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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辉升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辛有东 吕凤臣

冬日的莒县，寒风袭人，但招商引资释
放的“磁场效应”却让整个莒县处在热火朝
天的干劲当中。“我们这个项目自2017年10
月份开工，1号楼、3号楼二层建设很快就完
成了。”看着拔地而起的楼房，莒县增材制
造及无人机科技产业园项目建设负责人王鹏
科向记者介绍。如增材制造这般，包括
VR、AR、无人机制造、机器人生产等这些
“高大上”的名词，都将在这几栋楼里通过
“产学研一体”的发展模式，变成实实在在
的产品，未来年产值可达25亿元。

一个个风生水起的项目建设画面在莒县
多点开花，为过去的2017年交出了一份沉甸
甸的成绩单。去年以来，莒县下大力气“筑
巢引凤”，在优化招商引资环境上做文章。
坚持“一二三四五”发展思路，以“招大、
引强、选优”为目标，创新招商手段、提升
服务水平、优化投资环境，招商引资工作持
续保持了良好发展态势。2017年前三季度，
该县GDP增长10 . 8%、地方财政收入增长
25 . 03%。

“一切围绕招商转，一切围绕项目
干。”秉持这一理念，该县坚持领导带头招
商，成立了“招商引资改革领导小组”和
“5人决策小组”，落实“三个三分之一”
工作法。创新招商方式，拓宽招商领域，坚
持资本招商、以商招商、专业招商、亲情招

商相结合。2017年12月25日，总投资38 . 6亿
元、年生产新能源电动汽车30万辆的莒县永
利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项目一期建成投
产后，年可实现产值30亿元、利税3 . 8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该项目是“莒商回
归”和“飞地经济”的典型代表。

去年，莒县还出台了招商引资和振兴工
业“双十条”，决定每年拿出6亿元专项资
金扶持新兴产业发展；设立工业发展引导基
金和工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项目落户、壮
大、升级；出台扶持奖励政策“绿色十七
条”，引导企业积极发展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产
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

与永利新能源电动车项目毗邻的是投资
120亿元的海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新能源
电动汽车项目。2017年3月份开工建设以来，
已完成电动物流车样车试制和检验，正在组
织批量生产。同时，采用国际先进的轻量
化、智能化技术的高速商务乘用车项目也已
完成样车试制。项目投产后，年可实现营业
收入500亿元、利税70亿元，并可带动近千家
配套企业生产。两个新能源电动车项目将助
推莒县经济开发区成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电
动汽车生产基地。

招商更需安商，让青睐莒县、落户莒县
的项目尽快落地投产，迅速驶入发展快车
道，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为
此，莒县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努力营造“亲
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以优质服务
增添招引筹码。在服务上做“加法”，成立
15条工作线、10个指挥部，把项目分包到县
级领导和部门、细化到人，倒排工期、挂图
作战，使项目建设大提速。在审批上做“减
法”，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构建项目
推进“绿色通道”，共落实上级取消下放行
政权力事项220项，取消无谓证明和盖章环
节77项。

截至目前，该县共招引过亿元项目52
个，其中过50亿元2个、过10亿元12个，招
商、安商红利产生的的“磁场效应”快速释
放，莒县经济呈现出跨越发展的新态势。

莒县创新招商安商模式跑出经济发展加速度

筑巢引凤打造招引“强磁场”

□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姜建彬 谭菲 报道
本报莱州讯 “以前新设一家公司，从递

交资料到拿到证照往往需要十天半月时间，
而现在3个工作日就可以办好。”2017年12月6
日，在莱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办事大厅，刚拿到
新营业执照的孙磊军告诉记者，办证期间，企
业还可以随时登录网站查询业务办理的实时
状态，不用再来回奔波，既方便又快捷。

围绕打造最优政务环境，莱州市把推进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简政放权的重要内

容，开展了削权减证、流程再造、精准监
管、体制创新、规范用权、先试先行“六大
行动”，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市场活力
的“乘法”。

该市坚持把能放给市场的坚决放给市
场，先后8次对市级行政权力事项进行清
理，取消、调整、规范各类行政权力事项
301项，全部清理本级非行政许可事项49项，
梳理压减行政权力事项3663项，部门行政权
力总精简率达58%。其中，涉及项目投资、
资质资格、商事登记、科教文卫等简政放权

重点改革事项2689项，占减少事项总数的
73%。

同时，该市持续推进“多证合一、一照
一码”改革，将涉及交通、公安、文化等11
个部门的26项涉企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
上，实现“31证合一”，以“减证”带动
“简政”，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今年
以来，莱州市共新发展各类市场主体10946
户，其中私营企业2490户，个体工商户8253
户，农民专业合作社145户，新增民营注册
资本150亿元。

为最大限度做好“简政”工作，莱州市
对标国内先进地区，将31个部门的254个行政
许可事项，总体承诺时限压缩到法定时间的
1/3。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梳理公开市
镇公共服务事项3065项，编制公共服务事项
服务指南1906项，规范年检事项21项、政府
指定培训事项4项，取消无谓证明30项。编
制了《莱州市“零跑腿”和“只跑一次”事项
清单》，公布市镇两级“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
事项2800项，占应梳理政务服务事项90%，真
正打通干事创业“最后一公里”。

以“减证”带动“简政”
莱州：“放管服”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程万平 报道
本报青岛讯 为彻底整治机关工作队伍中存在的

“庸、懒、散、软”等作风顽症，青岛西海岸新区海青镇
将督查考核结果与干部评先树优、精神文明奖发放相挂
钩，综合采取经济处罚和批评教育、诫勉谈话、通报批评
等相结合的奖惩方式，对违反“十严格、十严禁”规定
者，从严、从重、从快问责，对党风廉政建设出现问题的
镇村干部实行一票否决。

为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海青创新建立健全党政成员、管区、村的三级责任体系，
层层签订机关工作作风责任状，并建立健全作风建设联席
会议制度，机关干部定期剖析存在问题，制定整改措施。
此外，海青镇专门成立由镇纪委、镇督查室和组织办组成
的督查小组，每周对全体机关干部作风建设情况进行抽
查、暗访，实现了督查工作常态化。

□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通讯员 乔志宇 陈长伟 报道
本报鱼台讯 连日来，鱼台县罗屯镇大闫村村民纷纷

到村委会，自发为突遭灾难的村民闫二全家捐款。
闫二全在威海打工，24岁的女儿闫娇娇在广东省中山

市某酒店前台做收银工作，妻子刘淑花在村里务农，照看
13岁的儿子上学。然而2017年11月19日那天，不幸却突然
降临在这个家庭。当天，闫娇娇因公寓火灾不幸严重烧
伤，被送进重症监护室，生命危在旦夕。远在数千里之外
的刘淑花闻讯后紧急赶往广东，没想到在途中遭遇连环车
祸，不幸身亡，陪她前往广东的几位邻居也不同程度受
伤。

闫娇娇家出事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她的朋
友、同事、医院的医生和护士、许多爱心人士都慷慨解
囊，短短几天就募集资金60余万元。鱼台县各界人士也纷
纷伸出援手，罗屯镇党委、政府发动党员干部捐款，大闫
村村民也自发捐款3万余元，并帮助他家摘辣椒、忙农
活，体现出“灾难无情、人间有爱”的人性光辉。

鱼台：村民自发捐款
救助突遭灾难家庭

海青：党风廉政建设
一票否决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雅芹 孙杰 报道
本报阳信讯 近日，一走进“磊鑫阁”

店铺，就看到店主侯东磊在门口右侧的小型
摄影棚内忙得不亦乐乎，近拍、远拍，局
部、整体，几张拍完，还不时在微信群里发
一发。

原来，侯东磊正在用手机给一件紫砂壶
藏品拍照，拍完照片传到自己店铺的微信群
内。“我管理着3个微信群，拍完照点击发送，
群内2000多名微商就能立刻收到这件紫砂壶

的照片信息”，侯东磊说，“这是专门给小物件
拍照的小型摄影棚，桃源市场内的商户家家
都有，里面还有拍大物件用的场地。”

“磊鑫阁”位于阳信县水落坡镇民俗文
化产业园桃源市场，走在水落坡，旧门板、
旧石磨等古旧物件随处可见，“镇上从事古
典家具营销、古玩字画收集整理的村子有37
个，从业人员3万多人，产品占北京、上海
仿古家具的半壁江山，因此，我们这儿还有
个说法——— 北有高碑店，南有阳信县。”水
落坡镇党委书记张九林介绍说，几十年前，

镇上村民推着车子走街串巷，将藏品收进再
卖出；现在可大不一样了，村民通过线上买
卖藏品。据统计，镇上古玩交易微信群就有
400多个，群内古玩爱好者达到了20万人，
18000多名微商可直接在微信上实现交易。

桃源市场现有200多家入驻商户，每天
下午四点，市场内到处都是商户和打包货物
的快递员。桃源市场总经理刘新峰说，为了
商户及附近村民微商能够熟练运用电商平
台，专门请来了淘宝大学专家，给他们上了
历时5个月的电商销售课。“有的村民还专

门买来翻译软件，卖给国外的客户。”
微商王芳，一天时间销售收入2 0 0万

元。“桃源市场内的月销售额可达上千万，
其中网上销售额占比更是占到80%以上。”
兼任桃源市场总经理助理的王芳介绍道：
“电商平台使古玩行业的门槛降低了，不少
村民微商月收入可过万。”

2017年以来，阳信县积极推动民俗文化
电子商务示范园建设，规划占地面积4680
亩，并定为“互联网+”与精准扶贫融合发
展的示范项目，目前已完成投资2 . 1亿元。

400多个群，18000多名微商，群内古玩爱好者达20万人

阳信建起“网上民俗文化产业园”

广告

□杜辉升 栗晟皓 报道
投资44亿元的莒国古城项目奠基仪式现场。

县域

□记者 白晓 通讯员 隋丽君 张怡婕 报道
本报胶州讯 “白菜的收购价每斤一毛，低于近三年

的平均价，但俺入了保险，每亩能拿到800多元的赔付
款。”2017年12月27日，在胶州市胶西镇苑戈庄“大白菜
价格指数保险”赔偿登记点，种植户苑文才填写好表格
说。

苑文才提到的保险是胶州市正在开展的大白菜价格指
数保险，每亩保费200元，由财政补贴80%，每亩保额最高
2500元。只要白菜的价格没有达到过去三年的平均价格，
菜农就能拿到理赔金。

大白菜上市后，保险公司通过对市场的价格采集，了
解价格走向，汇总各方信息，认为大白菜供大于求，价格
可能会出现下浮，当即提前行动，准备理赔资料，形成理
赔方案，为农民理赔提供了便利。

据统计，胶州市2017年参加“大白菜价格指数保险”
共有胶西、里岔、胶莱的三个村三个合作社，共承保2000
亩，因价格波动收入受损，保险公司将赔付166余万元。
受损明细公示后，菜农一周内即可得到赔款。

胶州：白菜跌价
保险补差

更多报道内容见新锐大众客户端地方频道及大
众在县微信公众号，欢迎下载并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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