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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吴宝书 纪伟

4月18日，在日照市北开发区白鹭湾科技
金融小镇建设现场，一栋栋崭新的办公楼拔地
而起，待建筑工人完成最后的装修工作，将有
大批金融企业进驻办公。这是国内首个科技金
融小镇，成立不到两年，就完成注册市场主体
1200余家，实现税收3 . 7亿元。依托这个基金产
业新业态，日照市正将这里打造成区域财富管
理中心和金融创新“硅谷”，助力产业转型升
级和新旧动能转换。

去年以来，为了改变钢铁产业在经济结构
中“一骑绝尘”的现状，日照市聚焦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在《日照市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中，提出了新旧动
能转换“十大专项”，促进产业智慧化、智慧

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实现传统
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扩规模、跨界融合提潜
能、品牌高端提价值，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
体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除了钢铁、汽车等日照市的传统产业
之外，规划中还提出了(石臼湾)中央活力区建
设、幸福产业、现代海洋产业等，并且每个专
项都明确一个专班跟进推进。目前，该规划已
实施了一年时间，日照市新旧动能转换全面起
势，一大批像白鹭湾科技金融小镇这样的新业
态成为日照市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去年，日照市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
7 . 3%，提前两年实现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3%，增幅居全省
第1位。另外，15个省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

全部开工，完成投资25亿元；服务业对经济增
长贡献率达到50 . 7%；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速达到12%；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都取得了实质性
突破。

为了继续践行新旧动能转换的“施工
图”，推动日照市产业结构从“一骑绝尘”向
“群帆竞发”转变。今年一季度，日照市在我
省率先创新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计划指标和监
测评价体系。该体系具体包括两个层面，一个
层面是“综合质量效益、新发展理念、群众主
观感受”三合一的计划指标体系，共设置了41
项指标，其中包括海洋产业占比、旅游产业占
比等能够反映日照发展特色的一些指标。另一
个层面是日照市和各区县、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动态监测评价体系，围绕经济发展、城乡发

展、开放创新、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和人民生
活“六个高质量”，设置了约76项指标，实行
常态化的监测评价。考虑到各个区县、园区的
条件和发展情况不同，在共性指标之外，还设
置了一些差异化指标，客观、准确地反映区
县、园区高质量发展实际情况。

今年，在推进好“十大专项”的基础上，
日照市又着手研究生物医药、现代物流等产业
的推进措施，将产业结构多元支撑的格局继续
扩大，实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今年一季度，
日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6 . 05亿元，同比增长
10 . 1%，高于全省5 . 7个百分点、居全省第4位。
其中，税收收入39 . 12亿元，同比增长8 . 1%，税
收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85%，高于全
省11 . 6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财政收入实现
首季“开门好”。

“十大专项”新产业全面推进，日照产业结构———

从“一骑绝尘”迈向“群帆竞发”

□ 本 报 记 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刘 燕

创新的力量有多大？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大背景下，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通过
业务创新，给众多亟需资金支持的企业带来实
实在在的惊喜，切实解决了他们融资难融资贵
的问题。

电子仓单质押：到港货物“落地生金”

在日照大商中心商贸事业部，物流总监周
丽君向记者介绍了刚上线的非标准电子仓单线
上融资业务。

“货物到达日照港后，企业可以将货物放
入日照大商中心指定的交收库，注册成非标准
电子仓单。仓单货物由日照大商中心负责监
管，一货一码，既可用于平台交易、实物交
收，也可办理质押融资等业务，让到港货物
‘落地生金’。”周丽君说。

传统的大宗商品流通交易，受制于信息不
对称，容易出现重复质押、虚假质押等情况，
干扰了正常的市场秩序，也因此产生了融资风
险。金融机构在应对贸易企业的融资需求时，
往往慎之又慎。贸易企业则面临资金周转慢、
融资成本高的难题。

非标准电子仓单是指客户在平台认证的仓
储机构(监管服务商)存入符合要求的货物，按
照平台规则进行入库、质检、认证等操作，注
册生成的电子仓单。仓单具有一货一码的专属
性和平台排他性。将其用于质押融资，可以有
效解除金融机构的后顾之忧。

“贸易企业固定资产少、商品价格受市场
影响大，外部融资能力较弱。电子仓单质押融

资业务的推出，让堆存在港口的货物快速变
现，解了我们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日照长
金贸易有限公司财务经理闫中华说。

日照长金贸易有限公司是该项业务的首家
受益企业。去年11月21日，该公司对刚刚采购
到港的6999 . 59吨的石油焦提出电子仓单注册申
请；日照大商中心审核通过后签发，并通过港
口货物融资监管信息平台将货物进行全程实时
监管；长金贸易将电子仓单质押背书给银行用
于质押融资，获得授信560万元。

后续，长金公司分批次还款赎货，日照大
商中心通过融资货物监管信息平台，线上接收
银行的解冻指令，对货物进行解押出库，整个
业务流程高效、便捷。

“非标准电子仓单质押融资模式在减少传
统模式的交易环节的同时，提升了融资的安全
性、合规性和时效性，能够有效防范贸易融资
风险。还节约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目前企业在
我们平台上融资，比企业从外部融资便宜2个
百分点。”日照大商中心总经理冯益朋介绍。

今年以来，日照大商中心已为企业办理非
标准电子仓单质押融资业务24笔。

四方融资模式：缓解企业资金不足

为进一步解决金融机构“输血不足”，缓
解贸易企业发展“缺血”的困境，日照大商中
心按照“以交易为核心，电子商务、供应链金
融及衍生业务、风险管理融合发展”的模式，
打造大宗商品智慧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为港
口和产业客户提供大宗商品交易结算、金融及
衍生业务、现代物流、风险管理、信用保险、
资讯等综合增值服务。

联合日照银行，日照大商中心创新推出了
“银行+港口装卸公司+大商中心+客户”四方
合作融资模式，涵盖现货卖方质押融资、现货
买方预付款融资、未来货权质押融资、厂区物
联网监管融资等方式。

焦炭是日照港接卸的主力货种之一，青海
庆华矿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三大独立
焦炭生产企业，日照大商中心联合日照港股份
三公司与该公司达成合作，将仓库前移，公司
生产的焦炭通过铁路运输直接运到日照港进行
堆存，利用港口的现代物流网络发往全国各地
或出口海外。

“这就像以前买家自行前往生产厂家买
货，转变为到批发市场购货并集中配送，货物
周转更加快速便捷。”日照大商中心商贸事业
部经理付强说,“同时，大商中心对货物进行监
管，还能根据货值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把仓库前移到日照港不仅提高了货物的
周转效率，加快了资金回笼，而且通过货物融
资，确保了再生产的顺利开展。”青海庆华矿
冶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小兵说。

供应链金融服务：解决货物变现难

基于平台的跨界资源聚合功能，日照大商
中心集聚商贸、金融、物流服务商，助力港口
从传统的装卸运输型向物流商贸型转变。通过
提供智慧供应链管理服务，实现线上挂牌交
易、线下实物交收和质押融资同步进行，提高
货物金融属性和商贸流通效率。

同时，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质押货物实
时价格跟踪、市场分析报告，及时、真实、有
预见性地反映质押物价值变化情况；利用平台
的资源为金融机构提供货物处置服务，解决了
大宗商品质押变现难的问题。

由于贸易企业数量大、货种多，日照大商
中心还为客户提供个性化融资解决方案。

中海外能源科技山东有限公司过去采购上
游原油后，将货物存放于日照港，资金周转缓
慢。日照大商中心为其设计了厂区物联网监管
融资方案，利用物联网手段对企业厂库进行改
造，将仓储区域由港区转移到厂区，既有效利
用厂区已有仓储资源，降低仓储费用，又确保
货物风险可控，获得了金融机构的认可和信
任，该原油监管项目获得日照银行授信6亿
元。

“将来随着平台功能的完善和知名度的提
升，平台的资源整合和资金集聚所形成的‘洼
地效应’将成倍放大，服务中小企业、促进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将更加凸显。”日照
大商中心董事长张亮表示。

搭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有效管控融资风险 优化商贸金融生态环境

大宗商品贸易融资难题有新解
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是我省首批、日照市唯一一家“省级服务业创新

中心”。运营近5年来，通过搭建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推出电子仓单质押
融资、未来货权融资、现货监管融资、产成品物联网融资等模式，为金融机
构和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大宗商品融资风险管理手段，优化了区域商贸金融生
态环境。截至目前，平台注册会员企业超1000家，累计为实体企业融资超
300亿元。

□ 本 报 记 者 纪 伟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王祝君

“发酵罐内每培养一批产品就要消耗掉7
吨蒸汽，过去我们尝试用小锅炉或天然气制造
蒸汽，但存在环保不达标、成本高、供汽不稳
等问题，效果都不理想。”4月19日，说起公
司先前的供汽方式，日照开发区元泰生物董事
长高祥友颇显无奈。

去年5月份，了解到企业的难处后，日照
开发区会同园区企业投资2 . 5亿元建成了众力
热电项目，年可为企业供汽122 . 4万吨，日节省
成本可达10余万元。众力热电运营不足一年，
又吸引了另外9个项目入园发展。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项目支撑；高
质量项目招引建设，离不开一流的营商环境。
市场经济是典型的“候鸟经济”。哪里营商环
境好，资金就往哪里流，项目就在哪里落。想
企业家所想，急项目方所急。致力于建设“干
部作风最好、办事效率最高、营商环境最优”
的城市，近年来，日照开发区始终把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作为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基础性工
程，不断强化“店小二”意识，推行保姆式服
务，打造企业发展硬支撑、做优项目服务软环
境，为企业项目茁壮成长提供阳光雨露。

2月20日，日照开发区今年总投资31 . 39亿
元的48项重点城建工程集中开工。该区对标园
区3 . 0，围绕生物医药产业园、长城汽车配套
产业园、日照奎山体育综合体等区域，将突出
以园区为重点的道路互通互联、以公园绿地为
重点的绿化扩面提质、以排水供电供气为重点
的设施配套等工程，提升园区承载力，为企业
做大做强提供坚实基础保障。

企业转型升级，平台载体的孵化作用不容
小觑。当前，该区正加快推进智能制造产业

园、双创大街、双创大厦、军民融合产业园等
一批重大创新创业平台建设，申建高端孵化器
及众创空间。目前，日照综合保税区一期需验
收的道路及综合管线、围网、卡口等，已完成
整体工程量的80%，7月底前封关运营，园区企
业“家门口”就能迈向国际化。

如同鸟之两翼，打造硬支撑只有与优化软
环境同频共振，才能让营商环境振翅高飞。在
这里，一个项目的签约从不意味着招引单位使
命的终结。“我们实行‘招推一体’，招引单
位不光要把项目引来，还要协调推进立项、规

划、竣工验收等环节，一竿子插到底，服务到
位。”该区招商部门负责人介绍，日照开发区
还实施专人代办，由项目环节涉及部门明确代
办专员，一线协调解决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全
过程跟踪靠上、无缝隙对接服务。

深化“一次办好”改革，日照开发区实施
项目延时服务、预约登记，将事项所需材料提
前一次性告知区内推进责任人，确保一次办
结；推进容缺受理、多评合一、“互联网+政
务服务”，行政许可事项基本实现网上办理；
投资2 . 5亿元建设的政务服务中心5月份投入使

用……一项项务实之举让改革红利充分释放。
以项目审批为例，该区成立联席会，从立

项、用地、环保、开工许可等5个模块，集中
业务科室一次性进行对接。目前，全区已有42
个项目享受到这一制度的便利。

梧高凤至，花香蝶来。今年以来，总投资
11亿元的聚力焊接年产30万吨军民两用高端焊
材项目开建，产品将填补国内空白；智言科技
(日照 )研发中心落户，人工智能行业蓄势待
发；计划投资5000万元的金超智能项目签约，
电子信息产业再添“砝码”。

建设平台优化配套，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日照开发区———

实行“招推一体” 深化“一次办好”

□纪伟 张浩 报道
4月14日，海豚“游游”以携程集团

品牌形象代表的身份，出现在日照海洋
公园海洋剧场内，日照市民代表现场为
“游游”赠予了日照“荣誉市民”牌
匾。随后，日照市文化和旅游局与携程
集团签署了旅游宣传营销战略合作协
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品牌联合营销、
旅游产品营销、精准宣传营销、旅游活
动营销、高铁旅游宣传等方面密切合
作，促进日照旅游宣传营销全新升级。
依托携程海量数据与大数据分析处理能
力，打造跨区域、跨平台、跨终端的多
元化、立体式营销体系，策划不同点位
和不同时段的品牌推广，以大数据精准
驱动旅游各业务板块持续发展。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东港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正式开启“一枚印章管审批”的全新模式。“在
一个窗口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
可证’，从申请业务到拿到证只用了俩小时！”历家
香谷(日照)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法人高兴地说。

为持续深化“一次办好”改革，进一步优化
营商环境，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东港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将与“营业执照”相关联的30个审批事
项实行“证照一窗联办”，将原来需要申请人多
次向多个部门、多个窗口提交材料的传统办事流
程，整合为“一号申请、一套材料、一窗受理”
的工作模式，建立“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统一窗口出件”的办事流程，让申请人“进
一扇门、填一张表、坐一个窗、跑一次腿”。

东港区正式开启

“一枚印章管审批”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15日，记者从日照市交通

运输局获悉，鲁南高铁日照至曲阜段正线双线
455公里铺轨任务完成。

据悉，鲁南高铁是通往沂蒙革命老区的首条
高铁，采用分段建设模式，由日照至临沂段、临
沂至曲阜段、曲阜至菏泽段、菏泽至兰考段组
成。中铁十四局五公司承担了鲁南高铁日照至曲
阜段双线532公里的铺轨及180组道岔新铺施工任
务。铺轨的完成为该路段今年8月1日联调联试和
年底通车运营奠定了基础。鲁南高铁建成后，将
与京沪高铁、青连铁路、郑徐客专以及规划的京
九客专、京沪二通道等5条国家干线铁路实现互
联互通，将结束菏泽、临沂不通高铁的历史，为
3500万人提供出行便利。

鲁南高铁日照至曲阜段

正线铺轨完成

□记 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孙保同 胡明文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17日，记者从日照海关获
悉，日前海关总署复函同意为日照综合保税区增
设关区代码4271，该代码自4月20日起实施，用
于办理日照综合保税区的各项海关业务。

日照综合保税区于2018年5月30日经国务院
批准设立，总规划面积2 . 88平方公里，是我省第
6个综合保税区。该关区代码的设立，将为入区
企业向海关申请办理注册登记、进口自用及其设
备提前适用综保区税收政策等提供便利。

今年以来，日照海关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
促进综合保税区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先后邀请海关专家至日照综保区建设现场
进行调研指导，累计为辖区部门、企业660余人
次提供政策指导。截至目前，已有总投资30亿元
的11个重点项目确定入区发展。

日照综合保税区

取得海关关区代码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月21日，第25届省运会开幕

式主会场所在地——— 日照奎山体育中心项目正式
开工奠基。

2022年在日照举办的第25届省运会，是我省
竞技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大型综合
性体育赛事。日照奎山体育中心既是开幕式主赛
场，也将承接省运会田径比赛。该中心位于日照
经济技术开发区，规划日照之光体育场、大地之
美酒店综合体、全民健身体育公园等，计划2021
年底建成使用，打造集大型体育赛事、体育教
育、商业运营及全民健身为一体的体育综合体。

其中，日照之光体育场用地面积约170亩，
总建筑面积约11 . 8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场地专
业、技术先进、运营一体、功能多样、智能生态
为一体的大型体育场。大地之美酒店综合体用地
面积约127亩，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将打造
集住宿、餐饮、会议、会展、休闲娱乐为一体的
综合型商务酒店。

第25届省运会主会场

开工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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