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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21日，中国医护整合联盟成

立大会在潍坊举行。联盟致力于医护整合推动“健
康中国”建设，是我国首家为医护整合提供合作平
台及服务保障的联盟。

据悉，中国医护整合联盟由我国著名医学专
家、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发起成立并担任
名誉理事长，联盟吸纳了诸多优质的医疗资源和护
理资源，理事单位包括高等院校、研究院所、医疗
机构、行业协会、医药企业等，已达400余家。联
盟将开展与多方的合作,通过资源共享和实施政、
学、研、产、医、护一体化发展战略,助力健康中
国建设，为全民健康贡献力量。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于志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寒亭区坚持把农业综合开

发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
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贫困村早日脱贫奠定了坚
实基础。

去年以来，寒亭区结合申报实施高里街道7000
亩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项目，同步规划实施高
里街道崔家营村、康家村和魏家庄子村的精准扶
贫，用于扶贫的资金达182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20%。与此同时，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新打机电井3眼，埋设管道3 . 28公里，河道清
淤10 . 2公里，新建渠系建筑物20座，整修生产路
6 . 31公里，极大改善了贫困村的生产条件。

“从项目申报、方案制定、组织施工，到检查
验收，都统一标准，认真把关。”寒亭区农业综合
开发办公室主任李善光说，严格规范管理，努力提
高开发质量和水平，保证项目能够长期发挥效益，
助力贫困村尽快脱贫致富。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张芸超 报道
本报潍坊讯 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

日前发布公告，潍坊滨海欢乐海沙滩景区成功获批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该景区成为滨海首家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进一步提升了滨海旅游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据了解，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充分利用海
洋文化、风筝文化、渔盐文化等旅游资源优势，不
断完善旅游产业布局，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文
化旅游大项目建设，重点发展滨海观光度假、温泉
养生、休闲体育、高端游艇等特色旅游。作为滨海
旅游产业的一大亮点，欢乐海沙滩景区是距济南、
淄博等地最近的黄金海岸和蓝色海湾。景区自然条
件优越，海风和煦、空气清新，浪稳水清、沙滩平
缓，沙滩岸线长1600米，拥有豪华观光游艇、海上
快艇、水上自行车、沙滩摩托车等项目。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潘 盈

生活、建筑垃圾，除去混合填埋、焚烧，
有没有变废为宝的方式？缺少垃圾分类的习
惯，如何实现资源利用更大化？

在昌邑市奎聚街道项目聚集区，一辆辆垃
圾清运车陆续开进潍坊金丝达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垃圾卸载后经布料器均匀布料，再进行
多级破碎、剥离、淘洗和分选，磁选出的金属
作为再生资源出售；分选出的杂物如陶瓷、玻
璃、砂石等经过清洗制成建筑材料；轻质有机
物如塑料、化纤、橡胶等用于制作再生塑料制
品或通过裂解釜无氧裂解产出再生原油及气化
产生高温可燃气体；小颗粒木质纤维素等可制
作建筑模板、免烧砖托板等；含有高浓度有机
质的淘洗液经过厌氧，产生沼气用于发电，沼
渣作为有机肥料使用；淘洗液厌氧后可循环利
用……

“使用这种处理技术，处理成本降低
10%，每吨垃圾的基本建设投入比焚烧设备建
设少花10多万元，重要的是处理过程基本不产
生污染。”该公司董事长刘国田介绍说，各地
的垃圾堆就是我们的大产业。因为处理优势明
显，金丝达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还与沙
特、摩洛哥等国达成合作意向，计划建设13条
生活垃圾处理线，交易总额近50亿元。

在潍坊，如金丝达新能源一样，处理废弃
垃圾的公司很多。单是以建筑废弃物为主料生
产新型建材的企业就有11家，其中规模以上建
筑垃圾综合利用企业5家，新型建材年生产能
力达到350万立方米，商品混凝土年生产能力
达到360万立方米，年可消化利用建筑废弃物
约350万立方米。

通过核心关键技术的突破，打通产业间循
环壁垒，形成新的循环链条，这是潍坊市在创
新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亮点。海化集团的纳滤
精制卤水作为世界首创的纯碱生产技术，使
卤水直接应用于纯碱生产，实现了地下盐卤
中原盐的高效利用；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
解决了国内均相膜生产技术无自主知识产权的
难题，实现了废酸、废碱、高盐废水的低成
本、资源化利用。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连文玉告
诉记者，利用基层薄薄的阴阳双极膜，把废

酸、废碱进行膜处理，酸碱回收率可达80%以
上，对金属离子去除率达到90%以上，可广泛
应用于海水淡化、湿法冶金、石油炼化等领
域。

自2013年12月被国家发改委确定为国家循
环经济示范城市首批创建地区以来，潍坊市狠
抓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进节能减排、推行清
洁生产、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等基础工作，
把握推行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园区循环化改

造、促进社会循环化发展等关键环节，通过实
施项目带动、模式引领、创新发展，有效推
动了循环经济工作，形成了一批具有潍坊特
色的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循环经济模
式。

1月17日，国际循环经济示范城市专家验
收组来到潍坊，对该市创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
城市进行评审验收，经专家组一致同意，该市
成为全国首个通过专家验收的城市。“以循环

经济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我们的目标是推动
全市经济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潍坊市经信
委主任马中平介绍说，目前，3个市级循环经
济示范县（市）、9个市级循环经济示范园区
全部完成创建，打造了10家循环经济典型示范
企业，突破了10项重大循环经济关键技术及装
备，发展形成11种特色循环经济模式，资源产
出率比示范区创建前提高20%以上，达到了增
产不增耗、增效不增污的效果。

□ 本 报 记 者 戴玉亮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袁彦奎 徐 强

1月15日，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招商
发展集团正在为刚招来的农业迪士尼项目选
址。总经理丁莹没有直接联系滨海区国土规建
部门，而是把情况汇报给潍坊滨海区合作发展
促进局，第二天，项目选址就定好了。

“现在我们专心招商，对接项目。像规划
选址、政策制定这些事，都是合作发展促进局
帮我们对接。”丁莹说。

潍坊滨海区合作发展促进局副局长段毅
说：“我们与国土规建部门对接更便捷。现在
没有了繁忙的招商业务，可以专心为招商工作
服务。”

据了解，潍坊滨海招商发展集团自成立以

来，半年多时间，先后走出去86人次，请进来
112人次，对接项目200多个。目前在谈项目165
个，已签约项目6个，总投资约300亿元。

去年以来，潍坊滨海区采取“法定机构+
集团公司”的模式，推进国资国企改革。滨海
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合作发展促进局、金融管
理局、旅游局以此模式进行整合，先后组建了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简称国投集团）1个
资本运作平台，招商发展、滨城建设、金融控
股、旅游集团4大开发运营集团，以及滨发公
司1个融资平台，构建起“1+4+1”的国资国企
开发运营大格局。

潍坊滨海区体制机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李复胜说：“通过改革，让法定机构和
集团公司形成合力，壮大国有资本，实现1+1
＞2的效应。”

“之前，为了招商，局里一年至少出去
100批次，每次两到三人，还有客商接待任
务，几乎每天都有，最多的一天接待7拨客
人。现在，我们单位的工作重点是招商引资政
策制定以及招商引资工作的综合协调、考核
等。我们有时间坐下来，认真思考招商流程，
研究每一步怎么做。”潍坊滨海区合作发展促
进局招商合作处处长张玉萍说。

为更好地为招商服务，合作发展促进局紧
邻招商发展集团办公。“有事随时汇报，大大
提高了办事效率。这种服务太贴心了。”丁莹
说。

为了做好2018年的工作，潍坊滨海区旅游
局和旅游集团每周至少有两三次业务对接、沟
通。1月9日，双方对接王铁成艺术馆项目。
“现在我们和滨海旅游集团联系紧密，主动提

供服务。”潍坊滨海区旅游局副局长王连元
说。

过去，囿于体制原因，潍坊滨海区国有资
产经营投资中心，没有实行公司化运作，中心
主任也由财政局副局长兼任。现在，通过改制
国资中心，组建并市场化运营滨海国投集团。

据国投集团负责人杜源军介绍，国投集团
通过优化布局、定向增资、信用担保等方式，
支持各区属企业全方位对接资本市场，进一步
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强化风险防
控，形成整体推进、百花齐放、百舸争流的生
动局面。

“通过充分发挥国资国企在改革发展中的
引领作用，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壮大
国有资本实力，扩展国企经营范围，全力强大
千亿级国资国企运营产业链。”李复胜说。

潍坊以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创建为抓手，推动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

垃圾堆上长出新产业

用“法定机构+集团公司”方式推进国资国企改革

1+1＞2 效应初显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杨国胜

车出高密市区，西行至阚家镇，一条柏油
路直通松兴屯村。三棵松树挺立在村口，往西
望去，一排排别墅煞是惹眼。漫步村中，犹如
置身美景中——— 书声琅琅的学校、独具匠心的
公园、设施齐全的文化服务中心、还有一排排
长满果蔬的大棚……

“短短五六年光景，俺村变化翻天覆
地。”1月11日，谈及松兴屯的变化，52岁的
村民徐林喜喜上眉梢。而此前的近20年光景，
徐林喜曾一度想“逃离”松兴屯。彼时，村里
民房破旧不堪，杂草丛生，晴天一身灰，雨天
两脚泥。村民则守着两亩农田，种植粮食，靠
天吃饭。徐林喜从1996年就外出打工，在城里
建筑工地干体力活，直到2014年才回村。

为啥回村？原来，从2011年开始，村里一
个个好消息传到徐林喜耳中。现代化的学校建
起来了，成片的葡萄大棚盖起来了，越来越多
村民加入合作社了，老屋要推倒盖新居了……
徐林喜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到村里发展，
“2012年，俺家的6亩地流转给合作社。2015
年，俺也承包了一个大棚种蔬菜。俺原先没种
过大棚菜，村里专门从寿光请来了‘老师’在
村里常住，现场指导俺们种大棚哩。”

村民孙增玉则有另一番感受。63岁的孙增
玉在松兴屯干过计生主任、民兵连长，如今也
搬到了村子统一新盖的新居中。孙增玉告诉记
者，原来，一到晚上，全村黑漆漆一片，除了
狗吠猫叫，村民们也都炕头一躺，早早睡下。
现在变了，学校操场晚间对村民开放，可以锻
炼，可以跳舞，不定时还举办文艺演出，整个

村子热闹了许多。
“村两委就利用学校操场舞台搭建乡村戏

台舞台，组建松兴屯村歌舞团队。这两年，村
里办了庆‘七一’等文化演出近百场。”松兴屯村
党支部书记徐林收告诉记者，口袋好富，但村民
的“脑袋”更要富。为此，松兴屯村集中建设了集
文化宣传、党员教育、科技普及、普法教育、体育
健身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完善了图
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文化培训室、文化长
廊、农家书屋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去年“七一”，松兴屯村举办了庆祝中国
共产党建党96周年文艺晚会，吸引了周边村庄
近4000多人观看。晚会一开场，徐林收带领松
兴屯村全体党员在党旗下举行庄严宣誓。“如
今村民们的幸福指数高了，住的环境也好了，
娱乐生活也多了。大家一致要求给党过个生

日，我们这是第二年办‘七一’晚会了。”徐
林收说。

文明需润物细无声般的引导，需细微之处
见文明。行走在松兴屯村，到处可见文明的细
节。新村内，色彩斑斓、版式新颖、内容丰富
的文化墙引人注目。有红彤彤的“中国梦”，
有“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泽生”，有“破除
陈规陋习，倡导文化新风”等。

同时，以培育“爱诚孝仁”先进典型为示
范，扎实开展了“星级文明户”评创活动，30
个星级文明户受到隆重表彰，潜移默化中使村
民形成了“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
的良好社会风气；深入开展具有爱诚孝仁“四
德之星”评选活动，通过村民自荐、群众评议
等方式，推选出了50名“四德之星”，提升了
村民的道德情感水平。

■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巡礼

学校操场晚间对村民开放 连续两年举办“七一”晚会

松兴屯的幸福事儿

图为在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产出的荷电膜进行检查。

中国医护整合联盟

在潍坊成立

潍坊滨海有了

国家AAAA级景区

寒亭农业综合开发———

多措并举助力精准扶贫

□通讯员 刘凤霞 报道
本报昌乐讯 去年以来，昌乐县交通运输局着

力打造“阳光交通”，助推品质城市建设。全年共
完成农村公路建设项目57个，共计86 . 1公里。

打造“阳光工程”。把交通工程建设列为廉政
风险防控重点，全面实行公路建设计划、补助政
策、招投标、施工管理、质量监管、资金使用、工
程验收 “七公开”。所有建设项目全部纳入政府
采购，统一公开招投标。同时，邀请派驻纪检组提
前介入、全程监督，确保公开透明、阳光操作。

推进“阳光执法”。严格落实交通行政执法要
求，严格处罚标准，规范执法程序。执法依据、执
法程序、处罚标准和处罚结果全部在政府网站和信
用平台公示。

实行“阳光政务”。把关系交通运输发展全
局、社会公众关注的问题作为政务信息公开的重
点，将机构设置、权责清单、办事流程、预算、决
算、监督途径、联系方式等基本情况全部在信息公
开平台公开。

优化“阳光审批”。将局属各职能部门的行政
审批全部纳入县市民服务中心管理，对外实行“一
个窗口”。

昌乐县交通运输局———

“阳光交通”助推

品质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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