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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董 卿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李庆东

2018年10月担任烟台高新区农业农村发
展局局长兼金山湾管理处主任以来，“忙”
就成了王骞工作的关键词。“合署办公工作
效率更高，大家都是满负荷运转。”在烟台
高新区海防林自然保护区整治现场，王骞正
忙得不可开交。

将农业农村发展局与街道办事处合署办
公，以进一步减少管理层级，这是烟台市高新
区深化“大部门制”改革的一个生动注脚。

“高新区在不突破上级编制部门核定的
机构个数、编制总量和领导职数的前提下，
按照‘大部制’管理思路，整合优化相关职
能。老百姓到高新区办事，办一件事情只需

要找一个部门。”烟台高新区组织部副部
长闫明东举例说，比如高新区与民生相关
的部门，包括教育、卫生、民政、群团等，整
合组成“社会事务局”，构建“大社会管理”
体系，一心一意做好民生事业。

“大招商引资”“大经济运行”“大
开发建设”……如今，烟台高新区已形成
12个大部门，实现了一件事情由一个部门
负责，一类产业由一个部门负责，以权力
的“减法”、服务的“加法”，真正激发
市场活力的“乘法”。

为激发干部动力，烟台高新区实施档
案封存、全员聘任、合同管理的无差别人
力资源管理，实现干部人事管理由“身份
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与此同时，
打破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身份、资历辈分

界限，实行全体重新竞聘、“双向选
择”，机构正职采取个人自荐与组织选任
相结合的方式，由工委、管委聘任。其他
岗位人员在全区范围内，通过个人自荐报
名、竞争上岗确定，由各机构聘任。

28岁的陈方英刚刚考入机关事业单位
两年多，通过竞聘上岗的方式，如今，她
已是烟台高新区国际产业合作推进中心的
副主任。“我刚毕业那会儿在企业干了两
三年，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对国际合作有
所了解。现在我们主要是对接日本、韩
国、新加坡、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的国际领域合作，各个区域都有相应的支
撑项目作为招商突破点，工作进展很顺
利。”陈方英说。

烟台高新区人事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

出，实行全员绩效考核，构建考评客观、
按劳分配的薪酬管理体系，实现能者上、
平者让、庸者下。薪酬分配则主要向一线
倾斜，向关键岗位倾斜，向贡献大的人员
倾斜，对工作能力强、认真负责、效率
高、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工作人员加大奖
励，而工作能力差、不认真工作、工作效
率低的人员只能拿到岗位基本工资。

2018年11月25日，伴随着优化配置后
的工委、管委工作机构的正式挂牌，烟台
高新区新一轮体制机制改革基本完成。
“我们将以精简高效的机构设置、权责清
晰的管理体系、充满活力的人事制度、科
学客观的考评体系，瞄准创新发展、加快
发展、高质量发展目标大步迈进。”高新
区工委书记、管委主任于东说。

烟台高新区机构重组再造，实施全员聘任，让干部能上能下———

打破“铁饭碗” 激活新动能

□ 本 报 记 者 常 青
本报通讯员 丁慧聪

“太快了！时间节省了一半多！”
说这话的，是希杰（聊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负责人。作为一家以生产销售饲料添
加剂赖氨酸、食品添加剂核苷酸为主营业务
的制造型企业，他们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

“齐鲁号”欧亚班列开行后，新增了兖州
北作为班列到发站，并开行了兖州北发往波
兰中西部城市波兹南的直达班列，运期只需
17天，大幅节省了运输时间。而在过去，走海
运则需要42天左右。“这对于货主企业和客户
来说，都是重大利好！”这位负责人说。

包括希杰（聊城）生物在内的很多企业对

2018年10月31日这个日子记忆犹新。这一
天，“齐鲁号”欧亚班列从我省4地同步首
发，山东成功实现全省欧亚班列资源整合，
进入班列统一品牌、统一班次、统一平台、
统一支持、统一宣传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

“齐鲁号”欧亚班列的开行，为我省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国际物流大通道，构建
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提供了强力支撑。

实际上，自2015年起，我省青岛、潍
坊、临沂、滨州、济南等9市相继开行欧
亚班列，但由于全省缺乏统一政策引导和
支持，导致省内货源恶性竞争、向外省分
流严重。山东高速物流集团运营中心副总
经理马春波表示，全省资源整合有利于优
化运输组织，便于统一对接国内外铁路部

门或运输代理公司，争取最优线路和最低
价格，提高全省班列开行量。

据了解，“齐鲁号”开行首月累计发
运 3 7 列 ， 较 2 0 1 7 年 月 均 1 7 列 增 加 了
117 . 65%，较2018年前10个月月均29 . 9列增
加了23 . 75%，班列开行量明显增加。截至
2018年12月中旬，“齐鲁号”累计开行57
列，进出口货值总额约3 . 4亿元。

通过欧亚班列运营整合，货源筹集、运
输组织、信息服务等工作效率明显提高。目
前，“齐鲁号”可直达俄罗斯、德国、波兰、哈
萨克斯坦等9个“一带一路”国家的37个城
市。此外，“齐鲁号”统筹运营平台先后与俄
罗斯铁路物流、哈萨克斯坦铁路联运等5家
境外企业探讨全程合作事宜，与乐多可供

应链等50余家货源组织单位签约，市场开
拓力度不断加大，集约化效果逐步显现。

面向未来，“齐鲁号”欧亚班列将继
续根据市场需求，统一科学规划开发班列
线路，形成“多点连通、覆盖全省、辐射
东亚”布局。以现有线路为基础，全省稳
定开行1条经满洲里（二连浩特）出境至
德国、法国等欧洲腹地的班列，1条经西
线新疆至中亚、欧洲班列，加大对周边国
家等线路开发，尽快形成东南西北不同方
位、四通八达的“2+N”陆路物流大通道。同
时，以我省优势产品为支撑，重点服务于电
子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等高附加值领
域，服务大型知名企业，提供差异化、定制
化的供应链一体化解决方案。

成功实现全省欧亚班列资源整合，串起欧亚大陆———

“齐鲁号”班列驶向更广阔天地

敢领改革风气之先 再立开放波澜潮头
2018年，跋涉千山万水后，改革开放这艘巨轮驶入了第40个寒暑。这一年，山东重整行装再出发，深化改革、全面开放的格局加快形成，高质量发展全面起势。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限也。山东紧紧盯住改革难点、痛点、堵点集中发力，在思想深处自我革命，以制度创新激发敢闯敢干、创新创造活力，通过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为走在前列提供强大动力。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张春晓

从考察到落户，满帮集团与东营
“牵手”，仅仅用了3个月时间。
“有了这样的营商环境，哪能不成事
儿？”负责山东区域业务的满帮集团
能源事业群总经理王彬感慨地说。

满帮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车货匹
配信息平台“货车帮”，是贵州的一
家独角兽企业，2 0 1 8年7月落户东
营，成立山东满帮能源有限公司，开
展大型炼化企业供应链业务。

这家大数据明星企业为何选择东
营？王彬给出了答案：“我们感受到
了当地政府对互联网企业、新经济企
业的热情，他们愿意花时间、花精力
去理解我们的模式，对我们的发展潜
力也非常认可。”

东营炼化企业产能大，但实际开
工率在六成左右，主要是受产能过剩
影响，而产能过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缺乏终端客户。王彬告诉记者，
他们的平台，一头连着炼化企业、一
头连着加油站，而背后是“货车帮”
全国3000万卡车司机用户。这个供应
链项目能够帮助解决地炼厂供给端的
产能过剩和销售终端网络布局的不
足，将地炼的成品油产能，通过互联
网平台，直接推向终端加油站市场。

从贵阳到东营，跨越半个中国，
为了让满帮集团留下来，东营市领导
牵头，相关部门负责人短时间内与满
帮集团对接数次，从考察到选址到手
续办理再到业务对接，每个环节都展
示出营造最优营商环境的诚意。让王
彬记忆犹新的是公司办理营业执照，
在他的印象中，此前大约需要1个月
的时间才能完成，但在东营，只用了
3个工作日便完成了营业执照的办理。“‘一次办好’，
效率就是高！”王彬赞叹道。

不仅如此，东营还为山东满帮能源有限公司提供了具
体的责任人和联络人，全程跟踪服务。王彬几乎每周都会
接到东营市领导的电话，询问其业务进展是否顺利，跟炼
化企业合作情况如何、销售情况如何、有什么需求等。最
近，公司在跟东营某家龙头石化企业谈合作时遇到困难，
有关部门旋即从中协调，多次搭建双方沟通平台，促进合
作良好推进。

王彬说：“东营市各级政府就像是一座桥梁，为我们
连接起各类资源，对我们这样的民营企业来说是非常大的
鼓励。对‘双招双引’而言，政府税收等各种好的政策是
一方面，更难能可贵的是愿意跟企业一起解决问题，帮助
我们这样的创业公司成长的意识和态度。”王彬相信，落
户山东，不仅有遍地机遇，更有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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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故事统筹：张春晓

7月下旬以来，山东主要媒体派记者暗访各市政务中
心，看群众办事能不能真正“一次办好”，让不少基层干
部“红脸出汗”，变得坐不住、慢不得。动真格的媒体监
督和直接问责，源自山东新近推出的“一次办好”改革。
“一次办结，群众满意”，作为“放管服”改革升级版，
倒逼各级各部门更新观念、转变作风、提升效能

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4日一版头条

山东倒逼推进“一次办好”

国企改革已经进入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关键阶段。

经济日报选取山东省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个样本，

提炼山东国企混改的基本经验

经济日报2018年1月4日整版

国企混改山东样本探析

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朋友圈，到打造高

效透明的营商环境，从提升引资引智水平到推进体制机制

创新，山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对外

开放，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新华社济南2018年6月7日电

山东：以新视角打造
对外开放新高地

图①①：2018年9月29日，儒商大会2018在济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翘楚济济一堂，探寻合作共赢的新机会和新途径。图②②：海尔巴基斯坦鲁巴经济区冰箱生产车间。
图③③：2018年9月25日，泰安市政务服务中心新大厅正式启用，成为企业、群众办事的高频“聚集地”。（资料片）

山东首创省级欧亚班列统一运营平台

噪推荐单位：山东高速集团

济南高新区“企业化”管理政府机关 噪推荐单位：济南市

东营创新“三零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噪推荐单位：东营市

烟台开发区推行“保姆式”审批服务 噪推荐单位：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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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微山“医联体”解决百姓看病难 噪推荐单位：济宁市

泰安新泰成立全国首家县级便民服务局

噪推荐单位：泰安市

淄博探索“精细精准”基层治理模式

噪推荐单位：淄博市

7

8

10

案例详情
见新锐大众

透过10个创新案例看山东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威海扎实推进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噪推荐单位：威海市

9
青岛创新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 噪推荐单位：青岛市3

4

5

2018年，山东深化改革、全

面开放的格局加快形成，高质量

发展全面起势。

由本报发起的“精彩山东·

2018改革创新案例”征集中，优

化营商环境、机构人事改革、推

进“一次办好”、扩大对外开放

等案例扎实推进，以制度创新激

发敢闯敢干、创新创造活力。我

们选择10个改革创新案例，展示

政府宏观层面的引导支持和企业

微观层面的创新努力。
潍坊安丘“非接触性”执法破解城管执法难噪推荐单位：潍坊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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