进以私募市场为重
点的区域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更好发挥资本市
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吸引社会资本进入我
市特色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势
产业以及政府鼓励发展的旅游、文化、健康、
教育等服务业领域，为全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注入新的动能。

在资金来源方面，将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多

渠道投入机制。自2018年起至2020年，市级预
算内支持工业、服务业、农业产业、科技创新
等领域的专项资金，每年都要安排一定比例用
于增加市级引导基金规模。引导基金实现的收
益及退出资金，原则上要继续用于补充引导基
金，实现滚动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县级政府设
立引导基金，根据财力状况和结构调整的需要
逐步增加基金规模。积极探索建立财政投入、
国资收益、基金增值和社会资本投资及捐助等
多渠道并举的滚动投入机制。

在引导基金使用上，引导基金主要以参股

形式支持设立子基金，同时坚持参股不控股，
不独资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引导基金应当
围绕特色主导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统优
势产业、“三强”企业培植以及旅游、文化、
健康、教育等事关全市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政府引导基金在投资方向、投资策
略上，要积极吸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齐鲁
股权交易中心、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和“新
三板”挂牌企业，支持培育壮大泰安市上市后
备资源，促进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推进规模企
业规范改制，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郑莉 程雯 报道
11月25日上午，泰山区关心

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在岱庙街道丽
景社区举办“童心同绘新时代”
青少年书画摄影展。党员干部、
100余名青少年及家长、指导教
师参加了该活动。

本次书画摄影展得到全区青
少年的积极响应，征集作品400
余幅，经过专家评选，优中选
优，展出书法、绘画、摄影作品
80余幅。广大青少年用稚嫩的笔
触和灵动的光影立体呈现了新时
代各行各业人们提高精神修养、
追梦圆梦的过程，传递了真善
美、弘扬了正能量，取得了良好
效果。图为参展家长与学生共同
欣赏书画作品。

□通讯员 徐娜 报道
本报新泰讯 今年以来，新泰农商银行不断

提高审计效能，打造金融风险“防火墙”。
强化集中汇报，做好审计分析。注重做好数

据分析，瞄准重要风险点，揭露问题本质，提高
审计价值。强化整改落实，严防虚假整改。严格
审核整改报告，重视从根源上整治问题，实行整
改“销号”机，对问题整改持续跟踪，确保整改
实效。强化警示教育，筑牢思想防线。以风险案
例、屡查屡犯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真实案例警示
员工防微杜渐，守住合规操作的底线。

政府引导基金为产业发展“加油”
到2020年市级政府引导基金规模达到25亿元

蹚出“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的新路子，新泰翟镇———

采煤区上演“黑土”生“金”

■特色小镇看新泰

泰安市一线创新工程培训会召开

童心同绘

新时代

新泰农商银行：

打造金融风险“防火墙”

广告

□通讯员 刘克圣 报道
本报新泰讯 新泰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创

新思路，转变监管模式，提高了建设工程质量，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完善监督手段，将过去传统的“尺量、锤
敲、目测”转变为目前激光测距仪、数显回弹仪
等现代化、智能化的高科技仪器设备和数据统计
信息网络化。转变监督模式，将现场监督检查由
传统控制点的质量监督扩展到非控制点的质量监
督。将白天日常工作监督巡查延伸到夜间突击巡
查。第四，将过去建设单位邀约后被动监督转变
为主动不定期相互交叉巡查。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于亚婕 罗文娜 报道

本报肥城讯 11月27日上午，2017中国模板
脚手架行业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肥城市举办。中
国模板脚手架协会正式授予为“中国模板脚手架
产业园”称号。

据介绍，肥城市有“建安之乡”品牌优势，
被评为山东省建筑业10强县，位列第二。截至今
年10月底，肥城建筑业从业人员达到10 . 8万人；
全市建筑企业总数为117家，其中一级企业14
家，二级企业56家，总产值过亿元的企业达到16
家。今年1至10月份，全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205
亿元，增加了49 . 1亿元，同比增长7%。

创新监管模式

提升工程质量

肥城模板脚手架

产业园获殊荣

□记 者 刘 涛
通讯员 宋 杰 周倩倩 报道

本报肥城讯 “社区工作人员全部上街，发
现问题，巡查员及时与片区长上报，简单问题直
接由片区长协调解决；难处理的问题片区长登记
汇总，交由社区领导小组研判，积极对接相关部
门，限时整改。”肥城新城街道伊家沟社区党委
书记姚庆国向记者介绍。

该社区以下设片区，片区之下是楼院、楼
栋、单元，在这“五级管理网络”中，不管是环
境卫生、治安管理问题还是水电暖维修细碎琐
事，都得到了及时有效地处理反馈，社区管理更
加科学合理。“肥城社区管理改革本着实事求是
的原则，以满足群众需求为出发点，以全国文明
城市创建为总抓手，‘六化’协同推进，充分发
挥街道、社区在城市日常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和兜
底功能，实现城市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秩序
化、常态化。”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说。

据了解，11月24日肥城启动城市社区管理改
革。该市制定出台了试行意见，以村为核、村社
融合，优化服务、筑牢基础，通过整合各类资
源，突出党建引领、结合文明创建，构建起“市
级统筹、社区监督、市场运作、共建共享”工作
体系。截至目前，肥城市已确定26个市级领导和
市直单位联系包保社区，深化城市社区管理改革
工作全面推开。

肥城启动

城市社区管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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