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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晓
本报通讯员 田磊 刘伟

即将于12月底开通的济青高铁将开启
胶州的“高铁时代”，穿胶州而过的青连铁
路也将同步运营。与此同时，青岛胶州湾大
桥胶州连接线、济青高速扩建工程均将提
前半年通车，地铁8号线、新机场高速、新机
场高速互通立交加速推进……记者自胶州
市获悉，该市全力推进总里程达120公里、
总投资约300亿元的“四铁两高两桥”八项
重大基础设施综合交通工程建设，目前，集
航空、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于一体的

“全通型”综合交通体系雏形初现。
“依托快捷的交通体系，将实现胶州市

域40分钟直达青岛主城区，实现与青岛同
城发展；2小时直达半岛主要城市，成为胶
东半岛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为胶州发展

‘提速’。”胶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毕维准介
绍说。

区位是胶州的一大优势。胶州处于山
东半岛港口群的中心位置，历史上胶州曾
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胶东国际机场
的落户更是进一步确立了胶州作为半岛交
通门户的优势。

胶东国际机场的定位是“区域性枢纽
机场、面向日韩的门户机场”，而要其发挥
最大的功用，助力胶州发展，则还需要构建
一个海空地一体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于是自2015年以来，胶州市拉开“四铁两高
两桥”综合交通工程建设。全部竣工后，胶
州不仅可以实现内部与青岛、黄岛、红岛的
贯通，在外部也可以与烟台、威海、日照乃
至长三角地区快速通联。

以青连铁路为例，该线路是我国“五纵
五横”综合运输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青连铁路胶州段长26 . 78公里，分正线14 . 5
公里、胶济胶黄联络线12 . 28公里两期建
设，总投资约35亿元。建成运营后将实现
青岛至上海铁路运输距离由1400公里缩短
至800公里，运行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4小
时，大大促进了胶东沿海与江淮及长三角

地区之间的联系。
在“四铁两高两桥”建设中，胶州还结

合城市规划、临空经济区规划等，多次在交
通线路规划设计上积极争取有利政策。“一
是争取增加了青连铁路—济青高铁联络
线，开辟了一条胶州至上海方向重要铁路
客运通道；二是协调优化了胶济胶黄联络
线方案，取消穿中央商务区高架设计，满

足城市规划；三是争取建设了济青高速跨
大沽河辅桥，实现大沽河两岸行人及小型
车辆通行；四是争取将济青高铁胶州北站
扩建至1万平方米，调整站前广场朝向与
站前大道垂直，同时预留胶州北站4万平
方米远期空间规划。”胶州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郝强介绍说。

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离不开交通建设
者的付出。尤其是济青高铁、青连铁路两
条铁路要于2018年底建成通车，比原工期
提前了18个月。胶州市成立了8个工程建
设指挥部，对各项重点工程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确保了交通重点工程快速推进。
“建设队伍平均年龄33岁，都具有专业技
术职称，98%以上具有本科以上文凭。”
郝强说。

2016年1月，济青高铁胶州段建设正式
启动，济青高铁胶州段长32 . 59公里，投资约
65亿元，涉及胶北、胶莱、胶东、李哥庄4个
镇办。济青高铁建设指挥部工作组，在组长
张庆带领下，每天早上7点出发，8点到达野
外作业现场，晚上5点以后收工。

“当时，气温骤降到零下15度，站在没
有遮挡、空旷开阔的麦地里，冰凉的西北风
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痛。我们每天必须按
照2公里的速度测量、清点，一分钟也不敢
耽误。”张庆说。

据统计，胶州市“四铁两高两桥”八项
工程总征地面积约6800亩，涉及全市7个镇、
120个村庄、4800户青苗、1100户民房、150余
家企业。截至目前，胶州市各工程建设指挥
部发放征迁补偿款约20亿元，市财政同步
投入配套资金约2亿元，惠及被征迁群众
1000余户。

全力推进“四铁两高两桥”基础设施工程建设———

胶州：“全通型”综合交通体系现雏形

广告

□白晓 报道
青岛胶州湾大桥胶州连接线建成后，胶州市与青岛主城区距离将缩短至20公里，15分钟

车程。目前工程已施工过半，将于2020年6月建成通车。

□本报通讯员 张建锋 刘平成 祝佳

11月17日早8点，莒县库山乡党委包村机关
干部王龙蛟，草草扒了几口饭就撂下饭碗，换上
棉衣，驱车直奔5公里外的明强矿业有限公司。

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库山乡实行全体机
关干部包村、村干部包户，兴起了“弘扬公心
精神、推动乡村振兴”、进行“三资”清理集中
行动热潮。王龙蛟所包的宋家河村，仅村民长
期拖欠应缴集体的款项就达20余万元，严重
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转。

王龙蛟驻村后，通过带领村干部入户走
访宣传，发动现任村干部和党员从自身做起，
主动缴纳拖欠集体款项，为顺利开展工作带
了好头。但该村在明强矿业上班的村民宋山，
自2010年至今，拖欠村集体高效农业承包费
累计4050元，已长达9年之久，村干部两次通
知他仍未缴纳。

“我相信迈开双腿走下去的笨法子好使，
当面锣对面鼓解决问题最有效。”王龙蛟坐不
住了。

车在矿区一号作业面停下，再往上就是
供单人行走的羊肠小道了。王龙蛟气喘吁吁

步行攀爬了蜿蜒1500多米的矿区山路，在矿
山负责人的陪同下，终于找到了正在5号车间
忙活着的宋山。

“王主任，大冷天的，没想到你为俺村的
事，还大老远地跑到这里来啦”。看到王龙蛟顶
着寒风真的找到矿上，宋山有些意外和感动。

通过与宋山交流，发现拖欠集体款项问
题，责任不完全在群众。因为过去的宋家河村
支部班子更迭频繁，无论谁主政，都不主动催
收以免得罪人，个别村民错误地认为时间长
了就不用再上缴了，导致还款时间越拖越长。

“老宋啊，通知都给你好几次了，你怎么
就是不回村缴欠款呢？今天你不把这欠款缴
清，我可是待在这里不走了。”王龙蛟半开玩
笑半认真地对宋山说。“收缴情况我们将进行
公示。同时欢迎你和乡亲们监督，发现这次还
有隐瞒不缴的，请向我们或者党委领导举报，
相信一定会公平公正处理的。”

“王主任，实在说，我五十多岁的人啦，你
是青年人，但你说话办事，俺服气！”宋山当场
掏出手机给媳妇打电话，让她一分不少地把
承包费缴上。到19日下午，该村已陆续收到39
户村民缴来历年拖欠款16 . 2万元。

包村干部重拾“铁脚板”精神———

王龙蛟催款记

□记者 高田 肖会 通讯员 张同耀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招双引”项目集中开工暨

希杰集团万吨核苷酸项目开工建设仪式11月19日上午举行。集中开
工的“双招双引”项目共9个，总投资136 . 2亿元，成为拉动开发区新旧
动能转换的新动力。

在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处开阔的工地现场，机器轰
鸣，万吨核苷酸项目正式开工建设。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4年落地聊城，已经历了8次扩建，分为赖氨酸、核苷酸、蓝天热电
厂以及冷冻食品加工厂等多个项目。此次开工的核苷酸项目为韩国
希杰集团在开发区投资建设的第九期项目。

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金东一介绍，万吨核苷酸
扩建项目投资5亿元人民币，预计明年10月底完工。经过此次投资建
设，希杰聊城工厂每年可生产核苷酸2 . 2万吨，占全球总产能40%的份
额。希杰公司拥有世界同行业领先的菌种和发酵技术，食品添加剂核
苷酸更具世界第一竞争力，项目达产后，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质量
最优的核苷酸生产基地。与希杰(聊城)项目同期开工的，还有投资2
亿元的聊城宏通地质工程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其生产的盾构机属于
超大型、高成本、完全个性化需求的产品。此外，聊城易联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项目总投资2亿元，既有高科技项目、现代生活项目、平台项
目，又有基础设施项目，为开发区新旧动能转换积蓄动力源。

经济下行压力下，聊城开发区不等不靠，积极走“双招双引”之
路，先后到京津冀、杭州、深圳举办多场不同产业的招商推介会，精准
对接优势产业，把投资20亿元的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基金项目、投资5
亿元的汽车电子零部件及高精度模具生产项目、投资5亿元的智能穿
戴项目、投资5亿元的空洗一体机项目等百亿元项目签约落地，引领
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

通过多方面帮扶和政策引导，促成了辖区内优秀企业乖宝宠物
食品集团与美国著名投资机构KKR的合作。乖宝集团借助KKR的全
球资源和运营体系，通过股权投资方式进行企业建构重组，乖宝在泰
国投资的工厂已经成功运营，为企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新动力。

“聊城开发区建立专业服务队伍，为进区项目提供全过程、零距
离、保姆式服务，加快推进项目落地投产。”聊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杨广平说。开发区还加大招才引智工作力度，完善出台人
才新政，加快人才建设。同时，开发区正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创新，与项
目入区建设有关的行政审批事项全部一站式办结。

全球最大核苷酸
生产基地开建
聊城开发区:136亿元“双招双引”项目

发力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王田 于玲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一句
俗语，更是一门生意经。在日照市岚山
区人社局服务大厅旁边也曾催生过这样
一个类似的“小生意”——— 材料复印。

去年5月，紧邻岚山区人社局服务大
厅的副食水果超市开业。该店老板回
忆，一开始没准备上复印机，因为每天
上门询问复印业务的人络绎不绝，才决
定将家里自用的复印机搬过来开起了副
业——— 复印。忙的时候，副业利润甚至
超过了主业。“一开始，复印生意是真
好，复印一张A4纸1元，每天复印业务
纯利润平均也得百八十元。”

但就在最近，副食水果超市老板发
现，复印业务突然大幅下滑。打听才得
知，原来，为推动“一次办好”，岚山
区人社局全面精简业务流程，减少申报
材料，尤其是清理各类不必要的复印
件。对身份证等复印件，不再要求办事
群众提供。若有必要，一律提供现场免

费复印。
10月12日，在岚山区人社局服务大

厅，前来办理报销业务的黄墩镇村民尹
相华就享受到了免费复印这一便利。他
说：“虽然就省了 1块钱，但是很暖
心！”

岚山区人社局服务大厅负责人尹永
保说，“为群众提供免费复印，人社局
一年要拿出2万元的经费。看似是个损
失，但得到的却是办事群众的点赞。”

对于因“放管服”改革带来的生意
损失，超市老板也表示理解，“取消不
必要的复印，为群众提供免费复印，是
一项方便群众的好事，我以后就专心做
超市生意。”

换位思考，尽最大可能为群众提供
办事方便，是岚山区人社局推行“一次
办好”的核心理念。据悉，今年以来，
该局对企业和群众办理业务事项进行了
全面梳理，整合出人社系统便民清单276
项，逐项研究论证，取消经常性业务事
项复印材料每项平均1—2种，简化手
续，方便群众。

“放管服”改革越来越便民———

水果店的复印业务黄了□张立磊 刘明志 报道
本报临朐讯 为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临朐县深入开展“服务

企业经理人精准服务企业”活动，选派233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
“点对点”服务265家规模以上重点企业，通过送政策、送服务、
解难题，助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该县还制定出台《关于深入开展“服务企业经理人精准服务企
业”活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进一步明确联企干部职责，并要求
联企干部深入车间班组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交流，重点围绕政
务环境、涉企收费、行政审批、政府诚信、优惠政策落实、企业融
资等方面，向企业了解实际情况，救急纾困。据介绍，2018年以
来，临朐县共帮助企业解决资金、用工、用电、手续报批、产品销
售、安全隐患排除、商标注册等方面难题190余件。

临朐县“点对点”
服务重点企业

□于向阳 张
聪 报道

11月10日，
在利津经济开发
区，利华益集团10
万吨/年聚碳酸酯
联合项目正在进行
产品包装。该项目
整体技术和能耗水
平达到同类装置国
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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