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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吕凤臣

伴随着“搬新房了”“脱贫了”“生活有
保障了”等一个个生动的民生实践、一张张喜
悦的笑脸，涓涓民生细流汇聚起莒县跨越发展
的洪流。

这一年，莒县“真金白银”民生支出力度
前所未有：2017年全县民生支出48 . 3亿元，占财
政总支出的近九成。社会保障提标扩面，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脱
贫攻坚再上台阶，27个省级、70个市级扶贫重
点村实现“摘帽”，8606名贫困人口成功脱
贫。

聚力赶超

财政钱袋子“沉甸甸”

2017年，莒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18 . 12
亿元，可比增长31 . 7%，增幅居全省县级第2
位。

傲人数字的背后，凝聚着莒县坚持“一二
三四五”总体发展思路，实施“四大战略”，
紧抓转型升级机遇换道超车，聚力赶超的不懈
打拼。

2017年2月4日，春节后上班第一天，“革除
障碍、转变作风、激情创业”新一轮解放思想
教育实践活动启动，拧开了创新创业的“总开
关”，迸发出跨越发展的“新动力”。

思想解放的闸门一旦打开，蓬勃发展的热
浪汹涌。去年12月1日，莒县迎来了全市深入推
进“突破园区、聚力招引”现场观摩“大
考”，一个个项目就是一张张生动“答卷”，
莒县人用自己的苦干实干、大干快干，再次蝉
联全市第一。

莒县的发展势不可当，去年确定的百项重
点工程、重点项目总投资达686 . 14亿元，投资额
是过去2年的总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40
家，达到211家；固定资产投资291 . 4亿元，同比
增长13%。

有多大担当就能招多大的商。在莒县，县
级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全员上阵，“招商引资改
革领导小组”“5人决策小组”等相继成立，
2017年新招引投资过5000万元项目82个，过亿元
项目55个、过5亿元项目19个、过10亿元项目13
个，投资总额比过去5年总和还多，呈现“爆发
式”增长。

招商更安商。莒县牢固树立“企业家老
大”理念，在服务上做“加法”，成立了15条
工作线、12个指挥部、10个专项改革小组，倒
排工期、挂图作战，项目建设大提速；在审批
上做“减法”，“放管服”改革构建起项目推
进“绿色通道”，27个部门258项审批事项集中
审批，一枚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一
支队伍管执法，营造出了浓浓的亲商、安商、
富商的氛围。

聚焦民生

百姓幸福生活“美滋滋”

钱袋子鼓了，群众就业、上学、养老、社
保等更有保障了。

健全完善城乡均等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实施“健康莒县”“全民参保”工程，提高城
乡医疗服务保障水平，落实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基本医疗保险等“五险”政策。去年为3 . 5
万名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低保金9083 . 17万元，为
五保对象拨付供养经费647 . 52万元。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围绕“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推进“大班额”和“全面改

薄”改革，提升教育软硬件建设水平，推进校
长职级制和教师聘用制改革。投资5 . 6亿元，新
建、改扩建学校19所。高考、中考成绩实现历
史性突破，5人被北大、清华录取，超过前5年
总和；中考700分以上人数是2016年的8倍。

脱贫攻坚，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以“十
大精准扶贫行动”为总抓手，聚力打好农村路
网升级改造、产业培育、林水会战、后进班子
整顿转化“四大攻坚战”，扎实推进产业扶
贫、行业扶贫、金融扶贫、社会扶贫等精准措
施，探索区域扶贫新路径，不让一名贫困群众
在小康路上掉队。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按下“快进键”，从县城到
乡村、从山体到河流、从大气到土壤，全方位、全
领域、全覆盖，“生态名城”建设、环境突出问题整
治卓有成效；社会和谐稳定迈入新阶段，法治莒
县、和谐莒县、平安莒县、文明莒县建设让经济发
展与民生幸福比翼齐飞。

6大片区11个安置区棚改项目加快建设，126
栋安置楼主体完工，1500多户群众搬进温暖新
家；有事拨打“6712345”，政务服务热线架起
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公交一体化改革，
只需2元钱就能坐上公交走遍莒县城乡，3元钱
就能到日照。

聚涓成流

跨越发展“节节高”

“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出发点和落脚
点，为莒县发展汇聚起了强大合力，全县干部
群众动起来了，快速发展的氛围“烘”起来
了。

“飞地经济”活力呈现。2017年，永利新
能源电动车项目、方新食品项目在县经济开发
区开工建设，这两个分别由小店镇、城阳街道

招引的项目，“飞地”落入莒县经济开发区。
这不仅标志着莒县创新发展模式、加快产业聚
集，更标志着“飞地经济”模式在莒县迈上了
新的征程。

“四大园区”并驾齐驱。在冲刺千亿级园
区的道路上，县经济开发区开启“五加二”
“白加黑”模式，综合实力提前两年冲进全省
40强；海右化工产业园顺利通过首批省级备
案，海右石化战略重组顺利推进，岚山港—海
右石化原油管道、成品油输送管道加快建设；
刘官庄镇铁腕整改，打造“中国高端吹塑第一
镇”，高端塑料产业园项目建设如火如荼，11
幢标准厂房拔地而起；沭东高新技术园区精彩
绽放，增材制造、无人机、机器人、时尚服装
和自动化设备、精密器械等6个“高精尖”项目
先后落户，成为莒县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
“换道超车”的新生力量。

莒国古城地下综合管廊、水系工程建设全
面开工启动。古城片区3个月完成拆迁，创造了
莒县历史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群众反响最
好的拆迁纪录。

总投资146亿元的23个重点工程集中上马，
“井喷式”发展，推动沭东新城迅速崛起。先
后斩获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省绿色生态示范
区、省地下综合管廊、省海绵城市等4个重要的
“国字号”和“省字号”试点，是目前全省县
级唯一一个集4个试点于一身的城市。

展望莒县，向东，高新技术园区正揭开神
秘面纱，沭东新城拔地而起；向西，古城大幕
已然开启，柳青河湿地雏形渐显，以环保机械
制造为依托的制造业基地在浮来山脚下崛起；
向南，海右化工产业园筑巢引凤加快冲刺千亿
级，刘官庄高新塑料产业园转型升级；向北，
莒县经济开发区项目建设如火如荼，田园综合
体青龙湖“山水林天湖草”综合发展示范区呼
之欲出……

涓涓民生细流汇聚跨越发展洪流

“聚”看莒县

□ 本 报记者 纪伟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费强 孙露锋

2017年是日照市实施“开放活市”战略、加快
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开局之年，这一年日照市商务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主要商务指标继续走在全省
前列。货物进出口额完成909 . 6亿元，总量位居全
省第6位，其中货物出口额完成350亿元，同比增
长25 . 4%，增幅居全省首位；实际使用外资42 . 6亿
元，同比增长10 . 7%；对外投资额完成13 . 9亿元，总
量位居全省第8位。

骨干企业带动发展

2017年，日照市年进出口额过亿元企业达到
70家。在外贸方面，日钢、威亚和艾沛克斯三家企
业拉动日照市出口增长20 . 9个百分点。在外资方
面，现代、华润、光大、金鹰等12家世界500强企业
23个项目落户日照，投资过千万美元外资项目达
到132个，有效提升了日照市整车及汽配、浆纸、
石化等产业链发展水平。在外经方面，岚桥集团
累计投资近6亿美元，企业知名度、发展空间和发

展后劲显著增强，带动了日照市70余家近百个项
目“走出去”。商贸流通方面，培育限额以上法人
企业264户，实现零售额263亿元，占日照市社零总
额的37 . 5%。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创新期货与
现货之间交易模式，交易规模稳居全省首位。聚
化网平台去年完成交易额是上年度的3倍，成为
行业垂直电商领跑者。

在骨干企业的带动发展效应中，2017年日照
市货物贸易结构调整趋向均衡，货物出口占进出
口比重上升到38 . 5%，较去年底提高4 . 5个百分点。
同时，民营企业活力更加旺盛，利用外资质量提
高，机电和高新技术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额占
比上升到63%。

持续开拓境外市场

“境外市场开拓百展计划”效果良好，有260
多家企业参加广交会、东京食品展、科隆系列展
等50个境内外重点展会，新增订单及意向合约近
13亿元。国际货物贸易市场更加多元，对非洲、东
盟、拉美和“一带一路”等国家出口增幅分别达到
32%、30 . 1%、118%和25 . 5%。境内外经贸活动务实

有效，组织参加了山东省—南澳洲经贸对接会、
山东—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和2017山东美国商
务周、日本商务周等系列经贸活动，为园区和企
业搭建对外开放和投资促进平台。对外投资更加
稳健审慎，近两年在巴拿马、澳大利亚、新西兰、
伊朗及东南亚等21个国家新增投资20亿元，资金
主要流向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和产品营
销网络建设等方面。

同时，跨境电子商务成为日照市外贸增长新
亮点，该市培育市级外贸新业态项目6个，日照美
天贸易外贸综合服务平台已签约服务客户近300
家，实现出口额1 . 2亿元，同比增长38%。日照市商
务局还以此为契机，引导一大批中小外贸企业从
供给侧发力，积极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
标准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产品附加值和品
牌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开放平台助力集约发展

2017年，日照市新设外资项目100%落户各类
经济园区，5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完成货物进出口
603亿元，在日照市占比达到66 . 3%，园区经济外向

度进一步提高。日照市积极规划搭建集约发展新
平台，精心指导1个国家级和4个省级开发区创新
发展，与“一区两园”共同构建起了“5+3”开放主
阵地。积极复制推广开发区体制机制创新成果，
园区职员制、薪酬制全面铺开，各项经济指标快
速增长。

2017年7月20日，海关总署启动了日照综保区
审批程序，同年12月26日，第二轮涉及7部委的征
求意见程序启动，有望于今年一季度获批。目前，
日照综保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
市政道路管网及场地平整设计方案已经完成，正
在完善单体设计方案和施工图。已有凌云海精炼
糖、荣信冷链及水产加工等35个签约或意向性项
目拟进驻。同时，中澳（日照）产业园加快发展。按
照“两国两园”发展定位和“一园三区”规划，中澳

（日照）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和项目招引稳步推
进。围绕汽车零部件和整车产业链建设，日照中
韩产业园规模不断壮大，重点推动了庆昌汽车零
部件、派沃泰自动变速箱三工厂、三宝汽配电动
车减速器等项目落地，加速日照中韩产业园升级
强链，目前已有84家韩资企业进驻日照经济技术
开发区。

搭建集约发展平台 促进高质量增长

“开放活市”拓展境外市场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王光津 李卫龙

日照港财务公司成立两年来，对内提升管理
水平，对外顺利开展业务，实现了稳健、规范运
营，2017年利润突破1亿元。不良贷款率、不良资产
率为零。

建立共赢关系

“不管是存款、贷款还是其他业务，我们都希
望建立一种共赢的关系。”日照港财务公司资金
结算部负责人介绍。

与银行的盈利模式类似，日照港财务公司盈
利的来源主要是存款、贷款的利息差。自从成立
以来，公司在吸收成员单位存款的基础上，多次
与监管部门、合作银行协调沟通，实现了房地产
预售资金等专项资金以及港口建设费上交前的
监管与归集，并实现灵活使用。截至2017年末，日
照港财务公司全口径资金归集度较年初提高8个
百分点，累计发放贷款43 . 12亿元，贷款需求满足
率同比提高10个百分点。

同时，他们严把政策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主动让利成员单位，推出了通知存款、定期存
款、协定存款等业务品种，主动上浮利率，提高成
员单位存款的积极性；依托“票据池”平台，降低
成员单位在银行开立票据缴纳的保证金比例。
2017年底，日照港集团外部保证金支出较年初减
少3 . 35亿元。

2017年，日照港集团加强资金月度预算管
理，将资金预算细化到月、周。日照港财务公司利
用存贷款“时间差”，精准编制资金计划，积极办
理短期定期存款业务，较同业活期存款额外增加
利息收入960余万元。“这笔钱我们是跑着挣出来
的。”日照港财务公司综合管理部负责人说，“几
乎每天上午的时间，我们都要比较市场价格，核

实资金头寸，合理调拨款项，一刻也停不下来。”

把好“内控合规”关

围绕长远发展，日照港财务公司搭建起规范
运营的构架体系。在集团公司及上级监管部门的
检查中，实现了“无差错、无整改、无问责”的“三
无”目标；顺利通过了银监局开业一周年现场检
查验收 ;荣获中财协“年度行业数据统计优秀单
位”。

2017年被金融业称为“史上最严”监管年，监
管令密集发布，大额罚单不断开出。日照港财务
公司本着“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的理
念，在内控合规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建立现
代法人治理体系，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及运
行，调整各专业委员会委员组成，增设薪酬管理
委员会，开展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履职评价，形
成“党组织领导核心、董事会战略决策、监事会尽
责监督、高级管理层全权经营”治理体系；全面开
展内部自查，结合监管部门有关规定，开展了“三
违反、三套利、四不当”“银行业市场乱象整治”等
20余次内部专项治理活动，建立问题整改台账，
实行“销号”管理；完善制度流程体系，成立流程
优化小组，梳理完善了34项业务流程、36项操作
规程，制订、修订了38项规章制度，提高了整体运
行质量和效率。

“内部银行”作用渐显

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为了确保港口业
务的顺利开展，日照港财务公司创新业务模式，
优化授信条件，全力支持新兴板块发展。

通过推行“一次投放、循环使用”的贷款模
式，确保贷款还清一笔用一笔，避免重复签订借
款合同；推广“财务公司—供应链公司—日照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港口”四方融资业务模式；协

助日照港贸易公司做大做强港口实体贸易；同
时，联合日照港物流公司、国际物流园等单位做
强物流、供应链业务。

此外，作为港口的“内部银行”，日照港财务
公司还不断拓宽服务范围，成功办理了首笔诉讼
保函、首笔海关关税保函、首笔贷款承诺等业务，
研究推出了“法人账户透支”“快速贷”等业务，财

务顾问、融资租赁、代开信用证等业务具备办理
条件。

“今年，我们将围绕日照港‘四型港口’‘五篇
文章’和现代物流发展战略，全力做好监管评级
迎查、同业拆借资质申请、电子票据业务开展等
工作，不断提升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能力。” 日
照港财务公司总经理马先骅介绍。

日照港财务公司实现零不良贷款率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徐一杰 费洪涛 报道
1月19日，“日照—东南亚”件杂货班轮航线开航仪式在日照港石臼港区举行。该航

线计划开通日照—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日照—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两个方向
的班轮航线，以港、航、货三方联合营销合作模式运营。

□罗从忠 报道
1月24日晚，日照市城投集团举行了

“凝心聚力谱华章 砥砺奋进创辉煌”2018
年新春文艺晚会，表彰履职尽责、爱岗敬
业、甘于奉献的先进典型。

□记者 罗从忠 报道
本报五莲讯 日前，“山东省职业教育

技艺技能传承创新平台”评审结果出炉，日
照市科技中专申报的工业机器人技能传承创
新平台成功入选获批建设。全省职业院校共
评选出100个“职业教育技艺技能传承创新
平台”，其中高职46个，中职54个。

日照市科技中专将以传承创新平台建设
为契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以促进绝招绝技代际传承为
目标，以提升教师技能技艺传承创新能力为
重点，以师徒传承和合作研发为路径，培养
造就一批师德高尚、素质优良、技艺精湛、
创新能力强的高素质专业化“双师型”教
师。该校去年获批成为“国家工业机器人开
放式公共实训基地”暨“国家工业机器人研
发应用中心”。

科技中专将建职教

技艺技能传创平台

□丁兆霞 林浩 报道
1月21日，日照市第三实验小学和TA31

青年志愿者们在日照市体校体育馆联合举办
了“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大型体验式公益
活动。

日照口岸

首次进口花生原油

□记 者 纪 伟
通讯员 毕建华 王汉斌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月20日，装载11400吨阿
根廷花生原油（初榨花生油）的“征服”轮
靠泊岚山港液化1号泊位，这是岚山口岸开
放以来首次进口花生原油，也是日照口岸首
次进口船运散装花生原油。

据了解，本次进口的过万吨花生原油分
属临沂与北京的两家企业，本批花生原油在
油品质量上与山东出产的花生油并无明显区
别，但进口价折合为每斤4元，进过精炼后
即可进入市场，成本远低于山东地区出产的
花生油。“虽然山东花生种植面积较大，是
传统的花生油出口大省，但由于近年来农业
结构逐步转变，国内企业开始在国际市场上
进口花生原油。”日照检验检疫局动植检科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上图为检验检疫人员
从船舱扦取样品。）

东港法院集中宣判

13起醉酒驾驶案
□杜光鹏 樊艳潮 张伟 苏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1月17日，日照市东港区

法院集中宣判了13起醉酒驾驶案，以危险驾
驶罪对张某等13人判处拘役一个月至拘役四
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至6000元不等。

在2017年5月至11月期间，案件被告人田
某、王某、袁某等13人均系醉酒驾驶机动车在
道路上行驶，后被公安交警部门查获。13名被
告人血液中乙醇含量均达到80毫克每一百毫
升，属于醉酒驾车，庭审中公诉机关认为，13
名被告人在道路上醉酒驾车，其行为已经触
犯刑法的相关规定，犯罪事实清楚、确实充
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此次公开审判13名危险驾驶罪被告人，
在日照属于首次。从去年11月开始，日照交警
部门结合辖区实际，重拳出击对酒驾违法行
为进行了整治，截至目前，累计查处饮酒后驾
驶2016起，醉驾41起,涉嫌醉驾9起。市区道路
交通事故起数、交通类警情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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