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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程芃芃
本报通讯员 高晓鸣

高点定位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
者，不足谋一域。”该开发区高点定位，实现
高质量发展。全力打造“汽车之城、生物药
谷、电商智汇、宜业之家”，定位“三大目
标，八大工程”，做好“高新轻绿”四篇文
章。用战略的眼光高点定位，谋划发展；用战
术的视角，抢抓机遇，逆势而上。实现全省
137家省级经济开发区综合评价第六名，获得
全市2017年度园区工作考核一等奖的佳绩，获
中国“2018十佳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园区”奖和
2017山东省投资环境十佳园区荣誉称号。成绩
的收获诠释了高标准定位下淄川经济开发区锐
意进取、改革创新的发展轨迹和实践历程。

今天的淄川经济开发区，已形成以汽车及
零部件为主导的新装备；以中船重工、火炬能
源为代表的新能源；以中国钢研院、圣川陶
瓷、电盾科技为代表的新材料；以金城医药、
鸿庄医疗为代表的新医药等四大主导产业。同
时，齐鲁云商、毛豆电商生态链、沃农资等电
子商务企业和以新星海尔物流公路港项目为代
表的一大批本土企业也在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目前，开发区现有企业600余家,其中规模
以上企业125家，世界500强企业6家，高新技
术企业18家，上市公司2家，新三板、齐鲁股
权交易中心挂牌、托管企业18家。

“紧紧抓住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历史机遇，
按照开发区‘三大目标，八大工程’工作重
心，善用‘向前看’的创新思维，扎实做好
‘高新轻绿’四篇文章，加快培育新兴产业、
改造传统产业、化解落后产能，用行政手段引
领产业转型升级。”淄川经济开发区党委常务
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褚国城说，加大招商引资
和招才引智，推进项目落地、投产、见效，借
助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由高速向高质蜕变。

实施“店小二”工程

下好服务这盘棋

建设中的区医院西院，已投入使用的九年一
贯制实验学校以及总投资30 . 1亿元，对12个社区
3983户进行拆迁，共涉及居民11155人，拆迁面积97
万平方米，规划建设三个安置区对搬迁户进行安
置，安置区面积40 .05多公顷，建筑面积83万平方米
的合村并居项目从根本上解决了辖区群众就医、
上学、居住三大难题。

各项成就的取得，有赖于该开发区实施优
秀“店小二”争创工程，将服务这盘棋下好。引进
先进服务理念，规范综合服务大厅，完善服务流
程，实行居民事务代办和企业服务代办，强化机
关干部服务意识，激发服务的主观能动性。在服
务中提升改进服务水准质量，为群众和企业提
供更加优质的安居环境和营商环境。

“最强大脑”齐聚得益于这里对发展的诉求
和对人才的重视。依靠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留
住人才的汇智之法，形成尊才、重才、爱才、惜才
的聚才之道；借助市区人才新政这块吸金石，发
挥辖区高新技术企业优势，吸引培养“高精尖
缺”人才，为技术成果转化和才能施展提供广阔

发展空间。截至目前，先后引进培育国家及省
突出贡献人才4名，百万人才工程人才1名，千
人计划人才2名，国家万人计划人才1名，长江
学者1名，院士4名，泰山学者3名，泰山领军
人才4名。辖区企业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的高科技项目1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项
目6个，承担国家重点火炬计划项目6个，拥有
国家人事部批准设立的淄川经济开发区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及5个分站，设立院士工作站4个，国
家级研发机构4家。

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

各项事业长足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淄川经开区实
施铁腕治污，进行生态修复。实现“两断四清”
156家，提升改造282家，搬迁入园2家；孝妇河、
范阳河、七星河三河清淤治理，张相湖、苏相湖
相继建成，让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相得益彰。

在环保政策的引导下，企业攻克难题，将工
业废物变废为宝。金城生物通过多年研究,探索
出“二级干燥”循环利用综合工艺,建成固废综
合利用工程。对生物发酵产生的伴生品发酵菌
渣,通过“二级干燥”循环利用综合工艺,将其制

成生产动物饲料的优质原料，每年可为企业实
现1000余万元的销售收入。建成后的张相湖湿
地公园每年能吸引数百只白鹭和各类鸟类在此
栖息觅食，生态更富多样性，也成为周边市民休
闲、纳凉的绝佳之地。

按照两“精准”一“覆盖”的扶贫要求，扶真
贫、真扶贫，最终实现真脱贫。百名党员干部结
对帮扶、医疗救助、慈善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制
度兜底脱贫、金融扶贫，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
人参与扶贫，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帮扶建档立
卡范围内的贫困户脱贫。

“肉牛寄养”三方互惠共赢的“富民农户贷”
金融扶贫模式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看到了脱贫
致富的希望。通过“富民农户贷”贷款，购买牛犊
后交由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代养，合作社承担
动物疫情、市场行情波动带来的全部风险，贷款
利息由政府全额补贴，代养期间每年还能收到
合作社的固定保底收益，肉牛出栏后合作社扣
除代养费用后卖牛所得收益全部交予贫困户。
截至今年9月底，辖区486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全
部实现脱贫。

淄川经开区用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奋斗
精神，用行动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三大
目标、八大工程”总体规划，为争创国家级经济
技术开发区奋斗。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郗文娇 高鹏

提起“渭头河大瓮——— 掴货”这句歇后语，
估计淄川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句话形象展示了
渭头河大瓮的制作要经过手工拍打上千次才能
成型的过程，由此引申出来一个人犯了错，要挨
揍、有修正，才能慢慢成才成器。

想感受一下渭头河大瓮的魅力，可以来大
缸博物馆。

渭头河大缸博物馆，坐落在山东省淄博市
淄川区龙泉镇渭头河村。2017年，渭头河大缸博
物馆列入全国博物馆名录。

博物馆所在的地方是淄川的母亲河——— 般
河的发源地。清代中叶，淄川的陶瓷生产业逐
渐集中到渭头河一带，成为淄博地区陶瓷生产
的中心。博物馆周围是兴盛于明清之际的渭头
河窑旧址，明清时期完整的两座馒头窑奇迹般
的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是我国北方近现代保
存完整的仅存的遗址。

渭头河大缸博物馆馆长司维利介绍，渭头
河一带自宋、金便有制陶业。明清时期，渭头河
大黑碗、大红碗在陶瓷集散地就享有盛名。民国
早年，这里的产品开始以大瓮为主，并逐渐成为
了风靡北方地区的名牌产品。渭头河大瓮品种
多样，底厚壁薄，坚硬敦实，不渗水，经久耐用，
行销中国整个北方地区，长盛不衰。其生产一直
使用延续了上千年的原始制作工艺，直至上世
纪60年代，牛拉碾、人採泥、手拉坯、泥条盘筑成
型、手工剟修、窝窝头窑烧成等生产工艺仍在沿
用。

2012年，渭头河古窑址的发现带给文物界
极大震撼。窑址内大型石碾、沉浮池、晾泥池、制
作间、馒头窑等古迹完整展现了古人陶瓷制作
工艺流程，成为山东地区唯一一处工艺流程清
晰、保存完好的古代窑址，全国罕见。在古窑址
附近，司维利通过四处收集渭头河窑出来的产
品及各类大缸，精心准备，建立渭头河大缸博物
馆。

博物馆以“中国大缸发源地、中国园林陶瓷
发源地、中国工业陶瓷发源地”三大板块为轴
线，以大缸为主，突出园林陶瓷、工业陶瓷、日用
陶瓷。全面阐述了渭头河窑业的发展变迁和民

族传统工业的有序传承，展示渭头河民窑文化
的特征风貌。博物馆内共有300多个品种，涵盖
元、明、清等年代文物。

走进渭头河大缸博物馆，门口的台阶旁，四
四方方的玻璃将历史久远的井口罩了起来，井
下的阴凉让玻璃上缀满了水珠，“圆圆水泡连升
上,好似珍珠满井中”。司维利馆长把这里取名
为“珍珠满井”。任谁走到这片玻璃前，都会停下
脚步仔细观赏一番。

一楼的大厅里，一方一圆两个大缸在门口
迎客。高1 . 08米的圆形大缸为工业用耐酸缸，方
形大缸是耐酸槽。这两个大件都是上个世纪50
年代的工业用瓷，硫酸腐蚀掉了大缸表层的部
分釉料，颜色斑驳。

走进馆内，记载渭头河陶瓷历史的图片与

几千件古陶瓷，尤其是“掴货”——— 渭头河大瓮
系列，让你大饱眼福。

展厅中，最大的大缸直径为800公分，历史
最悠久的则是清初的窑角大缸，距今已有400多
年的历史。岁月没有影响大缸的使用，足以看出
渭头河大缸的生产技术之先进。渭头河大缸的
产生和发展是一部灿烂的陶瓷文明史，它的成
功既得益于成熟的工艺、当地的青黄土原料，更
得益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大缸生产由手工拉坯
打坯发展到机器成型和滚压，成为民窑传统特
色产品，这才确立了渭头河大缸是中国陶瓷大
缸的发源地的历史地位。“像这样的大件，工艺
成型难度很大。制作出来以后，工人们大缸套小
缸，像俄罗斯套娃那样，一套缸可以套十七、八
个，以节省大缸在窑炉烧制时的空间。”司维利

介绍。
“叶轮竟然可以是陶瓷做的？”在工业陶瓷

展示区，一个复杂的部件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在
这里，看到了工业用的粉碎器、陶瓷泵，还有陶
瓷叶轮、过滤器等等，全部制作精良，耐酸耐碱
耐腐蚀。“这都是标准件，在机器上可以和其他
部位吻合，接着就能用的。你看，现在的泵壳子
都是铸铁的，可在上世纪50年代，因为钢铁缺
乏，这样的部件是用陶瓷制作的。”司维利当场
演示起展品的使用方式，据了解，当时这些产品
是直接代替钢铁使用的。渭头河窑的工业陶瓷
生产盛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之后，生产出了
硫酸缸、硫酸槽、泵叶轮、瓷反应釜等耐酸、耐
碱、耐腐蚀的工业用品，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
工业陶瓷发源地之一”。

在园林陶瓷展示区，可以见到一些大型陶
瓷花瓶、花盆等，也有陶瓷桌凳、陶瓷衣架等一
系列陶瓷陈设瓷种。这是在大缸制作的基础上，
逐步将产品加高生产出来的。这里曾生产出3米
高浮雕双龙陶瓷大花瓶，被誉为世界“陶瓷巨
人”。兴盛时期，大型园林陈设瓷80多个花色品
种，被轻工部列为陶瓷行业新类别，开创了园林
陶瓷的先河，成为“中国园林陶瓷的源头”。

“渭头河窑除生产大缸以外，还生产盘、碗、
盆、坛、罐、瓶、枕、盏等日用陶瓷。”司维利表示。
在日用陶瓷展示区，电视机架、盘架、儿童座椅
等等全部为陶瓷制作，还有陶瓷套五盆、镂空瓷
枕、陶瓷灯盏、用来蒸馒头用的陶瓷篦子、醋瓶、
赶马车专用的水壶等等，制作精细、用途广泛，
可以说这个区域的展品满足了人们生活起居的
需要。展橱还专门设置区域展示暖水袋的前
身——— 暖婆，这样的取暖用具曾经温暖了多少
人的冬夜，后来逐渐被塑料暖水袋代替。

想象一下，当你一睁开眼睛，电视机柜、脸
盆架子、脸盆、衣架、桌椅等生活用品，全部变成
了光滑的瓷制用品，应该是很奇妙的感受。

随着金属、塑料等新材料应用的普及与发
展，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以

“渭头河大瓮”为代表的渭头河瓷器慢慢退出寻
常百姓家。幸好，有这样一个大缸博物馆，诉说
着渭头河大瓮曾经的辉煌历史，可以让人大饱
眼福、大开眼界。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11日，淄博市无偿献血工作

再传捷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和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联合颁布的表
彰决定，淄博市被授予2016-2017年度“全国无偿
献血先进市”荣誉称号，这也是淄博市连续十一次
获此殊荣。

多年来，淄博市各级党委、政府对无偿献血工
作高度重视，将其作为保护群众健康、提高公民素
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来抓，有力地推动了
无偿献血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先后建立了400多
人的稀有血型队伍、500多人的机采血源队伍和2万
多人的固定献血者队伍，形成了“以街头自愿无偿
献血为主，团体献血为保障，应急献血队伍为应急
补充”的无偿献血新模式，确保了全市的临床血液
供应，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此次表彰中，除淄博市再次获得“全国无偿献
血先进市”外，山东轻工职业学院还被授予了“全
国无偿献血促进奖单位奖”，于亦福等3134人荣获
2016-2017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石新建
等35人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志愿服务奖”。

淄博连续十一次获

“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任纪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7日，博山区委党校正式通

过ISO9001和ISO10015双体系认证。在该校教职工的
共同努力下，经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SAC)授权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
一年多的严格审定，该校基层党员教育培训服务一
举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0015培训管理
体系认证评审程序。这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所获得国
家“双体系”认证的基层党校，在全国范围内树立
了博山模式的基层党员教育培训品牌标杆。

目前，全区已规范建立镇级党校10个，系统、
行业区委党校分校12个，村（社区）教学点151
个。四年来累计培训960多期，共培训党员15万多
人次。持续加强对全区基层党员的普遍性教育培
训，实现了党员教育培训全覆盖。

博山区委党校

获国家“双体系”认证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唐沂青 许梅冬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14日，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

309国道附近，警灯闪烁、车队列行，在省戒毒局
的现场指挥及300余名干警、20余辆警用车辆监护
保障下，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组织近千名戒毒人员
分批迁移，顺利完成新所区搬迁任务。

作为全省首家强制隔离戒毒所，鲁中强制隔离
戒毒所自2009年6月挂牌以来，累计收治戒毒人员
占全省半数以上。近年来，禁毒戒毒形势严峻，鲁中
戒毒所原有场所设施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收治能
力已无法满足需求。为此，省政府、省政法委计划
通过几年的时间，对全省戒毒场所进行升级改造。

鲁中戒毒所场所新区地处淄博市周村区王村
镇，场所占地面积260亩，建筑面积7 . 6万余平方米，
含病室用房、教育用房、医技用房、生活保障用房、行
政管理用房等，并配套建设室外康复劳动场地。

建成后的新所区设置了戒毒医疗、教育矫正、
心理矫治、康复训练、诊断评估五大中心，并按照
山东省戒毒局的统一部署，增设了营养膳食和技能
培训两个中心。新场所建设是鲁中戒毒所立足全
省、争创全国一流戒毒所的标杆项目，对推动全省
戒毒场所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

顺利实现场所搬迁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诸嘉蔷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14日，记者从博山区城东街

道办事处获悉，今年城东街道便民服务大厅树立
“以人为本”服务理念，创新管理服务模式，推动
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搭建信息服务“网格体”。大厅在18个社区搭
建了二级便民服务网络体系，各社区建立便民服务
点，每个服务点设有一名业务服务代办员，可在社
区进行网上业务传输办理，畅通了“多元化”办事
渠道。建设信息管理“指挥室”。以物联网技术为
支撑，通过可视化视频监控、实时数据分析、实名
制人口信息采集等手段，将便民服务大厅的智慧党
建、城市管理、廉政建设等十个子系统整合为一
体，建设了“十位一体”智慧街道综合管理平台。

城东街道多元化服务

提升“民生温度”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刚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2月11日，记者从淄博市工商局

获悉，2018年11月份淄博市工商（市场监管）系统
共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咨询1652件，为消费者
挽回经济损失金额59 . 21万元。

据了解，淄博市工商（市场监管）系统本月共
受理消费者投诉1316件。其中，商品类投诉953
件，服务类投诉363件。商品类投诉位居前三位的
依次为：日用百货类、交通工具类、家用电器类。
服务类投诉位居前三位的依次为：居民服务类、文
化娱乐服务类、餐饮服务类。

综合投诉的内容来看，售后服务、质量和合同
是消费者投诉的焦点问题，三项共计913件，占投
诉总量的69 . 38%。其中，售后服务方面投诉379
件，占投诉总量的28 . 8%；质量方面投诉287件，占
投诉总量的21 . 81%；合同方面投诉247件，占投诉
总量的18 . 77%。

淄博11月

受理投诉举报等1652件

淄川经济开发区：

“店小二”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淄川“渭头河大缸博物馆”被列入全国博物馆名录

大缸无言续新生

开拓进取的创新思维、
坚忍不拔的奋斗意志、勇立
潮头的进取精神、自信共赢
的发展意识，造就了淄川经
济开发区在百舸争流中砥砺
发 展 、 蒸 蒸 日 上 的 时 代 篇
章，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精彩
瞬间和发展成果，孕育出一
批又一批创新创业的实践先
行者和时代弄潮儿。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刘元忠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老王，先教教俺剪果树

吧！”“老王，果树枝头主干枝怎么留？”
初冬时节，果农护理果树毫不松懈，沂源县
张家坡镇东流泉村的王存刚一走进果园就被
村民围了起来。像王存刚这样，拥有实用技
术的“土专家”成了抢手的“香饽饽”。

今年50岁的王存刚种植果树已有20多
年，现任沂源县果树技术协会会长、沂源县
三才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近年来，面对
果树老化、果园郁闭等困扰果业发展的难
题，他总结种植管理经验，潜心钻研，发明
了“苹果园无冬剪管理技术”，并获得了国
家发明专利，“红富士苹果高产高效树形－
－垂柳式整枝技术示范推广”获淄博市农业
丰收奖和沂源县技术创新奖。

有了专利技术，王存刚就想推广出去。
他壮志满满，但推广中遇到了难题。原来，
很多人对苹果“无冬剪技术”抱有怀疑态
度，依然墨守成规，放不下“老技术”。尽
管王存刚建立示范园，免费教授技术，仍然

受到了很多质疑。他说，头两年真的是难，
只能咬牙坚持下来，不能让心血白费。十年
的坚持，让果农看到了实打实的效益。

经过改造的果园，苹果亩产量将达到
4000公斤以上，比整改前提高20％以上，优质
果率达到85％以上，提高了20％，减少果园
用工25％以上，减少农药用量30％以上，节
本增效15％以上，平均每亩实现净增收1200元
以上。王存刚的技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
可，现在，果农们纷纷上门，要求王存刚和
他的技术团队到自家果园帮忙修理果树。目
前，他的专利技术在全县9个镇办得到推广，
约4000户8万亩果园受益。王存刚也因此获得
了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 全国农业技术推
广贡献奖。

2009年，王存刚注册成立沂源县三才果
品专业合作社，这是一家集生产、加工、贮
藏、销售、服务为一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王存刚同志作为沂源县三才果品专业合
作社的带头人，带领201名社员推广果树先进
技术，开展老果园郁闭改造，推进苹果标准
化生产。

淄博市扶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王存刚
也积极参与。三才合作社采取“基地＋农
户”的生产组织形式，与140户贫困户签订合
同，实行统一培训、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生
资供应、统一品牌认证、统一组织生产销
售，免费为贫困户提供化肥等生产资料，优
先高于市场价收购贫困户的苹果，并为贫困
果农提供市场行情和出口销售信息，为客商
牵线搭桥，组织货源，提供产、供、销一条
龙服务，户均增收2700元，得到了贫困户的
一致好评。截至2016年底，三才合作社所帮
扶的140户贫困户已经全部脱贫。

在积极推广专利技术，帮扶贫困果农的
同时，王存刚也积极参与残疾人帮扶事业。
近年来，三才合作社主动与残疾人结成帮扶
对子。截至目前，共吸收张家坡镇内36户残
疾户入社，实施果园托管，为其免费提供技
术指导，直接带动36户残疾人脱贫，间接带
动农户1000多户，入社农户年户均增收3000余
元。2016年10月，沂源县三才果品专业合作社
成为淄博市残疾人联合会授牌的淄博市残疾
人就业扶贫基地。

“土专家”成脱贫致富领路人

□闫盛霆 报道
市民在渭头河大缸博物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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