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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华超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20日，记者从日照市人社局获

悉，根据上级要求，考虑到物价上涨、最低工资标
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及失业保险基金承
受能力等因素，经日照市政府同意，自今年11月起，
再次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950元
提高至1030元。此次调整，将惠及目前正享受待遇的
3836名失业人员。

为使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充分保障，日照市
从2007年连续11年提高失业保险金标准，由最初的每
人每月195元提高到目前的每人每月1030元，增长
428%。

日照失业保险金标准

实现11连涨

□ 本 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陈 娟

“速度快”，是今年东港的关键词之
一。一天时间完成地面附着物清点，一天完
成坟墓搬迁，一天完成赔青款发放……投资4
亿元的日照市国丰远大住宅工业项目签约
后，东港区香河街道仅用17天就完成了420亩
土地的清障工作，保障了日照市第一个装配
式建筑产业项目半年时间成功试生产。

“服务优”，同样为人称道。继重大项
目审批“容缺受理”、预审代办，实行“五
十一证合一”，推行“窗口无否决权”等便
民惠民举措后，12月13日，东港区食品药品
监管局创新推出“120”模式，即办事群众只
需表达一次办事意愿，选择线上、线下两种
办理方式，零跑腿办理食品经营许可业务。

具体就是，今后日照商户办理食品经营
许可证时，可直接在网上申报，大厅工作人
员对材料进行预审后，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
查。现场核查通过后，由工作人员把申请书
及有关材料带回服务大厅，大厅通过网上审
核，核发食品经营许可证，再以邮递的方式

送达到经营业户手中，实现申请人足不出户
办许可证目标。

“作风正”是“东港速度”“东港服
务”的秘匙。“发展上的差距，表象是数字
上的差距，根源在干部、在作风上的差距。
反过来亦然。”东港区委书记王世波说。

为锻造党员干部“担当的宽肩膀”，今
年2月份起，东港推出“强作风、树新风、促
发展”活动，刮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治庸问效
风暴。

“问题在哪里、症结在哪里、措施在哪
里、落实责任在哪里”，在这场作风建设活
动中，东港区委围绕“四个在哪里”开出
“体检表”，29位区级领导深入全区81个包
保单位，采取群众提、自己找、领导点、互
相帮、集体议等方式，用一个月时间统一梳
理排查“作风病”。

查问题是为促整改。为以公众监督倒逼
作风整改成效，东港将查摆出的305条问题、
承诺的584条整改措施，在报纸上面向社会公
开；安排14个单位在作风建设推进会上作视
频表态；在《联播日照》东港时段推出专
栏，组织16个部门的“一把手”在电视上
“自曝家丑”、公开亮诺，接受社会监督。

哪里不顺，就向哪里动刀子。东港开展
了服务窗口“冷面孔、不愿为、慢服务”专
项整治和机关“中梗阻”专项治理，盯紧违
反工作纪律、干部作风“庸懒散”、服务效

率低下等问题，组织常态化明察暗访，第一
时间对干部身上存在的作风“不在状态”甚
至“病态”问题亮红灯。至今，已开展大规
模明察暗访26次，发现问题51起，处理64人。
聚焦扶贫领域，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
败问题专项整治，成立5个直查快办组，查处
43起，给予党政纪处分52人。

大规模开展为民办实事活动，是东港为
根治“作风病”开出的又一剂良方。在作风
突出问题大排查基础上，东港区要求各单位
分别梳理提报3—5项看得见、摸得着、群众
有切实感受、本年度确保完成的为民办实事
事项，区作风办建立台账，一月一调度，动
态推进，让为民办实事项目成为锤炼党员干
部“成事的真本领”的“赛马场”。

“任务不在我这里拖欠，政令不在我这
里阻塞，制度不在我这里违反，差错不在我
这里发生，形象不在我这里受损”，东港区
各部门抓改革提效能、抓整改办实事，纷纷
甩掉问题包袱，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
里”。

东港区行政服务中心推进“放管服”，
压减审批事项68项，压缩审批时限50%，审批
效率提高10%；东港区交通运输局投入1500万
元对7个镇（街道）交通量大、利用率高、路
面破损严重的20公里农村公路实施大修改
造，投资1 . 3亿元建设农村公路310 . 6公里，全
面提高农村公路通达深度、覆盖区域和整体

效益；日照市中心医院增加候诊呼叫系统，
在门诊和病房设置了自动充值发卡机、挂号
机和自动报告生成系统，开通微信预约等便
捷预约方式，完善自动查询系统，设置一站
式结算中心，增加手机加油站，最大程度方
便群众就医……数据显示，今年东港区各部
门共提报为民办实事项目230项，已完成187
项，其余事项也已近尾声。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引领作用，东港区在
全区开展了“强作风、树新风、促发展”先
进典型推介活动，通过个人自荐、群众推
选、领导推荐、民主评议，确定15名先进典
型将在全区进行宣传表彰；采取电话抽查、
问卷调查、社情民意调查、群众直评、组织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评议等方
式，开展党风政风行风评议和机关优秀科室
评议，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区级党政班子
成员向区纪委全会述责述廉，各单位全面分
级开展一次廉政谈话，谈话全程录音录像；
12月18日至25日，又对各单位“强作风、树新
风、促发展”活动开展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检
查。目前，各项评议正在陆续收尾。

好作风就是生产力。数据显示，今年上
半年，东港区GDP增幅在全省137个区县中居
28位，上升107个位次；1-11月份，财政收入
3 5 . 8亿元，同比增长 1 0%，其中税收占比
87 . 4%；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年预计513亿
元，增长9%。

东港：好作风化为强劲生产力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日出初光先照”的日照，今年的成绩
分外耀眼。前三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增幅均为全省第
一；集中获得多项高含金量的国家级荣誉，
成功创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
获全国综治领域最高奖“长安杯”，获评全
国文明城市、国家森林城市等。

然而，两年前的日照却是另一番景象，
主要经济指标全省垫底，部分指标甚至跌至
建市以来最低点。在全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大
背景下，日照加速发展的原因何在？

肃风正纪 铁腕治腐

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今年前10个月，日照港实现利税11 . 36亿
元，增长43 . 8%；利润8 . 5亿元，增长84 . 3%，
预计全年可实现利润10亿元，达到建港以来
最好水平，归属母公司的利润10年来首次
“由负转正”。

“日照港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日
照港党委书记、董事长蔡中堂说。针对经济
新常态下港口混乱的管理现状和持续低迷的
效益状态，日照将政治生态整治的“第一
拳”打向了日照港，成立高规格港口整顿改
革领导小组，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
忍，深挖严查贪污腐败案件，严肃处理违纪
人员，共立案120人，涉及高中层管理人员26
名，10人被“双开”。

严查是为了刮骨疗毒，目的在于促进健
康发展。改革领导小组同时推进港口内部机
构、人事、薪酬体制等6项改革，全力推动港
口发展重回正轨。如今，由乱而治后的日照
港活力强劲迸发，多条国际班列、件杂货班
轮航线等先后开通，向国际一流大港强港建
设更进一步。

抓好党建是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根
本保障。日照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
绩，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今
年以来，317个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已全部完
成整顿转化；打掉恶势力集团4个、霸痞团伙
65个，抓获集团、团伙成员305人；推出了
“电视问政”栏目，市民直接向各级“一把
手”问政，倒逼问题整改、作风转变；查处
作风建设方面问题117起，处理240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95人。前10个月，日照纪检监察
机关立案639件，党纪政纪处分612人。

日照市的党风政风为之一新，一心一意
谋事业、聚精会神抓发展、心无旁骛促落实
的浓厚氛围迅速形成。12月初，记者在日照
市“突破园区、聚力招引”现场观摩会上看
到，一个个高精尖项目依次亮相，与会干部
纷纷感叹：“坐不住、等不起、慢不得，生
怕自己的工作拖了后腿。”

刀刃向内 破解难题

改革创新的经济生态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建
市以来，日照市经济持续发展，但总体来看
仍是一个“沿海欠发达”城市。针对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日照将改革发展同部署同推进
同落实，全力破除阻碍发展的体制机制。

针对经济总量小、结构差，推进新旧动
能转换，确定“1+3+N”工作思路，以“突破
园区、聚力招引”头号工程为总抓手，打造
改革、开放、创新三部引擎，推进一带一路
路桥港口枢纽，培育先进钢铁制造、汽车整
车等多个重大专项。前十月，日照市招引落
地产业项目327个，到位资金303 . 1亿元；213
个市级重点项目开工175个，完成投资467亿
元。

针对发展环境不优，在过去两年累计向
区县下放39项、向园区下放141项市级管理权

限的基础上，今年又下放97项；率先实施
“35证合一”，承诺办理时限压缩95%；探索
实行“容缺办理+并联审批”制度改革，要件
容缺率达到53%；职员制、绩效工资制改革在
5处省级以上园区落地，日照高新区管理体制
得以调整理顺；打击逃废方面，共立案侦查
56起，采取强制措施112人。两年来，共招引
过5000万元的项目531个，到位资金667 . 7亿
元，新增“四上”企业379家，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57家。

针对国有企业监管不规范、资产利用率
不高问题。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市属国有
企业二级企业中已有41家完成混改；推动职
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剥离企业
办社会职能。至9月底，市属国有企业资产总
额达到2236亿元，实现营业收入230亿元、利
润14 . 8亿元，新增融资251亿元，完成固定资
产投资134亿元。

针对县域经济薄弱，采取“成立一个高
规格的组织领导机构；出台一个指导性强、
含金量高、有创新、有突破的扶持政策；在
每个区县召开一次现场办公会”的“三个
一”举措，实施县域经济提升行动。上半
年，日照两区两县的GDP增幅在全省137个区
县均实现大比例上升，东港区居28位，上升
107个位次；岚山区居第2位，上升103个位
次；莒县居第3位，上升44个位次；五莲县居
第23位，上升63个位次。

哪里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就向哪里动
刀子，截至目前，日照市委深改组今年确定
的243项改革任务已完成195项。

生态立市 重整山河

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

经济上去了，环境没有落入跷跷板的另
一端。日前，日照市成功入选全国生态保护
与建设典型示范区，成为我省唯一获此殊荣

的城市，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全域规划、全域
建设的海洋特色示范区。“陆海统筹、河海
共治”“治海先治河、治水先绿山”的“日
照模式”，被列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
经验。

为遏制一度恶化的环境质量，保护生态
这一最突出优势，日照把生态作为立市之
本，主动推出林水大会战、蓝天保卫战、清
清河流行动等重大举措，以重整山河的决
心，再造山清水秀美丽日照。

实施了“八大绿化工程”“六大兴水工
程”，两年投资26亿元造林31 . 9万亩，林木绿
化率达42 . 5%；水利投资40 . 6亿元建成各类水
利工程3312项，城市日供水能力比两年前翻
了一番；聚焦扬尘污染、燃煤污染、工业污
染、机动车船污染、面源污染等重点领域，
深入开展综合整治攻坚行动。前三季度，空
气质量优良率达74 . 5%，同比提升11 . 1个百分
点，提升幅度全省第一，累计获得省级生态
补偿资金2493万元，居全省第二位；全面建
立四级河长体系，规划投资54 . 97亿元，治理
河流1000公里，目前已完成投资20亿元；对矿
山进行综合整治，将125处矿点整合压减为12
处，推进生态恢复治理，“生态疤痕”加快
修复。

良好的生态为旅游业发展带来机遇。前
10个月，完成旅游重点项目投资111 . 2亿元，
新签约旅游项目27个，签约金额369亿元。前
三季度，接待国内游客3700多万人次，实现
国内游客消费286 . 6亿元，旅游业正成为日照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一极。

政治生态、经济生态和自然生态是一个
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决定了地区发展的速
度、质量和后劲。两年多来，日照以壮士断
腕之志，重塑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改革创
新的经济生态以及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实
现了政治生态由乱到治，经济生态由疲转
兴，自然生态由劣转优，“三个生态”实现
共同发力，叠加效应加速释放，跑出了同频
共振的“日照加速度”。

释放叠加效应 实现同频共振

“日照加速度”动力何在？

□高华超 杜辉升 汉群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14日上午，伴随着入

冬的第一场雪，岚山区中楼镇马亓河西村文
化广场上鼓乐齐鸣、人头攒动，日照市文化
系统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文艺进基层暨“宣
传十九大戏曲进万家”周姑戏巡演活动在这
里拉开帷幕。

尽管天空飘起雪花，四邻八村的群众却
早早地吃过饭，在广场上找了好位置坐下。
周姑戏《四个大嫂赞十九大》、京剧唱段
《光辉照儿永向前》、京胡独奏《迎春》等
好戏连台，演员们扎实的功底、娴熟的表
演，赢得台下村民们的阵阵掌声。

日照市文化系统探索创新，利用周姑戏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受到农村群众的欢迎。在农村、在社
区、在学校，一场场倾情演绎的文艺进基层
演出，让十九大精神宣传走进基层，与群众
面对面，让老百姓看得到、听得懂、印象
深。全市文艺工作者争做“红色文艺轻骑

兵”，展现出一个个生动场景。
“戏剧下乡、一年一村一场戏，近年来

市艺术剧院扎根生活，为基层群众送上了场
场好戏。我们还要打造包含小戏、小歌舞、
小器乐等多种灵活快捷的文艺节目，实现
‘小而多’‘小而精’，更好地服务群
众。”日照市艺术剧院吕剧团团长庄煜会
说。

12月9日，由日照市艺术剧院、市文学戏
剧创作办公室青年创作团队联合编排的小吕
剧《情感扶贫》举办首场公演。该剧是一部
反映基层干部矢志扶贫工作的小型吕剧，讲
述了一位女村党支部书记立志带领村民走出
“穷窝”，却忽视了对家人的照顾，丈夫要
求扶贫办领导对自己进行“情感救助”的故
事。该剧刻画出心系人民、勇于担当的女村
党支部书记和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基层党
员的朴实形象，同时又把丈夫又爱、又恨、
又心疼妻子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作
为全省首批舞台艺术青年人才创作扶持项

目，《情感扶贫》从前期准备到面向观众，
只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年轻的创作团
队表现出了青年创作集体的激情与活力，推
动了日照市舞台艺术创作队伍年轻化建设。
经过细致打磨后，该剧将在全市乡村开展巡
演。

“全市文艺工作者应紧紧围绕全市发展
格局，创作更多与时代相切合的作品，反映
社会发展、人民生活，要继续扎根基层、服
务群众，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
得下的优秀作品。”日照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市文广新局党组书记杜庆森说。在宣传
“党的十九大精神”文艺进基层活动期间，
日照市文化系统共组建了34支文艺宣传队，
将开展150场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文艺进
基层活动。同时，结合冬春文化惠民活动和
文化扶贫工作的开展，全市文化系统和基层
文艺队伍将组织开展1000余场次的“党的十
九大精神”文艺进基层活动。

从12月起，日照市文化系统将集中利用

2—3个月的时间，开展以“新时代·新征程·
新作为”为主题的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系列文化活动——— 文艺进基层、全市农
村（社区）文艺汇演、“文化惠民暖人心
精准扶贫在行动”文艺展演、全民阅读朗诵
展演等多项活动。众多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
一线，用动听的歌声、细腻的表演、通俗的
语言、精妙的笔墨将文化送到群众身边，扩
大宣传覆盖面，推动文化惠民，以“轻骑
兵”精神为指引，吹响新时代日照文艺进军
号。

“坚持文化自信，坚持为人民服务，我
们连续开展了文化进万家、送欢乐下基层、
文艺志愿服务等系列活动，在今后的系列活
动中，我们要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心
里要多想着老百姓的需求，多创作群众喜闻
乐见的节目。”日照市文化馆工会主席徐华
近年来一直从事公益文化培训和流动文化服
务工作，对于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有着深切
体会。

抓创新 接地气

日照“文艺轻骑兵”闪耀基层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21日，记者从日照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届中国城市马拉松年
度峰会将于12月28日在日照举办。

峰会将以《新时代 新征程马拉松运动与城市发
展新篇章》为主题，从“深度解读如何让马拉松成为城
市新名片；供给侧改革之提升全员人口素质，如何正确
看待马拉松精神及科学参加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旅
游’如何成为城市绿色产业发展引擎；‘马拉松+资
本’——— 马拉松产业和资本市场联姻的充分必要条件；
文化自信——— 通过马拉松平台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拯救和传承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马拉
松不断领跑城市文明”五个角度进行主题讨论。

今年日照成功举办了国际啦啦操精英赛、国际马
拉松比赛和国际太极拳比赛等20多项省级以上重大体
育赛事活动，今年体育赛事吸引旅游人数突破1200余
万人次，拉动旅游收入近70亿元，同比增长40%。

首届马拉松年度峰会

28日举办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莒县沭河国家水利风景区正

式挂牌，这是继荣获国家3A级景区后，该景区获得
的第二张国家级名片，也是日照市首家获批的国家水
利风景区。

莒县沭河国家水利风景区位于日照市西部，属于
河湖型水利风景区，全长15 . 3公里，总面积1180公
顷，其中景观绿地面积856公顷，水域面积324公顷。
风景区按照“借山水胜景，揽天地入怀；扬莒县文
化，绘沭河景观”的总体目标，秉承水系生态和谐发
展理念，突出人性化设计，注重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统
一，充分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特色自然景观。

日照首家

国家水利风景区挂牌

□记者 杜辉升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2月19日，日照市召开创建消防安

全社区工作现场会，总结推广东港区日照街道沙墩村
消防安全社区创建工作经验。会议明确了消防安全社
区创建的“时间表”。

年内，日照所有的城市社区都将达到“至少有一
处宣传阵地、有一名专兼职消防安全员、有一支志愿
消防队、有一套灭火设备器材、有一份《居民防火公
约》”的“五个一”标准。同时，各地将按照摸底排
查、建立标准、开会推进、建立长效机制四个阶段开
展消防安全社区达标创建工作。在明年3月底之前摸
清底数，明确楼长，建立台账，并报送备案；6月底
之前，每个城区派出所辖区建立试点社区，召开会议
推广先进做法；10月底之前，各小区基本达标；10月
-11月，各区县政府组织进行检查、互查；11月-12
月，市政府组织验收，计入年度消防工作考核成绩。

消防安全社区创建

有了时间表

□记者 杜光鹏 报道
12月22日，在日照城区青岛路与海曲路路口，日照

三奇医疗公司将优质防雾霾口罩送到市公安局交警直
属大队执勤民警手中。本次活动爱心企业共提供优质
防雾霾口罩8000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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