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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出台《关于推进农

业信贷担保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注农业、互利共
赢”的基本原则，聚焦支持各类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对其发展农林优势特色产业、农田基础设施
建设、农村新业态等提供信贷担保服务。

在担保额度、期限和费（利）率上，根据各经
营主体规模及开展业务性质等，《意见》对各经营
主体在保余额限定了10-200万元、不超过300万
元、不超过1000万元、不超过2000万元等不同等
次；根据贷款申请人生产周期和现金流情况，贷款
担保期限一般为1-3年；合作金融机构贷款执行优
惠利率；信贷担保业务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根据
其成本费用合理确定担保费率，除贷款利息、担保
费（或保证保险费）外，不再向借款人收取保证金
和其他不合理费用，原则上要确保农业贷款主体市
级承担的综合信贷成本控制在8%以内，如基准利
率调整，按据实增减数对8%予以调整。

《意见》的出台将有利于创新财政金融协调支
农方式，建立健全农业信贷担保体系，撬动金融资
本投向农业农村，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
撑。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从潍坊市水利局获悉，根据

有关规定，潍坊市综合考虑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
状、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等情况，出台了2018年度
水资源管理控制目标办法，内容主要包含了2018年
度用水总量、用水效率和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
质达标率控制目标。潍坊市将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严格管理，实现各项年度控制目标。

据悉，潍坊市2018年度用水总量控制为222200
万立方米，市区年度用水总量控制合计为64770万
立方米，其中地表水用水量控制为23500万立方
米，地下水用水量控制为14300万立方米。区域外
调水中，引黄水用水量控制为20650万立方米，引
江水用水量控制为6320万立方米。此外，全市2018
年度用水效率控制目标规定，2018年度全市万元工
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5年下降6%的幅度、万元GDP
用水量比2015年下降7%、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为0 . 6642。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赵健雄 张海军

“利民河河床土壤返碱严重，生态系统脆
弱，完全可以利用我们盐碱地治理的集成技
术，将利民河建成生态人文秀美的河流。”7
月14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土壤科学家赵其国
在潍坊滨海区说。

当天，赵其国参加了“2018经略海洋·院
士千人计划专家潍坊滨海创新创业周”活动，
并作了关于土壤治理的主题演讲。

早在2015年，赵其国就与山东胜伟盐碱地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从排水排盐、土壤调理、
生物改土、节水控盐、咸水淡化、信息化工程
等六大技术体系对盐碱地进行改良。在白浪河
入海口生态示范带，胜伟公司完成了盐碱地原
土改良工程。这成为潍坊滨海第一个利用土壤
复育技术直接使用碱土进行景观绿化的案例。

潍坊滨海共有15000亩盐碱地，在长期治
理中，该地摸索出上覆下改控盐培肥技术。
“随着技术的成熟，盐碱地的治理与利用，生
态与产业大有可为。”赵其国说。

和赵其国一起前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
禧、薛永祺，俄罗斯宇航科学院院士华棣与潍
坊三爻航空航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成立
山东省院士工作站。

“航空航天技术在潍坊滨海转化落地，可
促进当地相关配套产业活起来、强起来。”华
棣说。

童庆禧是遥感技术与应用专家。他在当天
的主题演讲中介绍：“遥感在智慧城市建设中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在交通布局、生态环
境、城市水量水质、房屋空置率、能耗检测、

城市灾害等方面实时提供数据。”
“2008年我们来到潍坊滨海建立新公司，

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合成香料公司。去年
公司销售收入达19 . 5亿元，今年上半年利税同
比超过50%。除了我们的团队、技术外，这里

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服务型的政府也是企业快速
成长的重要原因。”山东新和成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邱金倬在活动中分享创业经验时说。

据了解，山东新和成作为潍坊滨海高端化
工品牌，目前已经注册了控股、药业、氨基

酸、维生素、精化科技等5家公司。
潍坊滨海有成熟的盐化工、煤化工体系，

也有丰富的土地资源，以及交通物流优势。
“原料实现就地采购，成本大大降低。物流畅
通，产品畅销各地。另外，这里人才资源丰
富，80%的员工是本地人。”邱金倬说，“我
们坚持走精细化工之路，实现规模化高端化绿
色生产，对潍坊滨海未来充满信心。”

目前，山东新和成正在建设的氨基酸生产
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建成后年生产能力将
达30万吨，大大缓解我国氨基酸需要大量进口
的现状。

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傅荣强
之前在新加坡工作，2014年成为泰山产业蓝色
计划专家。傅荣强开发的荷电膜材料及电渗析
器装置，能轻松把海水淡化，也能将工业废水
实现循环利用。这项技术打破了国际垄断，填
补了国内空白。

“在潍坊滨海，我有了创业的平台，找到
了奋斗的意义。这里不仅资源丰富，创新点
多，更重要的是尊重人才、理解人才，让我感
受到浓厚的创业氛围。”傅荣强说。

近年来，潍坊滨海持续实施“人才强区”
战略，强化科技人才和基础设施支撑，全方位
开展“招才引智”工作，高端人才聚集加速。
该区先后出台《推动蓝色跨越22条》《总部经
济发展激励政策》等优惠措施及相关人才方面
配套文件，从创业扶持、科研补助、股权激励
等方面给予精准支持。潍坊滨海还新建创新创
业孵化器、数字小镇等高层次人才项目孵化基
地2处；实施十百千人才工程，设立德国、上
海等人才工作站4处，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全
方位服务。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长春

把冰冻的鸡架子破冰、搅碎、拌料后投喂，
每道工序都可实现自动化运作。去年，诸城市密
州街道十里社区特种动物养殖户邱大鹏，新上
自动喂食机和搅拌机，比此前省出三四个小时，
减少了2名员工。

“养貂是个精细活，每天需要加多少肉、多
少鱼，怎么搭配玉米、豆粕，这就是门科学。用老
办法饲养，饲料损耗大，而且营养上不去。”邱大
鹏养的水貂个头大、毛色好看，比其他养殖户更
易销售，平均价格多出20元钱。

养了30多年水貂的邱玉龙，把貂场放手给
了大学毕业的儿子邱大鹏，自己则在居住的小
区做起物业，每天打扫下卫生，修剪绿化苗木，

“跟不上形势了，怎么配饲料我不如他，新设备
也不会用，我们这50岁以上年龄的人，只能给年
轻人打打下手。”今年62岁的邱玉龙是十里社区
的养殖大户，以养貂致富。他嘴里经常说着一句
话，“家有5只貂，不愁吃喝穿；家有20只貂，彩电
冰箱抱回家。”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在十里社区，大学生
返乡比例是最高的。“每年社区大约能考出四五
十个本科大学生，毕业后返乡的学生在60%以
上。”十里社区党委书记孙万红告诉记者，返乡
大学生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因为每
年考入大学的本科生，都会获得1000元的奖励，
而且有及时的创业扶持，对他们的工作情况社

区比较清楚。”
其实，孙万红此前也是一家年收入近百万

元企业的负责人，有头脑、有文化、善经营、敢想
敢干。13年前，被密州街道党委请回，带领群众
增收致富。

靠不断繁殖，养了40多年的当地黑貂成为
十里社区居民主要的经济来源。问题已经显现
出来:持续四年跌价，让很多居民放弃了这一传
统产业。此前一张生皮450元，现在只有100元左
右。“以前我们以量取胜，养的是质量最差的黑
貂，利润薄还破坏环境。”孙万红看到问题后，在
2011年和2014年从丹麦运回3万多只丹麦貂，由
社区成立的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繁育，分发给社员养殖。

为解决技术问题，2012年，孙万红将26个回
乡的大学生联合起来，成立了“山东诸城水貂研
究会”，还分别从丹麦、英国和拉脱维亚聘请了
水貂养殖专家驻场指导，并与吉林大学农学部
合作，成立疾病防治中心，从技术上保障水貂养
殖的质量和数量。

同时，孙万红还采用“养殖超市”模式，统一
养殖管理和制度，把从事特种动物养殖业的农
民逐步转变为农业产业工人。此后，返乡从事这
一行业的大学生也越来越多。

邱玉龙家的养殖规模也从几十只增加到
4000多只。在诸城，养貂是一项大产业，诸城水
貂养殖占据全国养殖规模的1/4，十里社区占其
中一半。

因为行情不好，邱玉龙和儿子邱大鹏，筛选

出3000只白色种貂继续养了下来。“降低养殖成本
成了关键，我还经常上网查询最新的饲料搭配方
法，什么时候增加营养，都要一清二楚。”邱大鹏
告诉记者，刚从网上发现一款新式自动磨糊机，
鸡骨头可以与肉磨得更细，喂养起来吸收更好。

32岁的张作琴毕业于山东理工大学，应聘
到大森林特种动物养殖专业合作社种貂场后，
开辟了网上销售种貂的渠道。“我们每年都要到
吉林大学去招生，现在来的大学生有的负责技
术、有的熟悉销售业务，还有的管理平台。”种貂
场场长董金燕也是嫁入十里社区的“技术员”，
牵头与吉林大学联营，共同研究先进的养殖技
术和理念。

“与丹麦专家和大学生交流成效是很大的，
喂食就是例子。”去年底，得益于“新理念”，董金
燕的种貂场率先喂养生食，引起不小的轰动。

原来，十里社区40多年的养殖历史中，都是
把买来的鸡架子先化冻，然后入锅煮熟，再搅碎
拌料后喂养。“丹麦专家教习了他们的饲养方
式，是直接破冰绞肉喂生食，当时我们听了很吃
惊。”董金燕说，过了半年自己才开始改用生食，
没想到效果很好，种貂吃得少了，个头长得更大
了，“原来我们此前把肉煮熟，很多油份和营养
都被煮没了。”改了喂食办法后，种貂场饲料室
从雇用3人，改为1人，还比以前更轻松了。

因为缺少喂养技术，养殖户李滨还闹过一
次笑话。几年前，李滨获得第一批丹麦引进的纯
种貂养殖机会，120只母貂，50只咖啡色公貂。在
赚钱的季节反而亏了不少。

“以前的黑貂到了交配期不能喂养得太胖，
不然容易不交配。对刚引进的丹麦新品种，我们
不熟悉习性，本应该补充营养，我们却在交配期
前开始减少食物，导致最后丹麦貂因营养不良
只生出36只小貂，如果按照正常产崽率赚个百
万元没问题，最后反而亏损了20多万元。”李滨
告诉记者，如今通过研究技术，养貂水平长进不
少，今年1100只种貂，产出了4100只小貂。

在十里社区拆迁后的场地上，建起了裘皮产
业园，大学生创业基地也在这里。几乎每天，大学
毕业生邱家云的创意工作室都要接待三四拨客商，
都是奔着她的设计产品来的。大学时，她选修了工
业设计专业。大学毕业，恰逢貂皮价格大幅下滑。

邱家云返乡后没有再养貂，开始利用自己
的兴趣和才艺，设计一些玩偶和饰品出售。“我
利用貂皮设计出一些女士挂件和孩子喜欢的玩
偶，加上动漫和创意想象，通过网店、微信朋友
圈销售，十分畅销。”邱家云告诉记者，为了避免
产品销售货不对路，每出一件产品，先在朋友圈
发调查，看反馈，再大量开发。

“手抓垂耳兔是现在比较畅销的产品，可以
当钥匙挂件。”邱家云告诉记者，市场上的垂耳
兔大多是兔毛制作，而她却用了当地的貂皮，增
加了奢侈感，“每件价格588元，一张普通貂皮经
过裁剪等工艺加工，能制作出最少3个垂耳兔，
收入是一张普通貂皮的8倍以上。”

两年多的时间，单是在裘皮产业园，就聚集
起像邱家云一样的大学生50多名，创办企业20多
家，主要从事服装制造、网络营销、貂皮加工等。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市首张农药经营许可

证在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颁出。
据了解，寿光市一家农资公司申得了这张农药

经营许可证。去年新修订实施的《农药管理条例》
明确农药经营实施许可制度，提高农药经营门槛，
对规范农药市场具有重要意义。寿光市于今年4月
启动农药经营人员培训工作，现已培训农药经营人
员2500人，通过培训使农药经营人员初步达到熟悉
农药管理法律法规、掌握农药基础知识及病虫害防
治技术,科学安全使用农药的基本水平，为申办农
药经营许可证提供了首要条件。

农药经营许可证的颁发，为潍坊市全面推进质
量兴农提供保障。下一步，该市将严格按照《农药
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严格审批程序，优
化服务流程，确保农药经营许可办证工作有序推
进，全面落实。

搭建创业平台，提供精准支持

高端人才和项目汇聚潍坊滨海

□记者 杨国胜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5日至8日，我省党政代

表团赴苏浙粤三省学习，学习归来后接续召开
学习交流会。随后，省委、省政府又召开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会议，用高质量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为此，7月13
日，潍坊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专门传达学习
省党政代表团赴江苏、浙江、广东学习交流会
精神和全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会议精神。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山东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加
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省委、省政府
组织这次学习交流，非常及时、非常关键。通
过学习看到了差距，取到了真经。潍坊市要深
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对表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对标先进地区经验，认真思考、明晰思
路、抓好贯彻落实。

如何贯彻落实赴苏浙粤学习交流会精神？

潍坊市委常委会会议提出从以下5个方面集中
发力、务求突破。首先，潍坊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做好转化的大文章。
紧紧抓住学懂弄通做实这个核心，切实增强自
觉性，增强准确性，增强持续性，增强实效
性，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
为生动实践、发展动力、发展模式和成效。其
次，潍坊要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和“四个城市”
建设，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腾笼换
鸟、凤凰涅槃”的思路，突出绿色发展，突出
创新驱动，突出产业优化升级，突出数字经
济，持续深化综合效益评价，强化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加快动能转换，加速产业转型。

在赴苏浙粤学习时，乡村振兴战略是重要
一节课。为此，潍坊要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潍坊贡献。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关于乡村振
兴的一系列部署要求，特别是习总书记最近对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着力把握“全
面振兴”这一核心要义，强化政策导向、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对标南方经验，着力解决把
握中央精神不准确不到位、规划不全水平不高
指导不力、忽视生态、三次产业融合度不高、
工作单打一不全面、村集体收入和村民收入不
够高、改革创新活力不够强等问题，编制好乡
村振兴各项规划，全力打造“潍坊模式”升级
版，为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出潍坊贡献。

同时，潍坊要动真碰硬抓改革，确保触及
本质打开“结”。深悟南方真经，抓住活力之
要、释放活力之源，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加大开发区园区改革力度，全力扩大开
放，以开放倒逼改革。潍坊还要适应新时代新
使命新要求，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进一步细化容错纠错操作办法和激励措
施，激励干部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激发各级
干事创业动力。建立完善选育用引配套、培养

与选拔并重、发展导向明确的体制机制，努力
提升干部专业化水平。

此外，为落实全省招商引资招才引智工作
会议精神，这次会议还提出，要把招商引资招
才引智招院引所摆到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
置。要大力解放思想，认真借鉴先进地区经
验，坚持问题导向，以新理念新机制打好招商
引资招才引智招院引所攻坚战。要创新体制优
化机制，发挥市场在“三招三引”工作中的决
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三招三
引”专业化、市场化、高端化。要严格落实责
任，将招商引资作为“一把手”工程，将任务
目标作为刚性任务硬性指标，抓好责任分解，
围绕十大产业、十个渠道、重点园区，定部
门、定目标、定措施。要健全完善科学高效机
制，加强督查考核，加大调度力度，保障项目快
落地、快开工、快见效，用高质量“三招三引”
推动高质量发展。

潍坊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赴苏浙粤学习交流会等会议精神

集中发力 务求突破

养貂效益下滑，这里却逆势上扬———

每年60%以上大学生返乡发展

7月14日，土壤科学家赵其国等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了解潍坊滨海发展情况。

2018年度水资源管理

控制目标办法出台

潍坊创新财政金融

协调支农方式

潍坊首张农药经营

许可证在寿光颁出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记者从潍坊市商务局获

悉，潍坊市数字商务孵化器与潍坊学院共建教学实
践基地。

据悉，共建内容包括在孵化器设立潍坊学院教
师工作站、教学就业实习基地、大学生创新创业孵
化中心和电子商务研究机构，开展专业人才交流活
动，为潍坊市数字商务孵化器提供人才和成果支
持、决策咨询、辅导孵化等服务，推动数字经济新
模式、新成果、新技术落地，加快推进孵化器向数
字化转型发展。

数字商务孵化器与高校

共建教学实践基地

扫描二
维码，在网
页中打开
并下载，轻
松安装新
锐大众客
户端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