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王晓根

优势产业一路飘红，海洋新经济擦亮
一抹新蓝，加强生态保护走向绿色发展，
威海南海新区经略海洋今年格外“出
色”：国家火炬威海南海新区海洋油气装
备特色产业基地获批，承办的2018“蓝碳
倡议”国际会议召开，5位国家千人计划专
家联手勘探开发可燃冰……威海南海新区
海洋发展新动能加速集聚。

作为国家战略海洋经济新区，威海南
海新区海陆统筹、联动发展，着力构建现
代海洋产业体系；瞄准前沿领域、夯实合
作平台，着力构建海洋科技创新发展体
系；强化港口拉动、功能支撑，着力构建
陆海联动保障体系，向着打造蓝色经济新
动能聚集区的目标大步迈进。

海洋装备产业

一路“飘红”
在威海纳川管材有限公司，一盘刚生

产出的柔性石油管道摆在公司总工程师时
晨的面前。时晨带着工作人员对这些管子
进行性能测试。

“别看这个管子外表平淡无奇，而当
把它置入深海中时，最大适用水深可达
3000米，最高长期适用温度高达180℃，可
以实现海洋立管、海底管线、跨接管、连
续油管等油气开采行业的全领域应用。”
时晨自豪地表示，放眼全球，目前只有三
家企业拥有研发和生产全领域柔性管的先
进技术，纳川管材就是其中之一。威海南
海新区有一定的海洋油气装备产业基础，

有雄厚的人才创新资源支撑，区内海洋油
气装备产业领域内企业先后共承担国家及
省部级项目20多项，产品共申请专利1200
多件。依托于此，威海南海新区申报的国
家火炬威海南海新区海洋油气装备特色产
业基地也获得科技部批复。

火炬基地以天润曲轴、威力工具、鸿通
管材、冠通管业、纳川管材等企业为龙头，以
海洋油气钻采平台及海洋开采船曲轴项目、
特种船用工具项目、油气管材项目等为骨干
支撑，带动相关企业跟进，重点发展高端价
值链、高端产业链、高端品牌。

“依托火炬基地，我们布局高端海洋
油气装备项目，形成集研发、制造、配
套、服务于一体较为完整的海洋油气装备
制造产业体系，拉长产业链条，助推企业
膨胀发展。”威海南海新区产业发展与科
技创新局负责人说。为了扶持壮大海洋油
气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威海南海新区正
加紧制定政策，推动海洋油气装备产业快
速发展，并以海洋油气装备产业为突破
口，着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

海洋新经济

释放一抹“新蓝”
在大力发展海洋装备的同时，威海南海

新区也着重发展海洋新经济。设在威海南海
新区的威海市蓝色经济研究院成为海洋新
经济的探路者，在海洋碳汇研究方面先行一
步。

蓝碳是指海洋的蓝色碳汇，海草床、
红树林、盐沼被认为是3个重要的海岸带蓝
碳生态系统，大型海藻、贝类乃至微型生
物也能高效固定并储存碳。蓝碳对全球气

候变化起着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威海市
蓝色经济研究院一直致力于蓝碳研究，与
国内多个院士团队和多家科研院所开展合
作，成立山东省海洋碳资产工程技术协同
创新中心，进行碳储量调查和方法学开发
等多项工作。威海南海新区积极筹备的
2018“蓝碳倡议”国际会议于8月28日至9
月1日召开，有近百名国际国内专家和科技
人员参会，极大提升了南海新区在海洋碳汇
领域的国际国内影响力。威海南海新区以此
次会议为契机，加快与“两院”院士合作，搭
建科研平台，积极开展海洋碳汇研究，全力
打造国家第一个蓝碳示范开发区。

在可燃冰勘探研发方面，威海南海新
区引进了5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这5名专
家在可燃冰领域的研究各有侧重，研究方
向基本涵盖了可燃冰勘探研发的大部分重
点环节，共同在威海南海新区组建山东蓝
海可燃冰勘探开发研究院，围绕可燃冰勘
探、开采、储存、运输及关键设备等各环节进
行研究，致力于“未来可燃冰大规模高效低
成本开发”项目的研发与应用。研究院的子
公司威海海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正式成
立，标志着威海南海新区在可燃冰的勘探与
研究领域迈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在海洋科考方面，威海南海新区设计
完成“威海南海·海梦”号高精度多功能综
合科考船，拥有100%自主知识产权，是山
东省内首艘军民融合产业科考船，是威海
南海新区推动海洋科技创新和成果高效转
化的典范。目前该科考船已投入使用，为
海洋保护性开发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生态保护走向绿色发展

走向海洋，威海南海新区把海洋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绵延156公里的海岸线，是威海南海新
区倾力打造的风景线，打造起沙雕城堡乐
园，建设起威海南海国际运动基地，开发
建设了蓝湖公园、南海公园，引进了万和
福岛等海上观光体验旅游项目。

与海共生，靠海吃海，威海南海新区
保护海洋资源的步伐从未停歇。从开发建
设至今，无论是之前的海岸线修复、湿地
生态修复，还是现在的生态智慧监管平台
的应用，保护海洋的举措越来越智慧，越
来越严格。

走进威海南海新区生态智慧监管平台
的办公室，一面墙上全是一块块的显示
屏，实时监控着区内各种生态资源。海岸
线生态监管是其中一大功能。“我们通过
实行湾长制，对区内的海洋、岛礁及沙滩
岸线资源进行保护。”威海南海新区农业
与海洋经济发展局局长刘新庆介绍说，在
海边安装了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海洋潮
汐变化、海上风暴潮，并实施监控沙滩是
否侵蚀污染、是否有人破坏海洋生态，还
设置了湾管员对海岸线进行有效保护。

生态智慧监管平台集合了海洋、水利
等多个部门的力量与资源，并且与公安系
统平台实现联动，公安系统可以调阅平台
视频，形成了海洋保护的强大合力。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
意识，全面实施‘四减四增’三年行动，
突出做好海岸线修复、生态湿地修复以及
山体修复等工作，着力构建‘生态三线、
景观三轴’绿色可持续的生态环境，走出
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人海和谐的新
路子。”威海南海新区管委负责人说。

装备产业“飘红”，新经济释放“新蓝”，海洋生态走向绿色发展———

威海南海：经略海洋出“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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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吕慧 马越
本 报 记 者 李剑桥

北镇街道曾经是滨州市滨城区最热闹的
地段，很多企业及商户在这里淘到了创业路
上第一桶金。随着城市布局的调整，却留下

“破产一条街，从东往西挨”的调侃，破产企业
多、老旧小区多、流动人口多，为社会治理带
来了压力。区街领导很是头痛。

但今年以来，区街领导不再头痛了，“四
联中心”出手，问题迎刃而解。“四联中心”能
解决邻里纠纷，能保护生命财产，能进行市场
监管，能提供便民服务……说起“四联中心”，
办事处的居民无不称赞。

“四联中心”就是北镇街道成立的一个
“组织联建、资源联用、行动联合、成果联享”
的综合执法服务中心，七站八所集中办公，综
合完成“基层党建、综合治理、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便民服务”五大任务。
“俺和俺老邻居差点就因为一棵枣树闹

翻了。多亏了咱‘四联中心’来调解，现在俺两
家关系更好了。”北镇街道春晓社区的徐兰滨
说。徐兰滨和宋玉敏两家是多年的邻居，两家
的房子之间有徐兰滨种的一棵枣树。不知是
下雨刮风还是人为原因，偌大的树干竟被折
成了两截。徐兰滨的儿子看到树的断面平整，
便认为是邻居宋玉敏家给砍掉了，不由得火
从心起，说话有点冲。两家愈吵愈烈，甚至要
动起手来。春晓社区网格员闫晓梅正在小区
巡查，看到现场情形难以控制，赶紧拿出手
机，将此事上报给“四联中心”。“四联中心”迅
速反应，社会执法稳定中队经过走访询问了
解到，树枝是让大风吹断的。经社会执法稳定
中队调解，两家的矛盾点一下子就疏通了。

“咱‘四联中心’社会稳定执法中队都是
派出所、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他们说教并重，

处理起这种家间的纠纷既得体又暖心。”春晓
社区党委书记王爱芹说。

“四联中心”不但能为居民解决烦心事，
更是居民生命财产的保护伞。7月6日早晨，

“四联中心”的网格员刘振华沿着黄河三路例
行巡查，突然发现石化机械厂宿舍一栋居民
楼四楼门窗内蹿出火苗。刘振华第一时间拨
打火警电话，同时拍下照片上报“四联中心”。
两分钟后，“四联中心”的工作人员便赶到现
场。交通秩序执法中队疏导交通；综合执法中
队和社区网格员们不顾危险，将被困的户主
一家带离着火点。听说五楼还有位生病卧床
的老大爷，四名网格员和两名城管队员当即
重返火场，将躺在卧室里的老人带离火场。

“火情危急，老城区本来就拥堵，如果不提早
疏散交通，消防车队开进来就得很长时间，救
人灭火都要耽误。多亏了咱‘四联中心’，从发
现火情到成功救人，前后不到20分钟。”小区

居民李进说。
“以前，各部门和社会机构往往各自为

战、单打独斗，出现管理服务盲区。‘四联中
心’对收集到的辖区内城市治理问题统一受
理。城市监管执法中队、市场监管执法中队、
交通秩序执法中队、安监环保执法中队、社会
稳定执法中队五根‘指头’无缝连接、联合行
动，彻底解决了‘基层看得见管不了、部门管
得了看不见’的城市治理难题。”北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韩云勇说。

“四联中心”还是“1+X”党建联建共同体。
“1”是四联中心党总支，“X”则是街道辖区内
的行政管理机构、专业市场、驻地单位等6个
领域的40多家单位党支部。在“1”的引领下，

“X”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同时四联体系把街道
分为7个大网格和78个小网格，网格内的党小
组成员和360名网格员如同城市的“眼睛”，及
时收集社情民意，实现社会治理“一网揽尽”。

解决邻里纠纷，保护生命财产，提供便民服务———

居民为何爱上这个“四联中心”？

资源变资产 农民变股东

单县：激活集体产权为乡村振兴添动力
□记者 吴宝书
通讯员 刘厚珉 报道
本报单县讯 8月28日，单县浮岗镇小

王庄村身患残疾的村民孙钦慧对记者说：
“我行动不便，以前很羡慕别人外出打工挣
钱，现在我在家门口的服装车间剪剪毛边，
一月就能挣到2000多块钱，家庭生活宽裕多
了！”

孙钦慧所在的服装车间是小王庄村村委
会利用长期空闲的4亩集体土地建起来的，
以每年3万元的价格租给了鑫乐制衣有限公
司，不仅增加了村集体经济可持续的长远收
益，也为本村40多名群众提供了就业岗位。

据悉，小王庄村在激活沉睡集体资产
的同时，又成立了鸿泰土地股份合作社，
336户群众以土地入股的方式成为合作社股
东。他们联合山东沃思宝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建设了100个高效智能农业大棚，种植
了圣女果、西红柿、苦瓜等果蔬，群众除
每亩土地年受益1200元外，还能在公司务
工，年底享受红利。“村集体资产从集体
共同向与群众共有的机制转变，农民变股
民，群众和集体都增加收入。”小王庄村
党支部书记董清泰说。

不久前，在单县龙王庙镇朱杨楼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成立大会上，村民朱坤强领
到了《农村集体产权股权证》。这标志着
朱杨楼村从此建立起了归属清晰、权能完
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

据了解，朱杨楼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共有
544户股民，量化果蔬大棚、光伏发电等集
体经营性和非经营性资产680万元，划分1903
股，每股735元，让群众切实享受到改革带
来的红利。拿着红色“股民证”，朱坤强深
有感触地说：“以前总觉得村集体是大家伙
儿的‘集体’，跟咱个人没啥关系，现在俺
成了股东，是集体经济实体的一员，既能当

工人挣工资，还可以分得红利。”
今年以来，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中，单

县将村集体资产按照资源性、经营性、非经
营性分类登记，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乡村
旅游等产业，带领群众走上了“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路子，培
育了农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厘清了农村集体
资产的产权，提振了农民群众发展集体经济
的信心和积极性。

目前，全县502个行政村全部完成了集
体资产核资工作，1 2 9个村完成了资产量
化、股权设置工作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原
动力和新活力。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吉鑫 王宇 报道
本报平原讯 前几天，平原县个体工商户于涛来到县

政务服务大厅工商局窗口，为自己开办的“玉涛建材”办
理营业执照。3个小时后，他拿到了一张手机版的电子执
照，这是该县第一张全程电子注册的营业执照。

“这个电子执照上盖的是完全符合国家模板的电子印
章，具有和普通印章相同的法律效力，用户可自行打印。
只要学会了操作，今后再办证的话，就真的是‘零跑腿’
了！”工作人员张景新指着打印出的纸质版执照说。

围绕“一网通办”，今年平原县逐步完善网上政务服
务平台，加快政务信息资源整合，最大程度地实现网上信
息共享。目前，县直部门单位的242项行政许可事项、534
项公共服务事项和乡镇(街道)88项公共服务事项全部上线
运行。网上政务不但便民、省时、高效，更实现了“省、
市、县、乡四级互联互通”。眼下，全县42个部门全面公
开“一次办好”事项清单1282项，“一窗受理、一网通
办、一次办好”等“一字头”政务服务蔚然成风。目前，
平原县已累计取消、下放和调整的行政审批事项达73项，
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务项目14项。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陈娟 陈常国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有的单位公务卡结算执行不严格，存

在大额现金支付差旅费、用电费等现象……”“有的村发
展党员存在‘近亲繁殖’现象，有个村连续三任党支部书
记不在本村居住，成了‘走读’干部……”9月5日，日照
市东港区委巡察反馈整改工作推进会议上，对巡察中发现
的共性问题和突出问题进行了严肃通报。

在直面问题的同时，会议传递出强烈的“新官”理
“旧账”、“旧官”也要认“旧账”的信号——— 在界定参
会人员上，东港区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了参会人员范
围：被巡察部门单位2012年以来21名“新旧党政一把手”
全部参会，通过“新旧”干部同参会，明确了“新官要理
旧账”“旧官要认旧账”，提出谁不配合、不支持整改工
作，就问责谁。

推进会对个别单位、个别领导对巡察存在模糊认识、
麻痹思想的问题，对搞“文字游戏”“数字游戏”的现
象，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点名批评。为强化整改责任担
当，东港区明确了党委(党组)主体和党组织书记主责。党
组织书记作为整改第一责任人，既“挂帅”又“出征”。纪检、
组织、巡察机构建立督导整改有效机制和问责机制，层层传
导压力，形成上下贯通、相互配合、协调一致的整改督查机
制。对调查完成的问题，注重结果运用，根据违纪轻重，对
照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及时进行追责问责。

东港“新旧党政一把手”

共理旧账

平原：工商户领到

全程电子注册执照

□记者 王洪涛 通讯员 吴云富 报道
本报费县讯 近日，费县交警大队车管所业务窗口在

之前现金、刷卡等付费方式基础上，全面上线微信支付新
功能；同时整合优化业务流程，办理完业务直接在业务窗
口付费，不用再另去收付款窗口排队付款，一个简单的车
驾管业务可为群众省下5分钟。

这是费县交警部门推进“一次办好”改革采取的一项新
举措。整合优化业务办理流程，实现办理车驾管业务只进一
扇门、只到一个窗口办结。以前市民办理业务，需要先取号，
到业务窗口排队，办理完成后再去现金窗口排队，缴纳现
金。而现在这些都能在业务窗口“一窗办理”。大厅13个业务
窗口，所有的车驾管业务都能用微信扫码付费。

费县车管业务

实现微信扫码付费

□蒋惠庆 巴秀剑 报道
9月10日，在无棣县信阳镇东赵村的精品葡萄采摘园，

村民正在将葡萄装箱，销往县内超市。
据悉，该葡萄园是村民孙金和流转土地30多亩建成的，

主要种植了玫瑰香、金手指、提子等国内外优质品种。近年
来，无棣县不断加快土地流转，鼓励农民建设特色化、规模
化新型农业产业园区，加快了农民增收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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