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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莒县讯 莒县开动“解放思想落实
年”和“项目推进落实年”两大引擎，坚持创
新主旋律，围绕全域一盘棋的发展思路强力推
动“六个聚焦”，将各项工作引入纵深突破阶
段。

2月12日，莒县召开总结表彰暨“解放思
想落实年”“项目推进落实年”动员大会，掀
起新一轮加快高质量发展热潮，引领莒县跨越
赶超。

GDP增速8 . 5%，居全省前列，总量上升到
62位，地方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0亿元，2018年
莒县实现高质量发展。2019年，莒县设定为以
“六个聚焦”为核心的落实之年，即聚焦更新

观念、聚焦创新、聚焦“双招双引”、聚焦服
务企业、聚焦市场导向、聚焦转变作风，把解
放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上，以抓落实的成效检
验解放思想的成效，开启了新一轮解放思想和
项目建设的新热潮。

同时，莒县还牢固树立后发崛起、高质高
效、改革创新、开放包容、市场竞争、民生为
本“六种观念”，把“后发崛起”“高质高
效”作为关键之关键，敢于“跳起来摘桃
子”，坚定信心，抬高标杆，“赶超沂水、对
标青州”，实现建设经济强县的目标。

新一年，在以“创新”为中轴线的贯穿
下，莒县将广泛开展创新型园区、乡镇、社
区、企业等创建活动；突出特色、扬优成势打
造各类特色小镇；注重科技创新，深入开展

“一企一技术”创新活动；以县级机构改革为
契机，深化“1+8+10”改革体系，围绕新旧动
能转换、“双招双引”、创新发展、乡村振兴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以改革创新破解发展
难题；在项目建设、园区基础设施等领域深化
融资创新……

除此之外，莒县还紧盯“项目推进落实
年”这个引擎，确定开展集中外出招商考察、
莒商回归项目签约等活动，迅速掀起项目建设
新热潮。

今年，莒县明确把抓招商抓项目作为头号
工程，将四大园区作为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深
入开展项目建设“百日攻坚行动”，对今年确
定的总投资740亿元的百项重点工程全面实行
项目化、责任化、时间化。当好“店小二”

“急郎中”，对企业“有求必应、无事不
扰”。

为实现重点突破，莒县在振兴工业上强抓
落实，开展新一轮“园区提升专项行动”，以
绿色化工和汽车及零部件为重点谋划产业突
破，以梯次培育和壮大民营经济等手段谋求企
业突破，抓住“莒国古城”这个一号工程在新
型城镇化上谋突破，以“拥河发展”为抓手谋
求乡村振兴再突破，主动融入“高铁时代”，
加快打造“三山两河一城一区”龙头，在文化
旅游上谋求突破……

把解放思想落实到民生为本上，莒县正以
时不我待的革新精神、脚踏实地的落实精神，
向建设现代化中等城市、实现后发崛起发起冲
刺。

开动“解放思想落实年”“项目推进落实年”引擎

莒县创新拉动后发崛起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春节后，记者得知，日照市级综合
办公大楼旁的无名路以“向海”命名，
令人耳目一新。此前，曾有人提议将这
条紧挨着政府大楼的小路命名为“府安
路”。

市民政局在与相关单位认真调研论
证的基础上，提出了18条城区道路命名更
名方案，并发布“道路命名更名方案公
示”，2月3日公示期结束。在此次更名方
案中，日照市级综合办公大楼两侧的南
北向小路被命名为“向海东路”和“向
海西路”，“依据”一栏标注：体现日
照海滨城市和发展向海经济的特点。

选择与“海”有关的路名，不以

“府”字打头，既因后者“衙门气”太
重，更因日照今后不仅将“多讲海洋、
大讲海洋”，而且要“关心海洋、经略
海洋”。在一个多月前的日照市两会期
间，日照市委书记齐家滨曾这样表示。

因港立市、因海而兴，海洋无疑是
海滨城市日照最大的特色。有着“蓝
天、碧海、金沙滩”名片的日照，拥有
168公里的黄金海岸线、64公里优质沙
滩，以及6000平方公里海域，入选了全
国首批国家级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获
批国家海洋经济示范区。

但是，当地决策者也很清楚，日照
对海洋的认识及利用还处于初级阶段，
海洋生产总值仅占GDP比重的28 . 5%，多
数和海洋有关的产业还停留在临港方

面，总体规模偏小、海洋传统产业比重
过大、海洋科技支撑能力较弱等短板问
题仍然突出存在。

“经略海洋”这篇大文章，该如何
做足做深？站在建市三十周年的新起
点，日照传递出更强烈的向海发展信
号。在日照市两会期间，日照市市长李
永红代表市政府所作《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将“五城同创”擦亮城市品
牌，其中之一就是打造“蓝色之城”。
今后一段时期，日照将以建设国家海洋
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契机，增强经略海洋
意识，坚持科学用海，做强港口物流，
壮大海洋产业，突破湾区经济，推动
“港产城海”融合发展，让海洋真正成
为日照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高地。

一条道路命名背后的考量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杜辉升
本报通讯员 王惠婷

日照机场通航至今三年有余，规模不大，
但在通用航空领域名气不小，国内26家飞行培
训学校中有4家进驻日照机场，其中包括国内
最大的民营飞行培训机构之一青岛九天国际飞
行学院。2018年9月，九天国际飞行学院更是将
主基地迁至日照机场。

2018年，日照机场旅客吞吐量超过90万人
次，提前7年完成规划设计目标。在保证运输
航空快速发展的同时，日照机场引入通用航空
飞行培训机构，现有各类培训飞机34架，飞行
学员几百人。2018年，日照机场总起降量近8万
架次，飞行小时数超过1 . 8万小时，其中约90%
的起降量都是各飞行培训机构完成的。这为该
机场带来了过千万元的训练营业收入，也使得
日照机场一跃成为华东地区通航飞行量最大的

运输机场。
小机场招引来大航校，实现了高质量的跨

越式发展，这得益于日照机场在规划之初就确
定的发展战略——— 支线运输与通用航空“两翼
齐飞”。

“对于人口与经济总量不占优势的日照市
来说，仅仅依靠航线开发与客货运输实现突破
发展远远不够。因此，我们在运营之初就决定
另辟蹊径，瞄准通用航空产业这片‘蓝海’，
实现错位发展，弯道超越。”日照机场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嘉洲说。

2013年，日照市在新建日照机场的《总体
规划》中，预留了通用航空及产业发展的空间
用地。2016年9月，在日照机场通航后不到一
年，日照市便出台了《关于支持航空产业发展
的意见》，从顶层设计入手，加强对通航产业
发展的谋划，确立了“政府推动、政策支持，
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优势互补、错位发展”

的通航发展原则。在多名航空院士、专家的帮
助下，该市论证推出了“1+N”通航发展体
系，确立了“统一规划选址、统一设计建设、
统一管制指挥、统一运营管理、统一产业布
局”的“五统一”通航管理运行体系。

日照设立了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发展专项
基金和2050万元通用航空人才专项基金，组建
了日照航空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日照空港
新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平台，规划了95平方
公里的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为解决通用机场
空域使用问题，日照机场争取了15块低空空域
的日常运行指挥权，可使用的训练飞行空域面
积达1 . 25万平方公里，是日照陆地面积的两倍
多，成为我省唯一获批通用航空空域的城市。

目前，以日照机场为中心，以涛雒、岚
山、莒县、五莲等通用机场、起降点为支撑的
运营网络已初步建立。日照锐翔通用航空有限
公司的国产电力新能源飞机，已进驻涛雒起降

点，开展通航飞行训练。岚山通航机场也将于
今年上半年完成验收、正式开航。

依托日照机场在通用航空领域的产业基
础，日照市制订了通用航空产业集群发展方
案，聚焦飞机维修、模拟机研发、飞行培训等
5大类32个项目，打造集多业态融合发展的航
空培训基地。

自2017年以来，日照机场先后洽谈推进的
航空产业项目已达40多个。2018年，总投资4 . 5
亿元的日照山太维修基地在山字河机场建成投
用，承接飞机维修、改装业务，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1 . 5亿元；日照市政府与沈阳航空航天大
学联合成立院士工作站，日照锐翔通用航空有
限公司正在执飞由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团队研发
的新能源电力飞机；日照华翼蓝天空客A320D
级模拟机研发生产项目已进入设备组装调试阶
段；低空快线(日照)公司教练机生产项目已签
订合作协议，并落户岚山通用航空产业园。

日照机场瞄准通用航空产业，提前7年完成规划设计目标

小机场深耕“蓝海”跨越发展

□ 本报记者 杜辉升 丁兆霞

作为连接我国东西部的重要煤炭资源运输通道，
晋豫鲁铁路是我国第一条按万吨重载铁路标准建设的
电气化铁路，西起山西吕梁山地区的兴县，东至日照
市，途经晋豫鲁三省13市。而总投资43亿元的海韵广
场，正是由晋豫鲁铁路通道开发公司在日照投资建设
的，建成后，将成全国知名的物贸综合体平台。

高质量平台孕育高质量项目。海韵广场就是日照
中央活力区这个高质量平台孕育的高质量项目。

去年，临海靠港的日照规划了北起张家台渔港、
南到海龙湾、西至烟台路，陆域面积约42平方公里的
中央活力区，提出以“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日照特
色”构建“拥湾向海、一核六片”的发展布局，进一
步优化城市功能空间配置，努力打造日照阳光海岸，
打造活力日照的典型示范区、现代化海滨城市形象的
重要展示区。

“拥湾向海”就是变“看海”为“用海”，做足
经略海洋文章，扩展城市发展空间。“一核”是以文
化旅游、体育会展为主的万平口核心活力片区。“六
片”即海龙湾旅游休闲、石臼所商贸商业、淄博路商
务商业、大学城科教金融、太公岛旅游度假、张家台
康体养生等六大活力片区，重点培育总部经济、商务
金融、科技创新、博览会展等八大新兴业态。在“一
核六片”基础上，细化了42个活力组团，搭建向海发
展的全新平台。

经过一年的孕育，如今自南向北，日照跨境电商
产业园用百天时间实现开园，投资50亿元的日照综合
客运站建设顺利，投资38亿元的日照科技文化中心主
体施工过半，投资7亿元的达美希尔顿酒店南车库基础
施工已完成70%，投资20亿元的万达广场顺利封顶，投
资16亿元的安泰国际广场商业项目部分开业……一批
体量大、带动强的高质量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
起。目前，日照中央活力区在建项目达到20个，总建
筑面积450万平方米。

活力区内，原有的楼宇项目也火力全开。从2014
年年底运营至2017年，日照港国贸中心一期项目仅进
驻企业18家，2017年全年税收仅3800万元。去年，为推
动国贸中心突破发展，东港区与日照港集团深度融
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大力培育以总部经济、港
口物流、大宗贸易为主导的临港特色楼宇经济体系，
成效显著。去年前10个月，中心新进驻企业35家，实
现税收1 . 85亿元。预计今年中心进驻企业数量将突破
100家，税收将超过5亿元，每平方米办公用房税收将
达到8000元。过去几乎被投资者遗忘的角落，如今呈
现“一房难求”的局面。

截至去年年底，日照中央活力区内已有国际财富
中心、日照港国贸中心等4座楼宇实现税收过亿元；新
进驻企业192家，实现税收超过11亿元。今年，推动
“一楼一特色、一楼一园区”，日照将力争中央活力
区重点城建项目完成投资25亿元以上，税收亿元楼宇
达到10座以上。

打开城市天窗 搭建向海平台
日照中央活力区全面起势，4座楼宇税收过亿元，新进驻企业192家

□刘聪霖
纪伟 报道

春节后，莒县安庄
镇扶贫大棚内的首茬西红
柿上市。据悉，该扶贫大
棚由企业负责统一管理、
联系销路，承包大棚的贫
困村民除每天50元的务工
收入外，还可分享50%的
大棚收益。

□记者 栗晟皓 实习生 刘丽萍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记者从日照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获悉，日前，日照市出台《关于进一步支
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以下简称
《若干措施》），从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各项支持
政策、以更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强
化政策落地服务保障3方面23条入手，进一步支
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将其作为2019年1号
文件印发。

据介绍，《若干措施》针对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提出强化金融扶持的具体条
款，着力优化金融生态；提出强化政府引导，集
中力量培育“专精特新”民营企业；突出以民营
企业为中心，打造企业创新发展的环境；着力畅
通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沟通渠道，优化营商环境。
结合《若干措施》的落实，日照市还将实施中小
微企业培育提升、“专精特新”培育提升、高成
长性中小企业培育提升、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培育
提升及产业集群培育提升等四个专项行动。

日照出台“一号文件”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22日，日照市总工会举行

“工创”活动启动仪式暨首届职工创新成果展。
活动旨在坚持创新落实工作主旋律，凝聚工会资
源优势，弘扬工匠精神、创新精神，提升职工创
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设立职工各类竞赛平
台，健全完善职工创新激励机制，激发广大职工
创新热情和创造活力，助力日照创建创新型城
市，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围绕“工创”活动，日照市总工会将通过开展
工匠训练营活动，搭建职工创新能力提升平台；开
展职工技能竞赛和创新竞赛，搭建职工创新实践
平台；开展职工创新评选表彰奖励活动，搭建职工
创新激励平台；举办全市职工优秀创新成果展，搭
建职工创新展示平台；开展第二届“日照工匠”评
选表彰，搭建职工创新成长平台。

“工创”活动

搭建职工创新平台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任菲 报道
2月19日，日照市消防支队组织策划了一场

消防“快闪”活动。他们还利用微信平台推出
“元宵节线上猜灯谜”活动，让市民在参与游戏
的同时，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时下正值海虹收获的季节，2月22日，日照

市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张家台渔港码头一派热闹景
象，满载海虹的渔船络绎不绝，渔民们将刚刚收
获的海虹现场采摘装袋后运往各大海鲜市场。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21日，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发布《关于2019年山东省建筑节能与绿色建筑
示范名单的公示》。日照（石臼湾）中央活力
区、巨峰镇入选绿色生态示范城区（镇）名单，
莒县杏林苑小区入选2019年度绿色智慧住区示范
项目名单，日照岚山区双创服务中心、日照泰
禾·万邦城33#住宅楼入选2019年度装配式建筑示
范工程名单。

日照中央活力区入选

省绿色生态示范城区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王素洁 报道
本报莒县讯 2月15日，记者从莒县公安局

获悉，该局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在全县范围内
开通临时身份证通办业务，实现了临时身份证业
务全县通办、立等可取。

该项举措取消了临时身份证受理的区域限
制，改变了原来群众必须回户籍地派出所申领的
工作模式。

莒县临时身份证业务

实现全县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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