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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年宵花市场越来越热闹。今年，青
州花卉种植企业及经销商适时调整市场定位，推出
各式花卉新品及新奇花卉，扮靓节日市场。在中国
（青州）花卉苗木交易中心，蝴蝶兰、大花蕙兰等
传统花卉，沙漠玫瑰等首次亮相的新奇品种，还有
迎合市场需求推出的、寓意吉祥的系列特色花卉和
组合盆栽，多样的选择、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大批
市民和外地客商前来选购。

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快速崛起的南部生态新
区，产业高端、文化繁荣、活力迸发、品质卓越，
新型产业如火如荼……地处潍坊中心城区的奎文
区，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产业高
端化、全域城市化、文化发展融合化、改革项目特
色化、社会治理系统化，拉高标杆、勇争一流，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开创建设现代化中央活力区新
局面。

□ 本 报 记 者 宋学宝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胡德利

佩戴VR设备，沉浸在虚拟现实的空间
里，这里就是另一个真实世界。VR设备一经
推出，立即风靡全球。不过，目前的VR设备
比较“笨重”，需要像头盔一样罩在头上，而
且全封闭，时间久了不适感较强。

VR迷友们马上将会体验到一款VR一体
机：无需传感器、轻薄化，同时支持头部和手
部六自由度（6DOF）追踪及交互，属行业首
款。这款VR一体机采用紧凑型光学设计方案，
带动整体尺寸与重量减半。日前，歌尔股份有限
公司与美国Kopin公司联合发布共同研发的这
一代虚拟现实（VR）头显参考设计方案—Elf，
凭借其轻巧、紧凑型的设计斩获2018CES创新
设计与工程奖。CES创新设计与工程奖是美国
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会为表彰消费类电子
产品中杰出的设计和工程所设立的奖项，是
CES展会多项大奖中尤为重要的奖项。

“歌尔在VR领域是世界上最有经验的行
业领导者，随着虚拟现实市场的日渐成熟，歌尔

将持续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从而提高用户体
验，推动整个产业不断向前发展。”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于大超介绍说，歌尔是全球领先
的VR智能制造厂商，早在2016年，其高端VR产
品的出货量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的70%以上。

位于潍坊高新区的光电产业园及VR产业
研发孵化平台，即将成为这款VR一体机的量
产地。作为潍坊市的重大项目，经过一年多的
时间，这里已逐步形成PPM产品1378兆个、
EPH产品141兆只、MSC产品1969兆个、CEP产
品2900兆个生产能力。

按照国家和省市关于产业发展的重要安
排，在潍坊市2018年度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工作
计划中，歌尔VR设备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项
目的重要支撑。“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落实
十九大报告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
要论断的关键举措，是我市产业实现由大到
强战略性转变的必由之路。”潍坊市重大项
目办主任张树高介绍说，2018年，该市将按
照“一年布局、两年突破、三年上水平、五年
新跨越”的思路要求，组织开展“产业发展突
破年”活动，品牌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传

统优势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四大领域及22个重点
产业，力争实现增加值4400亿元左右，同比增
长10%左右，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69%左右。

传统优势产业要突破，不仅要做大做强，还
要有产业集聚力。安丘经济开发区内的蓝驰环
保产业园项目两期项目已完成投产，今年下半
年项目三期将全面完工，建设12条小型空气净化
器生产线和12条危废气预警监测设备生产线。

山东蓝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节
能环保领域里的科技型、服务型明星企业，自
身的带动能力较强。“项目建成后，可实现产
值6亿元，带动当地500人就业。”项目负责人
崔自收介绍说，该项目最大的优势在于形成环
保产业集群，成为安丘新的产业支撑。

今年，潍坊市发改委将牵头开展产业强县
（市、区）、产业强镇（街道）、产业强村（居）、产业
强企“四强创建”。制定具体评选管理办法，评选
5个产业强县（市、区）、10个产业强镇（街道）、20
个产业强村（居）、50家产业强企，配套表彰和扶
持政策。

同时，推进产业融合发展，培育壮大生产

性服务业，进一步壮大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生
产性服务业占比占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推进
省级以上重点镇（街）建设产城融合示范区，
加快滨海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建设；开展
“民参军”“军转民”工程，推进军民融合产
业项目建设，争创国家军民融合示范区。

组织开展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实验室、省级工程实验室（工程研究中
心）、省服务业创新中心创建，新增一批省级
以上产业创新平台。开展市级相应产业创新平
台评选，指导各县市区开展县级产业创新平台
培育工作，形成梯次培育格局。

据介绍，如今潍坊现代产业体系重点产业
项目建设数目已达823个，总投资3814 . 4亿元，
今年将完成投资1200亿元。在潍坊市国家高端
石化产业基地、氢燃料电池产业化试点、国家
级生物基新材料产业基地、青潍一体产业支撑
等项目推进建设中，力争获批中化弘润石化
100万吨/年乙烯项目、氢燃料电池产业化试点
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兰典年产12万吨丁二酸及
PBS产业化项目实现丁二酸生产线试生产、青
特车桥新工厂一期竣工投产等。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本报通讯员 刘兴成

潍坊市创新机制体制，积极破解难题，强
化刚性措施，全力保护林地资源。

潍坊市林业局与市国土资源局主导推动建
立林地保护部门沟通协调机制，联合印发会议
纪要和通知部署落实。推进多规合一，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县级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相衔接，严格
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批。资源数据共享、执法档
案案源共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及时协调解决
难题。山东省林业厅将该做法在全省推广。

潍坊市借力“天眼”，利用遥感影像、天
地图、无人机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林地核查，
使违法占用林地的行为无处遁形。通过购买第
三方服务，抽取林地使用疑似图斑1286个，在
县（市、区）自查基础上组织力量集中10天时

间抽样核查，跟踪督办林地林木案件11起，全
部查处到位，对林地无缝隙监管。

有了好的政策，监管是关键。2017年潍坊
市林业局通过制定办法、召开会议、印发通
知、发函督办等，先后15次专题部署林地保护
工作。制定林业行政许可事项事中事后监管方
案，印发加强重点建设项目使用林地监管通
知，出台加强林地保护管理意见，落实林业随
机抽查实施方案，开展林地监管抽查30余次。

自然保护区是环保风暴的漩涡中心，青州
仰天山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潍坊市林业系统自然
保护区的独苗。潍坊市全方位加强保护区规范
管理，潍坊市林业局多次现场办公督导检查，
环保督察移交问题全部整改到位。自然保护区
总体规划（2016-2027）在全省林业系统38个需
要批复规划的自然保护区中第一个获批。为明
确核心区、缓冲区功能区划，安装界碑400

块、界桩240块，完成率100%。
为解决林业执法力量不足的问题，林业局

主要负责人带头报考执法证，领导班子和中层
干部、执法科室（岗位）人员全体报考，鼓励
其他同志报考。执法证考试情况全局通报，并
作为晋级晋职和评先树优重要参考依据。全局
26人新考取执法证，通过率100%。目前，潍坊
市林业局林业执法人员达到42人，比上年增加
1 . 6倍。

建章立制依法行政强化法治支撑。潍坊市
林业局与市法制办积极推进《潍坊市湿地保
护管理办法》起草工作，论证修改，数易其
稿，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待审议。其中，推
行林业行政执法公示、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
法决定法制审核3项制度，全面规范林业行政
执法行为。对标学习省内外先进经验，依法
开展林业行政审批，31项政务服务、公共服

务事项纳入窗口办理，确定群众办件零跑腿、
只跑一次腿事项22项，全年审批73件，群众满
意度100%。

加强林业普法工作，广辟渠道，不断创新，
结合植树节、爱鸟周、野生动物保护月、宪法日
等，通过新媒体、行风热线、文艺活动、知识竞
赛、张贴宣传画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全方位
多层次加强林业法制宣传。编发林业法治新闻
信息等100余条，印发画报5万多张。

潍坊市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森林资源动态监
测数据和林地变更数据提报工作，顺利通过了
省和国家林地变更调查检查验收，工作进度和
质量得到检查组领导一致肯定。积极开展第九
次森林资源清查，组建100余人调查队，历经
60多天酷暑风雨，完成全市990个固定样地调
查任务，外业调查合格率100%，内业合格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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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领域22个重点产业全面突破———

潍坊823个重点项目蓄势待发

借力“天眼”，利用遥感影像、天地图、无人机等开展核查

违法占用林地行为无处遁形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郑颖雪

潍坊市不断健全污染防治机制，推动环境
治理水平现代化，在环境保护中实行全面质量
管理制度，按照标准、总量、环评和执法的工
作链条推进，实行与环境质量挂钩的分区分类
差别化减排目标管理制度，正在成为全市环保
工作的一项重要创新内容。

在管理层面，潍坊市印发《深入推进大气
污染防治的实施意见》，深入实施“八大行
动”，明确了县市区空气质量年度改善目标和
39项重点工作任务；印发《潍坊市大气污染治
理问责办法》，强化各级各部门大气污染治理
责任，为完成大气污染治理目标任务保驾护
航；印发《关于调整潍坊市环境保护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市委书记

任第一主任、市长任主任、有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为成员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全面加强了大气
污染防治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出台《潍坊市
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单位)环境保护工
作职责》，进一步厘清了各级各部门职责。

在技术层面，配套出台《安全生产和环境
保护网格化监管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建筑施
工工地扬尘整治实施方案》《渣土运输扬尘整
治实施方案》《城区道路保洁作业扬尘整治实
施方案》《公路建设施工扬尘整治实施方案》
《工业企业深度治理实施方案》《散煤清洁化
治理实施方案》等7个工作方案，进一步明确
工作措施和标准要求。

潍坊市不断优化总量控制制度，把主要污
染物减排工作重点从主要控制污染物增量向优
先削减存量、有序引导增量协同转变。同时积

极探讨污染减排与其他管理制度的有机衔接，
加强污染物排放浓度、总量、速率三方面协同
管理，促进治污减排全过程管理。

潍坊市充分发挥环境标准在结构调整中的
导向性和基础性作用，全面实施最严的环境功
能区划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引导转方式调结
构。同时，全面构建市、县(市、区)、镇三级
环境监管网络。

2017年12月15日，潍坊市环保局根据潍坊
市政府安排部署，对近期大气污染防治不力的
3个县(市、区)进行约谈。这是潍坊市加强环
保问责的一个重要内容。环保问责是近年来备
受社会关注的热门现象，既体现了各级各部门
对环保日益重视，也反映了执行层面上推进环
境治理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力度在日益增强。

加快推进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培育，充分发

挥市场机制作用，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着力推进城镇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处
置、工业园区集中治污设施等重点领域第三方
污染治理试点示范项目，鼓励排污单位委托第
三方开展污染治理。

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体系建设，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引导企业遵法守法、主动防治污
染。实施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完善企业超标排
放计分量化管理；构建守信激励与失信惩戒机
制，推行自主监测、自我申报、自证清白的企
业环境报告制度。

实行环境保护全民参与机制，提高全民环
境意识。积极邀请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监
督环境执法，畅通环境违法举报投诉，充分发挥

“12369”环保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作用，畅通公
众表达渠道，限期办理群众举报投诉环境问题。

严守环保红线 加强环保问责

3县市区领导防治污染不力被约谈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25日，“交流的目光”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

州缔结友好关系30周年摄影交流展在潍坊开幕。
2017年是山东省与德国巴伐利亚州缔结友好关系30周年，为了深

化双方友好关系，通过文化纽带带动经济、社会等全方位交流，为中
德两国文化交流树立典范，由双方政府部门共同组织策划了本次摄影
交流活动。活动由鲁巴双方互派摄影家前往对方进行为期15天的摄影
采风创作。摄影家们先后前往我省济南、泰安、济宁、潍坊、青岛，和巴伐
利亚州慕尼黑、维尔兹堡、班贝恩、施瓦本等地，发现两省州的美丽、特
色与魅力，展现自然之美、历史之美和人文之美。两省州摄影家们创作
的摄影作品，已分别在山东省和巴伐利亚州的多个城市巡展。

鲁巴结好30周年

摄影交流展在潍坊举办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张起家 报道
1月31日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大型新编历史吕剧《板桥

县令》在潍洲剧场首演。
《板桥县令》是由潍坊本地作家创作剧本，由潍坊艺术剧院着力

打造的又一部舞台戏剧力作。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世，乾隆
十一年起，任潍县县令7年。他刚正不阿、体恤民情、有口皆碑。

“俺现在将土地托管出去，省心多了，闲暇之
余还能出去打个工。”诸城市相州镇相州社区的种
粮大户薛维福把120亩土地托管给佳博天益公司，
当年增收3万元，夫妻二人一年打工还能收入8万
元。他口中的“省心”得益于诸城市以党建为统
领，以资源聚合、发展融合、共建共享为核心，创
新开展的“供销社+社区+合作社”的“三社”联
建。这一联建实现了农民收入增加、供销社效益提
高，合作社发展和社区党组织凝聚力的增强。

寿光市圣城街道崔家村流传着一种古老的民间
传统舞蹈——— “百鸟朝凤”，它的演出队伍庞大，
道具奇巧，融歌、舞、戏于一体，语言风趣幽默，
已有100多年历史，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传
统舞蹈项目。春节临近，78岁的传承人崔勤书忙碌
起来，为春节期间的表演作准备。记者了解到，崔
勤书从小跟着老人学习这项民间舞蹈，如今已年过
七旬，仍在不遗余力地传承这项传统舞蹈，并不断
创新。

奎文———

“五化”并进

建设现代化中央活力区

青州———

销售火爆

年宵花市场闹起来

诸城———

“三社”联建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寿光———

“百鸟朝凤”

小村庄舞起来

近日，在姜庄镇聂家庄泥塑艺人聂臣希家中，一
个高和宽均近一米、面部形象细腻、表情生动的抱鱼
娃泥塑呈现在记者面前。作为高密“民艺四宝”之一
的聂家庄泥塑已有500年的传承历史，多以形态娇小
玲珑、色彩朴素明艳的各种习俗形象深得世人喜爱。
而这个刚刚捏成的抱鱼娃比传统抱鱼娃体积整整大
了10倍。据聂臣希介绍：“这种巨型泥塑全靠手工捏
制，从形象设计到制作龙骨，再到手工捏制泥胚，整
整得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完成。”

高密———

传承500年

巨型“抱鱼娃”闹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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