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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冯砚农 杨国胜 报道
本报潍坊讯 8月14日，潍坊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
步深化潍台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
施》(简称“潍坊惠台80条措施”)有关情况。
措施共80条，其中50条是根据国家有关部委、
省政府相关政策要求提出的落实措施 ;30条是
根据潍坊市发展特色提出的鼓励、支持类政
策。内容主要涉及经济交流合作、文化交流合
作，以及台湾同胞在潍坊学习、实习、就业、
创业、居住生活等方面。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潍坊现有台资企业
339家，其中12家台资企业入选山东省百强台
资企业；拥有齐鲁台湾城国家级交流基地1
处，省级交流示范点6处，鲁台现代农业、科
技、职业教育等3个交流中心，设有海峡两岸
(寿光)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基地；已连续成功举
办了23届鲁台经贸洽谈会，搭建了国家对台政
策发布、两岸各界沟通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

“潍坊惠台80条措施”中，结合潍坊“产

业强市”建设，聚焦经济合作，着力为台胞全
面平等深入参与潍坊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持和
帮助，制定了措施29条。主要涵盖鼓励台资企
业发展重点产业、设立中心平台、设立扶持资
金、享受税收优惠、开展技术入股、设立科研
机构、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参与政府采购
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台商、台胞参与潍坊经济
发展广度和深度，简化了台胞参与潍坊经济发
展流程。比如，鼓励台资企业和台湾同胞积极
参与潍坊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乡村振
兴战略，在重大项目筛选申报和相关资金支
持政策方面，与本市企业享受同等待遇；优
化台资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进一步简化台
湾自然人股东身份公证，经潍坊市人民政府台
湾事务办公室出具投资者身份证明，无需再作
公证 ;全面落实台资企业“多证合一”，将45
项涉企证照事项整合到营业执照上，不再要求
台资企业提供关于整合证照事项的额外证明材
料等。

结合潍坊“文化名市”建设，聚焦文化交
流，着力推动潍台文化产业等深入交流融合，

制定措施14条。主要涵盖支持申报艺术类基金
项目、台胞创作影视作品、鼓励台湾艺术家和
企业来潍坊交流、台胞申报文化类奖项、聘请
台湾教师来潍坊创业就业、鼓励台湾院校来潍
坊办学、开展人才培训等方面，为潍台文化深
度融合搭建了广阔平台。比如，鼓励台湾地区
文艺工作者参加“风筝都文化奖”等相关文艺
类评选活动；鼓励台湾艺术家在潍坊设立工作
室(站)；支持台湾文化艺术界团体和人士参与
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等。

结合潍坊“活力城市”建设，聚焦创新创
业，制定措施18条，着力推动台湾同胞在潍坊
学习实习就业创业享受同等待遇，主要涵盖
台湾学生在潍坊就学、创业、就业、资金扶
持、台湾人才参与大陆人才计划、台胞参加
职业资格考试等方面，为广大台商台胞创造
了创业的舞台、就业的平台、施展的空间。
比如，对创业资金不足的台湾高校毕业生，
可提供最高2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政府给
予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上浮不超过3个百分点的
贴息;台湾高校毕业生创办的小微企业符合条

件的，可申请最高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政府给予同期贷款基准利率50%的贴息 ;鼓励
在潍坊工作的台湾专业人士申请参与国家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申报鸢都产业
领军人才、鸢都学者，并给予不同额度的经
费资助等。

结合潍坊“品质城市”建设，聚焦生活便
利，制定措施19条。着力为台湾同胞在潍坊居
住生产、生活打造无忧软环境，主要涵盖台胞
参选潍坊荣誉市民、简化台胞证件办理使用、
参加工会及各类社会组织、在潍坊就医养老等
方面，真正落实台湾同胞与潍坊居民享受全面
同等待遇。比如，支持台商、台胞参选潍坊市
荣誉市民并列席市人代会开幕式等重大会议；
在潍台胞换领电子台胞证7个工作日内完成，
便利台湾同胞往来；在潍坊居住的台湾同胞，
纳入社区服务范围；在全市确定一批优质医疗
卫生机构为台胞定点医疗服务机构，开设“绿
色通道”；在潍台湾同胞与本市居民享受同等
预防接种、健康教育、健康指导、慢性病管理
服务等。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入汛以来，潍坊市立足防大汛、

抢大险、救大灾，精心部署、扎实工作，从早从严
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
汛。

为应对较大概率的台风、海上风暴潮和局部强
降雨天气，潍坊市实施了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
的包工程、部门、岗位、技术责任制等各项防汛责
任制，将责任分解落实到每一个水库、塘坝，每一
条河道、每一段堤防。同时，该市严格落实领导带
班和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
防汛督查科学调度等多重手段，提高防汛应急能
力。

目前，该市大中型水库河道防汛料物全部备足
备齐，并加强了城市排水防涝设施日常维护力度，
清理雨水井、雨水箅子7600余个，疏通堵塞点60余
处，管道700余米，完成虞河、白浪河和化肥沟下
游排水整治工程，中心城区33个小区(单位)、32条
街道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四平路片区、百货大楼门
前、东风街 (长松路至西外环 )等3处内涝整治工
程，集中整治了市管道路85处积水点，在城区12座
桥梁两端增设排水口，进一步增强了城市防涝能
力。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韦武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领导带头落实“一

部门一项目”包靠机制，推进分管领域“双招双
引”，组织推进高层次人才引进、潍商回归、重点
园(片)区招商、重大项目对接落地和集中签约活
动，全市上下形成各级领导主动抓招商、谈项目、
促落地的浓厚氛围。

潍坊市围绕“5+5”重点产业，逐个编制产业
规划、招商地图和重点招商项目，组建由产业主管
部门、产业领域专家、专职招商人员、国内外知名
中介机构组成的产业招商队伍，开展精准招商。围
绕100个特色产业园区，按照“一高端园区一主导
产业”的原则，突出产城融合、产才融合，推进重
点园区特色化、个性化发展。积极对接北京非首都
功能疏解，建立与有关部门、机构和园区的机制化
联系，围绕重点合作领域，大力开展定向招商，承
接产业转移和辐射带动。

今年上半年，潍坊市签约省外过亿元投资项目
344个，涉及总投资1999 . 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88%、81%，位居全省第3位；经初步统计，引进到
位资金5000万元以上招商项目210个，到位资金370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41%，引进“四新四
化”招商项目273个。目前，东软潍坊智能服务产
业基地、泛海集团大健康、华强方特游乐园、宝能
科技城、中化弘润、中化集团高端石化、站南广
场、高铁新片区等重大项目正在加快洽谈落地。

深化与台湾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合作

潍坊出台80条惠台新政策

□ 本 报 记 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王全国 张化德

“镇上要把我们村1 0 0 0多个车库全拆
除！”从5月2日农村综合治理规划开始，寿光
市上口镇口子村的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家家户户都有车库，这么多年了，说拆
就能拆吗？”村民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心里有
解不开的疙瘩。

6月1日，口子村美丽乡村建设推进会召
开。6月14日，全村1073处违建车库全部被清
除，家家户户门前亮出了6米宽的胡同，不但
没有发生一起冲突事件，党员干部们还受到了
群众的支持和赞誉。

30年前，口子村紧邻弥河河道，为了摆脱
涨水威胁，整体搬迁到现址。随着生活条件的
改善，几乎家家户户都买上了私家车，违建车
库也同步建起。到今年4月底，1100户的口子
村违建车库达到了1073处。

“口子村的违建车库是镇上多年的心病，
几次拆除都被搁浅，成了‘拆不动’的硬骨头。”

上口镇副镇长、广陵片总支书记赵新法坦言。
5月2日，上口镇农村综合治理工作开始后，

到5月26日，近一个月的时间，仅拆除了30余处。
难题考验着党委、政府的能力和智慧。6

月1日，寿光市工作组的同志和上口镇60名机
关干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进驻口子村，口子村
美丽乡村建设推进大会召开。面对坐满村委大
院的群众，镇党委书记王法顺说：“咱们村巷
子没硬化，雨天一脚泥，晴天一身土；几条大
街排水不畅，经常内涝……拆除违建车库，所
有巷子将全部硬化，排水设施建好，建设美丽
乡村……”听了镇党委书记的一席话，一些村
民的“心结”打开了，态度也开始转变：“若
是为了建设美丽乡村，让村民得实惠，我们就
同意拆。”

上口镇积极争取上级财政和政策支持，把
口子村列入美丽乡村建设计划。与此同时，工
作组以“走软腿肚子、磨破嘴皮子”的韧劲，
一遍遍为村民讲政策、做工作，还组织村民代
表到上口、营里的多个村庄实地参观，并且将
道路规划图张贴在全村显眼处，进一步消除群

众的疑虑。
从6月7日开始，口子村车库拆除迎来了全

线飘红。最初是一户一户地拆，一天拆几户，
工作做通后，一条巷子一条巷子地拆，一天拆
到100多户。不到一周，口子村所有违建车库
被拆除，没有发生一起冲突事件。

拆迁期间，每天早上7点前，工作组人员
全部到位。上午在村民家里做工作、帮着拆违
建车库。中午回办公室吃几个包子，然后一直
到晚上8点都盯在现场。晚上8点半，各小组研
究汇报当天进度。

党员干部们的艰辛付出，使村民的态度从
质疑转到信任、由抵触转为配合。74岁的村民
李纪舟在家门口摆上绿豆水、水果，邀请干部
歇息；90岁的村民张秀兰亲自烧水给干部们送
去；还有的村民主动帮着干部们做亲戚邻居的
思想工作……

“跟第一天见到他们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了，黑了，也瘦了，干部们为了我们村受累了！”
村民李纪舟说，他亲眼看到几名干部在帮着村
民拆车库的间隙，从口袋里掏出半块干粮和一

块咸菜吃。“看着很叫人心疼！等口子村建设好
了，全村群众忘不了这些辛苦的干部！”

1个月，1073个车库全部拆除。拆是为了
建，是新的起点。如今的口子村，美丽乡村建
设已经全线推进。再过几个月，将迎来崭新的
美丽家园。

记者手记

好事一定要干好
口子村美丽乡村建设是件惠泽群众的好

事，但是遇到了违建车库这个“拦路虎”。群
众的不理解、不配合，说明党员干部的工作没
做透。上口镇党员干部用“放大镜”查问题，找出
工作中的不足，一遍遍地为村民讲政策、做工
作，用实干精神赢得了村民态度的转变和声声
赞誉。通过口子村违建车库的拆除可以看出，
党员干部只要坚持“始终为了群众，一切为了
群众”的工作方法，就一定能把好事干好。

拆开团团心结 赢来声声赞誉
——— 寿光市上口镇口子村1073处违建车库拆除记

潍坊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上半年签约省外

过亿元投资项目344个

□记者 郑颖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8月10日，黄水东调工

程协调保障工作会议召开。记者了解
到，黄水东调一期工程计划今年8月20日
通水，二期工程将于2019年3月31日前具
备通水条件。

目前，潍坊市正在全力推进黄水东
调二期工程迁占工作。截至8月9日，滨
海段、寒亭段、昌邑段、部队农场、潍
北监狱段清点全部完成，全线完成清点
56 . 5公里，完成总量的100%。为保证工
期，省政府要求二期工程关键节点要先
行施工。目前，潍北二库加压泵站已完
成基础垫层砼浇筑工作，正在进行底板
钢筋绑扎工作。顶管穿越施工单位、人

员、机械已全部到位，白浪河顶管进行
沉井施工准备。截至8月9日，累计完成
投 资 1 2 9 0 0 . 2 万 元 ， 完 成 投 资 比 例
4 . 14%。

2 0 1 3年起，胶东地区遭遇连续干
旱，青岛、烟台、潍坊、威海等四市城
乡供水一度告急。为缓解供水危机，省
委、省政府决定实施黄水东调应急工
程，从东营市调引黄河水向胶东四市输
水。黄水东调工程全线约110公里，其中
潍坊境内约101公里，敷设2条直径2 . 6米
的输水管道，年调水量3 . 15亿立方米。

黄水东调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
程自东营垦利区曹店、麻湾灌区分别引
取黄河水至东营广南水库调蓄，通过广

南水库泵站加压，将黄河水调至潍坊滨
海第二平原水库。一期共63公里，潍坊
境内55公里，涉及寿光市、滨海区，工
程概算总投资33 . 89亿元。一期工程于
2016年12月开工，2018年3月主体工程建
成并试通水。

黄水东调二期工程由滨海第二平原
水库输水至胶东调水渠道昌邑宋庄分水
闸，并东延至青岛境内，实现向青岛、
烟台、威海输水。二期工程概算总投资
31 . 14亿元。省委、省政府要求2018年12
月31日前完成主体工程，2019年3月31日
前具备通水条件。黄水东调二期工程全
部在潍坊境内，潍坊市负责施工环境协
调保障工作。

黄水东调一期工程

将于8月20日通水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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