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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月2日，淄博市政府办公室公布

2019年全市服务业重点项目名单，2019年淄博市服
务业重点项目157个，总投资1159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301亿元。

为扎实推动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持续增强服
务业发展后劲，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经淄
博市政府研究，确定2019年全市服务业重点项目
157个，其中新建项目84个，续建项目73个，总投
资115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01亿元。各级、各部
门将按照市委、市政府“一个目标定位、四个着力
建设、十个率先突破”的总体要求，坚持把服务业
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
积极推广应用现代项目管理方式，创新完善项目调
度机制，强化项目协调服务，加大要素保障力度，
用足用活用好各级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确
保项目有序推进、顺利实施。

2019年服务业重点项目

总投资1159亿元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李媛 张晓东 报道
本报淄博讯 经淄博市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研

究通过，近日，该市下发《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提高全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
确定:自2018年7月1日起，将淄博市城市居民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由每人每月不低于500元提高到每人每
月不低于526元。

通知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财
政资金补助力度，按现行渠道积极筹措资金，切实
做好城市低保提标增补工作，确保足额预算、按时
发放。各区县可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在此基础
上适当提高标准和补助水平。要认真做好新增城市
低保的调查摸底、审核确认工作，做到新行标准下
的应保尽保。

据了解，这是淄博市城市低保制度建制以来的
第12次提标。

淄博市第12次提高

城市低保标准

□记者 程芃芃
通讯员 陈闯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淄博市组织召开第四次经

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工作会议，进一步
明确责任、提质增效，全力确保全市经济普查正式
登记工作顺利推进。

全市经济普查正式登记工作已于2019年1月1日
开始，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结合各自工作职责分
工抓好落实，在本系统内做好普查登记告知工作，
向本部门所属单位或管理对象下发通知，要求其配
合并积极参与做好登记工作。各成员单位在做好本
单位、本系统登记的同时，要按照市经普办统一安
排，全面认真完成经济普查各项任务，确保全市第
四次经济普查工作圆满完成。

淄博第四次经济普查登记

开始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2018年12月22日，记者从淄

博市发改委了解到，由该部门牵头编制完成的
《淄博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 0 1 8 - 2 0 2 2
年）》（以下简称《规划》）日前正式印发。
《规划》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
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敲定淄博
乡村振兴“路线图”和“时间表”，将淄博乡
村发展划分七大类型分区、谋划八大乡村振兴
行动和一百个左右重点工程项目等，对淄博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总体设计和阶段谋划。
《规划》基期为2017年，规划期限为2018-2022
年，远景谋划到2050年。

在实施城乡空间优化行动方面，重点推进
2个国家级特色小城镇、6个省级特色小镇创建
工作，培育11个镇区人口超过5万人的小城
镇，培育一批人口规模3000人以上的农村新型
社区。划分全市乡村发展七大类型分区，其
中：城市组群发展区包括张店、淄川、博山、
周村、临淄、桓台、高新区、文昌湖、经开区
等城区和近郊区域，这一区域城镇化进程快，
重点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用
地范围内村庄撤村建居，大力发展都市型现代
农业，率先实现乡村振兴。

在产业振兴方面，淄博市实施产业融合提质
行动，将全市划分为北部高产高效农业区、中部
休闲观光农业区和南部生态有机农业区等三大
农业产业功能区。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大力发展
沂源红苹果、临淄蔬菜、博山猕猴桃、淄川富硒农
产品和高青五彩农业等高效特色农产品。发展生
态高效循环畜牧业，到2022年，畜禽规模化养殖比
重达到80%。大规模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到2020
年，全市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0 .4万亩。

同时，深化农业科技展翅行动，重点抓好
临淄区现代农业技术试验示范基地和桓台县精

准农业试验示范区建设。到2022年，农业科技
进步贡献率达到68%以上。培育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到2020年培育电子商务示范镇20个、电
子商务示范村100个、农业电商企业50家；到
2020年，打造12个乡村旅游集群片区、15个乡
村旅游园区和齐长城旅游体验长廊。

在人才振兴方面，淄博将实施育才留才引
才行动，全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制度，每年培育
新型职业农民5000人以上，到2022年，培育新型
职业农民3万人，培训农村从业人员15万人次以
上，5年内对市基层农技人员全部轮训一遍。

在文化振兴方面，《规划》确定，实施文
化传承兴盛行动，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深入
开展乡村文明行动，组织实施“铸魂强农”工
程，深化“四德工程”建设。到2018年底，各
区县建成一处区级公益性公墓，到2020年基本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殡葬公共服务体系，全市
85%以上的村镇达到县级及以上文明村镇创建
标准。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强
化以齐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传承创新。加强乡村
公共文化建设，到2020年实现市、区县、镇、
村四级“文化云”全覆盖。

在生态振兴方面，实施美丽乡村建设行
动，打造生态宜居新风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以垃圾、污水和村容村貌整治提升为主
攻方向，实施“百村示范千村整治”工程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开展美丽乡村示范
创建活动，集中打造在省内有一定影响力的美
丽乡村精品村40个，美丽乡村精品线路32条，
到2025年，省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建成美丽乡
村。实施生态修复与建设重大工程，推进12处
国家级和省级湿地公园建设，2020年前全面完
成全市废弃矿坑生态修复绿化任务。

到2022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8%以上，培育新型职业农民3万人———

淄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出炉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月2日，记者从淄博市安监局获

悉，从2018年12月底开始到2019年3月底，淄博市安
监局联合7部门印发《深入开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
行为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在
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专项行
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方案》要求，本次行动，安监部门要提高检
查频次，严查批发企业违反“六严禁”和零售点违
反“三严禁”行为，严格按有关规定上限处罚，直
至吊销许可证。突出交界地带、偏僻场所、废弃厂
房和出租屋等重点区域，强化集中排查、联合检查
等手段，集中开展危险化学品打非治违专项整治。
公安部门要加大路面执法检查力度，严查“三超一
疲劳”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要严格焰火晚会和大
型焰火燃放活动审批，依法严厉打击非法运输、燃
放行为。交通运输部门要严格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车
辆许可，对非法违法运输经营行为进行集中打击。
国土资源部门要严厉打击无证采矿行为，没收所采
矿产品和违法所得。住建部门要持续开展建筑市场
执法检查，凡发现非法违法施工的，一律立即停
工，通报有关部门采取断水断电强制措施，严格处
罚。工商、质监(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严厉查处无
照无证生产经营行为，狠抓非法违法企业典型案
例，强化警示和震慑。消防部门要依法执行责令
“三停”、临时查封、强制执行、罚款、拘留等措
施，从严从重处罚影响消防安全的非法行为。

淄博八部门联合

打击非法生产经营行为

□记者 马景阳 报道
本报淄博讯 1月14日，俄罗斯经典芭蕾舞

剧《天鹅湖》将惊艳亮相淄博文化中心大剧院。
届时，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将为淄博观众
奉献一道原汁原味的芭蕾艺术大餐。

新年新气象，开年迎名剧。本次“壹美之
夜”俄罗斯芭蕾舞剧《天鹅湖》大型演出活动由
中共淄博市委宣传部、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鲁中晨报社、淄博壹美整形美容医院协办。

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由俄罗斯国家级芭蕾舞
剧院功勋演员组建，吸纳众多功底过硬的明星演
员加盟，代表俄罗斯芭蕾舞团的一类艺术水平，
他们能把芭蕾舞技巧和艺术情感精巧地融合在一
起，将观众带入一个丰富多彩的芭蕾舞世界。该
团保持俄罗斯芭蕾的传统艺术风格，擅长演出古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胡桃夹子》《吉赛尔》
等。

就像中国的京剧一样，芭蕾舞可以说是俄罗
斯的国粹。百年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以舞蹈
艺术把王子和天鹅公主对自由的向往、对爱情的
执着演绎得细腻而生动，赢得了世界各国人们深
深的喜爱。《天鹅湖》自1877年在莫斯科首演以
来已有140多年历史，它不仅是百年不朽的经典
舞剧，更是音乐巨匠柴可夫斯基倾注毕生热情所
创作的交响乐传奇。

2019年新年期间，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派出
了强大的演出阵容，来淄博等中国多地进行巡
演，该团的《天鹅湖》坚守了原作的风格和剧
情，讲述了一段动人的爱情故事，把柴可夫斯基
的创作意境原汁原味地传达给观众。

俄罗斯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团

来华巡演经典舞剧

《天鹅湖》

1月14日淄博“起舞”

□ 本报记者 刘磊 马景阳

1月5日，淄博陶瓷琉璃国艺馆《己亥年》生
肖邮票发行暨非遗文创产品发布会活动现场人
头攒动。除了今年由韩美林大师设计的《己亥
年》生肖邮票外，由淄博邮政和山东齐州窑文化
创意有限公司等联合研发的“知行合一”套装摆
件文创产品同样获得市民的推崇。

“陶琉国艺馆名不虚传，每次来都有收获。
今年‘猪票’的设计是意料之中的好，具有咱淄
博特色的文创产品同样让我大开眼界，文创让
陶琉文化更具魅力，希望每年咱淄博都能结合
区域特色，推出一些优秀的文创产品。”慕名而
来的集邮爱好者刘承宇笑着对记者说。

“这次非遗文创产品的发布是借力陶琉文
化、联合陶琉企业，实现融合发展的一次创新尝
试。在产品研发中，他们将生肖文化和陶琉文化

相结合，将邮票这一国家名片与淄博地域文化
特色相融合，思路新颖、制作工艺先进，适合大
众化推广。”淄博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毕荣青介
绍。

淄博陶琉国艺馆位于淄博市文化中心西南
部，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同时，以陶琉各门类
企业纳税前三名及具备国家级大师资格为条
件，遴选43家企业及大师工作室进驻淄博陶琉
国艺馆。目前，各进驻企业及大师工作室已经完
成布展，全场大气、温馨、明亮，陶风琉韵、色彩
斑澜，俨然成为国瓷的世界、琉璃的海洋。

淄博陶琉国艺馆历时两年多建成，它为分
散的陶琉产业提供了聚合发展的空间，淄博市
委市政府提出将陶琉国艺馆打造成“中国瓷
谷”，将促进陶琉与文化、旅游、科技等相关产业
融合发展。

“华光经历了从高消耗、低附加值的规模扩

张发展，到高档陶瓷、高技术陶瓷、永磁材料‘高
质、高端、高效’内涵式发展的转变，这种转变的
精髓主要体现在‘自主创新能’的提高上，如今
更要将国艺馆这个平台用好。”淄博华光国瓷科
技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苏同强说。

除了华光陶瓷、西冶工坊等知名的企业进
驻，在陶瓷琉璃国艺馆的二楼，还有一些陶瓷
琉璃工艺大师的工作室，在这里不仅能参观到
精美的工艺品，还能体验这些工艺作品的制作
过程。

淄博陶琉国艺馆汇集了全市陶琉行业顶尖
的名企名品名家，它的正式开放，为市民以及
各地宾朋打开了一扇了解淄博陶琉文化的窗
口，必将成为呈现淄博陶琉之美的大舞台。陶
琉国艺馆将以打造“永不落幕的陶博会”为目
标，建设成为集陶琉研发、设计、展览、交易
于一体的淄博陶琉产品研发展示交易中心，让

社会各界了解陶琉行业转型发展的新面貌、新
气象，带动全市陶琉企业到2021年实现全行业
产值960亿元，推动陶琉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实
现高质量发展。

文化创意，不仅让淄博陶瓷挺起“国窑”的
胸膛，也让更多人认识淄博陶瓷。由传统陶瓷制
造产业，到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从贴牌到创牌，
淄博陶瓷正逐渐在创新中华丽变身。

“陶琉是淄博传统优势产业也是城市名
片，希望陶琉国艺馆搭建起研发平台，促进产
业新旧动能转换实现茁壮发展，打造‘中国瓷
谷’、彰显‘当代国窑’魅力。”毕荣青说，
下一步，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多
方创造条件，为淄博市陶琉产业转型发展提供
更多支持和帮助，立足国艺馆这一优秀平台，
为陶琉企业、消费者搭建起更完善的互动空
间。

《己亥年》生肖邮票+非遗文创产品在淄博陶琉国艺馆发布

文创让陶琉文化更具魅力

□ 本报通讯员 弋永杰 王家海

最近，陪伴山能淄矿集团双欣矿业公司
掘锚队干部职工，在井下连续“战斗”4年多、
创造多项掘进记录的掘锚一体机，缓缓移到
地面，将返厂大修。

“你们公司是使用这套设备最好的，让国
际友人也心服口服，感到好奇了。”掘锚一体
机售后服务技术人员孟卫斌伸出大拇指赞叹
说。2018年5月份，掘锚队在4113辅助运输顺槽
20 . 8平方米断面内，采用掘锚一体机单头进尺
达到了1458米。

据掘锚一体机经销商山特维克(中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晋生介绍，双欣矿业公司
创出的这一纪录，在国际上同类条件矿井单
月单头单进也是首屈一指。

9位来自俄罗斯的专家专程飞到中国，深入
到双欣矿业公司掘锚一体机掘进现场，探秘操
作使用经验。为了求证这一事实，这些“洋专家”
查看了现场生产，专门见证职工的操作工序，上
井后查阅了该区队的作业计划、工作原始台账，
并拍照取证。通过翻译介绍，他们针对现场紧凑
工序、严密的生产组织赞叹不已。

掘锚队用什么秘诀创出这样的高记录？
“精细管理、不断创新与务实求效，这就

是我们的绝招。”年轻而又利落的掘锚队队长
吴玉杰，一句话点出了真谛。

“我们这套掘锚一体机于2014年4月投入

使用，4年多的使用，设备的各个部位出现了
老化现象，日掘进最高进尺40米。要想高效掘
进，只有让掘描一体机安全高效运行，才能保
证有较高的进尺。”吴玉杰介绍。

为了保证掘锚一体机高效运转，他们实
施全员生产维护，把部分人专管变为全员使
用管理维护。“掘锚一体机是我们的饭碗，如
果它出故障了，那就麻烦了！”生产班长马新
民颇有感慨。虽然他的话语不多，却是实实在
在说出一个道理。他们实施掘锚一体机维修
保养制度，让每位职工有责任心爱护设备。

现场参与生产的职工既是设备的使用
者、操作者，又是设备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基
本杜绝了掘锚一体机因维护不及时出现故障
而影响正常生产的情况。同时，为深挖设备的
最大优势，他们向全员征集在提高设备运转
效率、优化工作流程等方面的建议。仅应用于
设备维修维护方面的建议就有26条，使掘锚
一体机的开机率达到了90%以上，班进尺保持
在15米左右。

如果说维护保养设备是他们实现高效的
第一绝招，那么创新是他们使出的第二手杀
手锏。

掘锚一体机最大的优势，是巷道掘进与
支护平行作业。在实践中，掘进速度一般快于
支护。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平行作业，他们在
连运一号车上又搭建了一个支护平台，增加
一支护环节开辟了第三个平行作业点，将一

次性完成锚网锚索联合支护施工工艺分为了
机前锚网支护和机后锚索支护两部分，让施
工程序更加紧凑，在支护强度同比提升25%的
前提下，每班掘进进尺提高了近3米。

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连运一号车后设计
安装了液压绞车，掘锚机、一号车不用倒车就
可实现跟机胶带的延伸，将生产准备时间由
原来50分钟缩短到30分钟，单班掘进速度能提
高1米。掘锚队不断对设备、运输系统、使用的
工器具优化改造，仅在2018年完成各类小改小
革创新项目30多项，创造价值208万元。

在发挥设备最大优势的同时，他们充分
利用内部市场化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拉
大职工的“贫富差距”，真正做到奖勤罚懒。

“区队将任务指标细化分解我们班组后，我们
发挥班组薪酬自主管理的优势，打好自己的
小算盘，按照干啥活挣啥钱量化到了个人。”
马新民谈出自己的经验。据了解，11月份马新
民所在的班组同岗位职工间最大收入差距达
到了近2000元。

“我们还对整个迎头掘进工艺进行写实，
对3个生产班组施工情况对比分析，将各个班
组好的经验做法进行总结提炼、推广应用，形
成了良好的生产秩序。”吴玉杰介绍。

2018年，双欣矿业公司掘锚队主动担当、
自我加压，最大限度发挥设备效能、人员积极
性，提高掘进水平，全年完成掘进进尺11726
米，达到了“万米综掘队”奋斗目标。

“洋专家”的疑问

□刘玲 张智博
报道

近日，淄博市张店区
科苑街道五里桥社区为
817位股民按照年龄层次
分发福利。2017年1月，
五里桥社区开始实行股份
制改革，从居民到股民，
这里的人们体验到了改革
发展带来的甜蜜滋味。

张店五里桥社区

817位股民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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