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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全国 丁莹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我们的股东在外地，近期
没法赶到现场签字，公司必须在月初完成纳税
信息采集，哪个部门能解决呢？”日照路森矿
业有限公司在办理企业注册时遭遇了难题。了
解到这一信息后，东港区投资服务局代办员主
动衔接，赶赴外地靠上服务，帮助企业及时完
成了注册。

按照“一个代办项目、一个最优流程、一个
推进团队”的工作模式，今年以来，东港区为重
点招引项目协调放宽受理门槛，通过开辟“绿色
通道”“全程代办”“容缺办理”等各种便民措施，
让以往困扰企业落地的难题不再难。

据悉，该区先后制定了《东港区重点投资
项目审批手续全程代办实施细则》《投资项目
容缺受理审查和优化并联审批流程工作方
案》。11月，东港区投资服务局又会同区工商
局、区公安局、区国税局、区地税局等部门进
驻国际财富中心，组建政务服务中心国际财富
分中心，对重点项目实施“绿色通道”专门服
务城市经济类项目，主要申报材料齐全有效、
次要申请材料有所欠缺的情况下，窗口可以先
行受理该业务，在审查过程中补齐次要申请材
料，补齐后再审批，大大缩短了办理时间。从
企业名称核准、工商登记注册、税务信息采
集，代办员对重点项目审批手续实行全程跟踪
代办，“决不让企业多跑一步冤枉路”。

政务服务中心国际财富分中心自挂牌运营
以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成功帮助利洁新
能源汽车、美庐科技、斯德望能源、青岛海尔
保险、日照路森矿业、日照影旅文化6个重点
投资项目顺利进驻，注册资金2 . 7亿元。

有了“绿色通道”，企业注册少了障碍，
优质的投资环境吸引来更多投资者。依托老城
区、石臼“两大商圈”以及国际财富中心、大
象国际、日照港国贸中心、日照港国贸中心、
天德海景城等四大楼宇，东港区围绕商贸服
务、金融证券、文化娱乐、电子商务、创新创
意、规划设计、会展经济、总部经济、船代货
代、现代物流等产业精准招引，对日照老城印
象、老东关商业街、石臼老街等14个重点推介

项目进行梳理包装，完善了“项目库”，招引
落地项目12个。依托旧城改造腾空片区，规划
建设科技产业园、双创基地，通过与知名企
业、星级酒店、品牌运营商等积极对接洽谈，
项目包装，聚焦工作重点，助推城市经济突破
发展，目前正在重点洽谈推进中棉大厦、盘古
电商、影视小镇、建久恒盛、颐高数码、新城
控股等城市经济类项目36个。

“暖巢效应”对城市经济类产业凝聚吸引作
用日益凸显。数据显示，1—11月份，该区新招引
项目128个，到位资金17 . 1亿元，其中招引城市
经济项目61个，到位资金16 . 6亿元，占总体到位
资金的75 . 7%，新招引过5000万元62个项目中，
城市经济类54个，占项目总数的87%。

不让企业多跑一步冤枉路
东港优化投资环境引发“暖巢效应”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史树梅 卢立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1月27日，实训飞机往来盘
旋的高空之下，日照机场与北京德知航创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今后双方将共同
致力于国内无人机技术和产业发展。

日照按照“支线运输、通用航空、航空产
业”三位一体的思路大力培育航空产业，如
今，落地东港的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在谈的航
空产业项目有30多个。按此态势，再有三五年
时间，日照空港新区有望做成全国首屈一指的
航空产业聚集区。

用最快的效能、最优的服务，打造最优质
的发展环境，今年以来，作为主城区和驻地区
的东港区，按照“市区一体”的理念，积极服
务推进全市重点项目，集中发力、强势突破，
多个项目建设一路小跑。

其中，国丰远大住宅装配式建筑工业化项
目，从合作协议签订到第一批建筑材料产品走
上市场，用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创造了项目
建设的“东港速度”。

这时节，穿行于东方太阳城·天台山旅游区
蜿蜒的石砌商业街，两侧蕴含传统文化元素的
太阳客栈、商铺等建筑已然成形。其中，太阳文
化博览园一期已开工建设，游客中心、商业街已
完成主体施工，太阳客栈主体完成1/2。

与此同时，刘家湾赶海园升级、涛雒风情
小镇建设等东方太阳城其他文旅项目也快速推
进。作为日照市“旅游富市”战略头号工程，
东方太阳城建成后，将成为东港区乃至日照市
的旅游业转型发展的龙头。

在服务大项目、支持大项目、承接大项目
落地的同时，东港区“三个园区、两个商圈”
已摆开了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的龙门阵，产业
发展“水涨船高”。

在新市区、石臼老商圈，烟台路、淄博
路、海曲路交汇形成的“黄金网格”内，日照
国际金融财富中心、安泰国际广场、华润万象
汇、沪港中心等亿元级综合体群峰竞起；在老
城区，以住宅、四星级洲际酒店、金融商业、

影视文化等功能为主的东关北路开发项目工程
施工已进入尾声，老城区商圈魅力正在重振。

产业高地也是民生高地。在城南片区安置
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施工人员加紧作
业，20栋安置楼、一所中学、一所小学正快步

推进。今年，东港区20个村（居）1 . 2万处房
屋完成拆迁，29处安置区正在建设，规划建设
面积736万平方米。

人居环境改善的同时，也在吸聚商机、人
气。东港区招商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0

日，东港区今年共提报到位资金项目175个，
提报到位资金26 . 4亿元；其中新招引项目106
个，到位资金14 . 1亿元，新招引项目中过5000
万元项目45个，过10亿元项目3个，500强企业3
个。

优化环境 集中发力 强势突破

东港：项目聚势挺起发展脊梁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姚彩虹 徐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现在已经推选骨干力量充
实了2个农村党支部班子。”“‘晒账本’
‘晒合同’‘晒党务村务’活动，很受群众欢
迎”……11月20日晚，东港区日照街道党工委
办事处20多名干部围绕市县统筹巡察组反馈意
见整改情况及街道当前开展的各项工作等问题
各抒己见。

这不仅是一个民主生活会，更是对市县统
筹巡察组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的又一次督导会。
9月28日，进驻日照街道一个半月后，市县统
筹第四巡察组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全面从

严治党等方面对日照街道提出了33条反馈意
见。“揭短亮丑才能纠治‘痼疾’，我们要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深挖问题根源，全面落实整
改，倒逼问题‘短板’变为发展‘跳板’。”
9月30日，在召开的专题党委会上，街道党工
委书记王海波说。

紧接着，一份《关于市县统筹第四巡察组
巡察日照街道党工委反馈意见整改方案》的红
头文下发到了街道各个党支部。文件对巡察组
反馈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归类，按部门职责、分
工制订了整改工作台账，明确了整改措施、责
任领导、整改时限等内容。

为解决党员干部纪律规矩意识淡薄的问

题，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明党员干部操办婚丧喜
庆事宜有关纪律的通知》，深入开展党风廉政风
险点排查工作；针对“基层党支部机构设置不合
理”的问题，对20名班子成员的党员分组全部进
行调整，纠正了之前所有班子成员都在一个党
支部、一个党小组的状况，让班子成员能以普通
党员的身份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深入基层党
员中听取心声……在整改巡察组反馈意见的同
时，街道还组织开展了“走百村进千户访万民”
活动，深入一线，主动倾听群众呼声。目前，已走
访15000多户，收集意见建议300多条。

“真刀真枪”的整改，锤炼了党员干部的
思想，带来工作作风的上扬，让项目建设一路

小跑，快速推进。东港大道日照街道段涉及五
个单位家属院405户住户、58户村住宅楼。目
前，大昌家属院、皮革厂小区、尧沟小区水泥
厂家属楼共150户仅用一周时间签完协议，全
部腾空并验收完毕；古城家园11月30日已启动
签约。铁路公园日照街道段，占地面积1150余
亩，涉及街道9个村（社区），目前已完成企
业腾空拆除86家，腾空土地面积1000余亩。鲁
南高铁东港区段全程位于街道辖区，全长3 . 5
公里，建设用地130余亩，目前已完成部分清
障，姜家村南涵洞施工正在进行。厦门路涉及
街道7万余平方米，房屋、厂房等共计28家，
目前清点工作全部完成。

日照街道聚焦问题抓整改———

让问题“短板”变发展“跳板”

□丁兆霞 曹力丹 报道
12月11日，三庄镇陈家店村蔬菜大棚内，菜农

们正忙着收获黄瓜、西红柿。近年来，东港区通过
“合作社+农户”模式，大力发展大棚蔬菜，增加
农民收入。

□记 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史树梅 乔祥明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小区多年未供暖的事，在创城
民意大走访中被记录下来，很快得到了解决，创城
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东港区石臼街道祥博、
鑫鑫等5个社区的3548户居民，今冬起将彻底告别
没有暖气的日子。

自2015年日照市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打响以来，作为驻地区和主城区，东港区扛起主城
责任、强化主城担当，借创城东风还民生旧账，从
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着手，直面农贸市场
“脏乱差”、老旧小区“杂乱破”、交通秩序“闯
抢堵”等“老大难”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行动2122
次，累计拆除乱搭乱建等违章建筑3291处，修复、
硬化路面142 . 7万平方米，整治老旧小区129个，惠
及居民30172户；新建、改建农贸市场、夜市、烧
烤城、大型停车场39个，完成投资1 . 72亿元；“三
线”整治累计新建管道42 . 3公里，敷设光缆152 . 3公
里；在小区施划停车位9270个，安装电子监控554
个，实施营子河、后楼河等19条河道清淤工程，关
停城市禁养区及崮河流域畜禽养殖业户650余家。

借创城东风

还民生旧账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在脱贫攻坚工作中，东港区不断

探索完善“小额扶贫信贷”“保险扶贫”等金融扶
贫模式，为贫困户精准脱贫“上保险”。

为拓展金融扶贫方式，发挥小额扶贫信贷的重
要作用，东港区创新实施了“委托经营、保底收
益”模式，由新东港城乡发展有限公司与贫困户签
订委托经营带动脱贫协议，利用“富民农户贷”金
融扶贫政策，建设光伏产业项目。目前，已有5828
多户贫困户加入，贫困户不需参与经营管理，不用
承担投资风险，就能实现户均年收益3000元。同
时，由财政出资为全区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了
“脱贫小康意外伤害保险”，为所有产业扶贫项目
购买设施农业财产保险。目前，全区财政投资80万
元，为8450户贫困户和39个产业项目购买了保险，
总保额近11 . 7亿元。

此外，东港区扶贫办还同省农担公司和东港农
商行签订三方合作协议和双方合作协议，并在东港
农商行开设了三方监管账户，存入400万元的贴息
和风险补偿资金。目前，已有10家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通过省农担公司现场考察，将带动贫困户400余
人就业，实现人均年增收1500元左右。

为精准脱贫“上保险”

特色小镇全面开花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刘维国 报道
本报日照讯 风情小镇、莓香小镇、智慧康养

小镇……随着一个个富有鲜明地域人文特色的乡镇
日渐长成，东港区特色小镇建设呈现出多点开花的
格局。

今年以来，东港区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
体、市场化运作”的思路，依托自然禀赋、深挖历
史文化、找准特色产业，加快推进特色小镇建设。
12月6日，总投资30亿元的智慧康养小镇项目开工
建设，该项目由中冶华天工程有限公司和东港区采
用PPP模式共同打造，规划用地面积约4500亩，主
要建设二级甲等东港区中医医院、东港区社会福利
中心、黄山郊野公园、配套道路及市政基础建设。
12月7日，总投资6 . 8亿元的诗茶小镇项目顺利签
约，该项目采取混合所有制模式建设推进，一期规
划建设面积5平方公里，核心区域1 . 5平方公里，致
力建设综合性、多功能、多业态的小型旅游区和生
态养生居住区，全力打造产业特色明显、功能定位
准确的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

□ 本 报 记 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史树梅 乔祥明

闲暇之余，东港区三庄镇板石村村民刘
汉忠总喜欢去村前的“野坡”上看“光
景”：成片的光伏电板，在阳光的照射下闪
着明亮的光。

那里，是刘汉忠和乡亲们耕作了30多年
的山岭薄地。扒开薄薄的一层黄土，就是厚
厚的石砬子。三庄镇的一位农技人员告诉记
者，“由于土层瘠薄，这里的农作物产量不
及山下耕地的八成。”

而如今，这块薄地上只要是晴天有太
阳，板石村23户贫困户的收入就不愁没着
落。

这就是占地5000亩计划总投资8 . 5亿元

的东港区集中式农光互补扶贫电站项目。项
目总设计容量为90兆瓦，其中，项目一期投
资3 . 5亿元、占地1700亩，建设30兆瓦，并网
线路22 . 5公里，建设塔基94座，组装发电板
111420块。

10月1日进场，10月10日开工，300多名
施工人员24小时连轴奋战，不到70天，成片
的光伏发电设施蔚为壮观。新东港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项目部负责人李谦育告诉记者，工
程已接近尾声，预计本月中旬就可以完工验
收了。

一期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4320
万度，并到国家电网后，每年可产生3600多
万元效益。其中，1800万元通过扶贫一卡
通，直接装进在册贫困户的口袋。

为实现土地的综合利用，该项目采用

“光伏+农业”的模式，在发电的同时不会
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倾斜排列的太阳能板
下，将种植丹参、金银花、石竹等喜阴中草
药，实现“一地两用双收益”。

项目将农民从贫瘠的土地上解放了出
来，每亩地每年可获得相当于700斤小麦市
场价格的土地流转收益金，同时还可吸纳周
边村贫困户200余人进园务工，每人每年可
实现务工收入近2万元。

从中受益的，不仅仅是板石村的贫困
户，项目建成后，全区6240户建档立卡贫困
户都能分享到这块清洁型的“扶贫蛋糕”，
每户每年获得3000元稳定收益。

山还是那片山，地还是那片地，曾经贫
瘠的土地上如今却已种上了充满希望的“摇
钱树”。

山岭薄地种上了“摇钱树”

东港新市区不断壮大的楼宇经济集群。

□丁兆霞 史树梅 卢立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沿东港区涛雒镇刘家湾赶海园向

北向南，曾经环绕在景区周边的养殖区域，如今已
没了昔日水产养殖的繁忙景象。随着7 . 23公里海岸
线上所有的养殖设施全部被拆除，不久后，这里将
是游客追逐向往的又一片赶海胜地。

刘家湾赶海园周边海岸线，是日照的黄金滩涂，
有数十家水产养殖户，坐落于此的赶海园是有名的
拾贝捉蟹旅游胜地。不断扩大的养殖规模和粗放式
的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资源的透支和生态的破坏。

按照市、区要求，涛雒镇10月27日启动了刘家湾
赶海园周边养殖清理暨海岸线修复工程。整个工程
涉及涛雒镇王家村、刘家湾村、沙岭子村、小海村4个
村和市水产集团涛雒水产组，共计84个养殖大棚约
3 . 9万平方米的养殖面积、156间各类养殖用房。

开展海岸线整治修复，涛雒镇没有图省事简单
一拆了之。入户登记造册、托清底子；逐户宣传政
策、动员群众，第一时间让群众掌握拆除信息；直
面矛盾，换位思考，帮养殖户寻找出路，最大限度
减少业主损失。11月20日，涛雒镇刘家湾赶海园区
域海岸带养殖设施清理拆除工作全部顺利完成。

据悉，整治完成后，该区域将与正在改造提升
的刘家湾赶海园一道，融入东方太阳城文化旅游大
框架中保护、开发。

84个水产养殖大棚

退养还海

□丁兆霞 苗文龙 贺小懿 报道
今年以来，东港区涛雒镇继续推进美丽文明乡

村行动片区建设，截至目前，重点打造的省级生态
示范村东石梁头村，雨污分流、弱电、垃圾分类、
污水处理中心以及村街心公园建设已全部完成。图
为东石梁头村街心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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