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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刘海霞 报道

本报昌乐讯 日前，昌乐县高崖水库库区在充
分发挥得天独厚的生态、产业、区位等优势的基础
上，不断提升昌乐仙月湖景区知名度和研究文化名
人刘熙相关资料，建成“古槐根抱七星井”“张林
红叶锁单柴”“白马庙内有白塔”、罗成饮马、张
氏宗祠、进士亭等人文景观。

景观建成后，游客在欣赏美景、回归自然的同
时，还可以感受文化、感知乡愁。依原貌修复修建
的28米高的白塔，现已成为高崖水库库区标志性建
筑。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刘宁宁 报道

本报昌乐讯 近日，记者从昌乐县委宣传部获
悉，该县着力推进打造齐国古城，展示古齐都文
化。

据悉，齐国古城位于昌乐县营丘镇东北部
古城村，2 0 1 5年由山东省人民政府授于营陵故
城，是山东省文化旅游名村，山东省文物重点保
护单位。

古城村春秋时称缘陵、西汉称营陵，曾为北
海郡治所，北齐撤销，隋复置，改称营丘，唐武
德八年（625年）复撤。营丘，后改称缘陵、营
陵、北海等，几经更易，发展至今。姜太公时修
建了当时颇具规模的营丘城。城类燕京制度，成
内外两城，呈方形，东西1000米，南1200米，周长
约4 . 5公里，现存部分残墙，基宽30米，墙高6米，
为夹板夯筑而成。周历王十九年（公元前860年）
齐哀公的舅父（名山）水率营丘人袭薄姑，杀胡
公，自立后国君，称献公，把国都迁至临淄。唐
朝（公元768年—771年）在村中修建太公祠，1977
年被拆，现在的太公庙是1996年群众自发捐款重
建的。

2012年以来，营丘镇先后开发建设了大量具有
浓郁古齐都文化色彩的旅游景点，修建了太公花
园、皇家采摘梨园、太公钓鱼塑像，并对文化园道
路进行了硬化，园区进行了绿化、亮化等。每年举
办太公文化节、桃花节等民俗节会。目前正在以古
城村为依托，以太公祠为核心，整合周边农业产
业，按照文化休闲产业园的形式进行整体建设，建
设子牙文化广场、营丘齐国古都博物馆、仿古步行
街、太公在此文化体验区，提升北侧太公花园，建
设六韬园等。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昌乐县瞄准‘产业强市’勾勒的路线
图，按照‘产业兴县、工业强县’的思路，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产业智慧化、智
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提升
实体经济竞争力创新力，增创绿色发展、创新
发展新优势。”日前，昌乐县委书记卞汉林
说。

以“四新”促“四化”的背后，是昌乐县
工业亟须转型的现状——— 传统产业比重大、创
新能力不强，新动能总量小是突出的短板，造
纸、化工、制造三个产业产值占比达到60%
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仅为27 . 4%，低于
全省、全市平均水平。为此，昌乐痛下决心，
一方面针对化工产业、黄金珠宝产业、造纸包
装产业、装备制造产业、食品加工产业这五大
传统当家产业，以“四新”促“四化”，加快
动能转换，推动工业化信息化“两化”融合。
另一方面，加快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
催生了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高新技术企业集

群。
“我们引进德国鲁奇公司技术建设的6万

吨/年PBT项目，填补了省内工程塑料的市场
空白，目前达到纺丝及高端改性标准的优一
级PBT产品占到总量的70%以上，高端市场份
额逐年提升，与此同时，潍焦与德国吉玛公
司洽谈的炭基新材料项目正在加速推进，企
业下一步将致力于在昌乐朱刘工业园区打造绿
色新材料产业基地，并与园区新能源汽车产
业做好融合发展。”昔日以煤化工为主业的
山东潍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读升
说。

当地传统企业纷纷借力“四新”促“四
化”。比如，位于昌乐县的阳光纸业集团依托
在上海建立的“王的网”大数据中心，在全
国控股5家、联盟25家旗舰造纸包装厂，利用
互联网垂直整合建立概念包装战略联盟，构
建起“互联网+造纸包装”生态圈，全国布
局；矿机集团除跨界融合，进军新产业外，还
出资10多亿元，收购北京、成都两家互联网公
司。

传统当家产业搭上动能转换快车的同时，
昌乐县也加快吸引高新技术企业落户———

昌乐强化企业主体地位，突出创新平台支
撑，大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加快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
创新体系，实现智慧产业化。目前，全县80%
的规模企业与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完成
创新技术成果转化22项，申报潍坊市科技发
展计划项目13个，新建市级以上工程技术中
心等科创平台2处，市级以上创业载体达到6
处。

挖掘机挥铲扬土，强夯机轰鸣不止，十轮
车进进出出……昌乐县朱刘街道宝通街以北、
首阳山脚下，一块刚通过拆违拆迁腾出来的地
皮上，千军万马战犹酣，项目规划效果图上显
示 :汉唐新能源汽车项目总投资30亿元，占地
1000亩。一期投资15亿元，明年上半年试产。
预计2020年可达到20万辆低速车、10万辆高速
车的产能，产值150亿元，规模跻身同行业前
三……

这一项目位于昌乐比德文新能源汽车产业
基地，已经被纳入潍坊市新旧动能转换“四区
四基地一通道”重点项目。该县抓住机遇，推
动比德文与一汽、比德文与上汽通用五菱、众
新与云度、喜威与途豆的战略合作，着力在发

展高速电动汽车上实现新突破。力争到2020
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达到60万辆，产值达到
500亿元；到2025年，产量达到100万辆，产值
达到1000亿元，全面建成名副其实的新能源汽
车产业基地。

位于昌乐经济开发区的佳诚数码（惠普）
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正在抓紧建设中。该处项目
区涉征土地大部分是大棚，还有果园、坟地。
征迁干部们通过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帮助农
民解决再就业等问题，务实推进征迁工作，使
当地百姓从不愿意、有怨气到能理解，仅用12
天，除1户远在外地没能签字外，其余50份征
迁协议全部签下。

“能在这片沃土上投资，和这样的干部群
众打交道，是我们企业的福分，也让我对企业
未来发展更有信心。当前，我们也在保证工程
质量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建设进度，项目从今
年8月中旬动工建设，争取明年8月份建成投
用，投产后，新材料产能将达到4亿平方米、
产值48亿元、利润10亿元。”佳诚数码项目董
事长王冰心说，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全球最大的
涂层纺织品新材料研发、生产、品控、物流集
散地。

广告

昌乐以“四新”促“四化”，推进产业兴县工业强县

传统产业搭上动能转换快车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张一贤 报道

本报昌乐讯 昌乐县深入贯彻“放管服”
改革各项任务要求，围绕困扰基层群众办事创
业的“堵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加
大突破力度，将改革“触角”向基层延伸，全
力打通群众办事创业的“最后一公里”，确保
改革成效惠及更多人群。

简政放权，为群众办事增便利。昌乐县上
半年在编制完成镇街和社区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的基础上，探索下放、精简权力事项的新思路
和新途径。参考外地先进经验，结合县域实
际，探索推行“一窗受理、全科政务”模式，

将县直14个部门、单位的85项服务事项办理权
限下放至各镇街和社区，使辖区居民不出镇街
即可办理。清理规范村（社区）出具的证明盖
章材料，仅保留“监护关系证明”等21项，精
减幅度达到80%，减轻办事群众和基层组织负
担，增强群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重点针对群
众关心的堵点、难点和重点领域展开梳理，梳
理出“零跑腿”事项48项，“只跑一次”事项
292项，并对外公布，责令各级各部门（单
位）切实抓好落实，实现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

精准监管，为基层监管添活力。昌乐县创
新监管方式，建立网格化监管体系。整合镇街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监管职责，组建镇街安全
生产和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办公室，推进基层监
管精细化、智慧化。专门召开编委会研究部署
关于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网格化监管体系建设
和网格管理员补充办法，以各镇街原安监办和
环保办人员为基础，配备网格员，切实加强基
层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监管队伍建设，为基层
安全生产和环境保护监管工作提供有力的组
织、人员保障。

优化服务，为群众办事提效能。昌乐县推
动事项入厅，加快县镇村三级政务服务互联
互通，大力创新服务方式，优化服务流程和
办事环节，提高服务水平和效能。结合各镇

街实际，以便民服务中心为依托，大力推行
“互联网+政务服务”，推动人社、民政、卫
计、农业、住建等重点领域相关服务事项下
放到镇街和社区便民服务中心，通过服务指
南、明白纸、挂牌上岗、作风效能监督卡等
方式将服务内容、办事流程、服务承诺等情
况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全面推行政务
服务向基层延伸，重点在人社、民政等领域
强化业务代办服务，推行一窗受理，实现
“综合窗口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
出件”。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加大对“放管
服”改革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知晓度和
满意度。

昌乐县“放管服”改革向基层延伸

打通办事创业“最后一公里” 名人名胜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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