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滕媛 报道
本报青岛讯 山东蓝天消毒科技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注于水处理产品的企业，产量位
居全国前三，公司近九成的业务都依靠出口。
今年5月，公司在网上看到了青岛创联工场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简称“创联工场”）的线上平
台，受良好的办公环境和优惠政策吸引，他们
果断将海外贸易部落地青岛市市南区。

“市南区对于外贸人才的引进非常便利，
是做外贸首选的地方。”山东蓝天消毒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杨晓冬近日接受采访时说：

“像我们这种企业，第一年的房租完全是减免
的，能大幅降低企业成本，非常有利于我们的
发展。”

作为中国孵化器50强企业，创联工场不

再仅仅满足于提供简单的办公空间，而是把
握市场“无形之手”，把重点放在积极协调各
类资源搞好服务上，依托企业资源构建资源
集聚要素，搭建生态化的智慧赋能体系。如
今，创联工场已经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人事
招聘、对接政策、税务注册等“打包式”服务。

青岛创联工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
冯希祥介绍，在招引企业方面，就是把创联工
场赋能体系的内容和市南区的营商环境，包
括市南区的一些扶持政策能够传递给这些企
业。截至今年6月，创联工场在市南区新签约
和引进的项目超过了260个。

一流的服务才能吸引一流的企业，一流
的服务效率才能留住一流的企业成果。为企
业提供精细化管理服务，让进驻企业没有了

“后顾之忧”，得以全心全意谋发展。2016年，
落户市南区的孚嘉康达曾经只是一家电子产
品代理公司，经过创联工场两年的孵化，今年
年初，公司成功发展成为一家准独角兽企业，
拥有了自己的研发产品。

青岛孚嘉康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司品玉介绍，在市南区扎根以后，公司从零
起步，如今有了拳头产品。公司刚成立时，只
有两三人，经过培育，公司人员达到30多位，
营业额也快速上涨。“其中，市南区政府在人
才配备、税务扶持等方面都给予了一些相应
的帮助。”

如今，创联工场累计进驻企业超过10000
家，成功培育出华正信息、易运输等准独角兽
项目，并与思科、奔驰、路易达孚、钉钉等30多

家世界500强和独角兽企业合作。
创联工场仅是市南区创新孵化的一个缩

影。随着生态系统越转越活，目前市南区已拥
有像创联工场这样的30多家创新孵化载体，
是全省创新孵化载体数量最多的区市之一。
在科技创新引领下，更多的瞪羚企业、独角兽
企业正在市南区这片热土上不断涌现。

市南区科技局副局长许洁先介绍，市南
区将放大平台效应，推进各类创新载体建设，
引进华夏基石，建立青岛企业总部基地，打造
中小企业成长的加速器和孵化器，围绕园区
升级，建设数字经济产业园和人工智能产业
园，培育一批具有先发优势的创新型领军企
业，推进时尚元素和科技发展深度融合的产
业升级。

青岛市市南区善用市场“无形之手”做活创新生态

创联工场成为创新孵化大平台

□本报记者 董 卿 杨秀萍
本报通讯员 蒋言芳

每天临近晌午，位于栖霞市臧家庄镇北
洛汤村村委大院内的铭恩食堂便热闹起来。
村里的老人们两人成对、三五成群，相互搀扶
着陆陆续续聚集到这里，一边聊着家常，一边
等着食堂开饭。

“今天中午咱们食堂为大家准备了五花
肉炖白菜、清拌黄瓜丝，主食有米饭、馒头和
小米粥，晚上的菜是土豆芸豆烧排骨和炒菜
花”，铭恩食堂管理员李照明笑容满面地为前
来就餐的老人们介绍着。中午11点半，食堂准
时开饭。工作人员推着餐车，把刚出锅的热馒
头和炒菜分发给前来就餐的老人们。

村子里建起集体食堂,为全村163名70岁
以上的老人和贫困户提供一日三餐，北洛汤
村的这一暖心举动赢得了全村群众的交口称

赞。
“北洛汤村共有村民476户1236人，村里大

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地工作，不能经常回家照
顾老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老人们的生活也
越来越不方便了，岁数大的甚至连饭都吃不
上，看着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我们真是又心
疼又着急”，谈起开办集体食堂的初衷，北洛
汤村党支部书记李森介绍。经过村“两委”干
部协商以及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表决同意
后，该村决定开办集体食堂，解决老人们的吃
饭难题。食堂从今年3月开始着手建设，仅用3
个多月，就打造出这处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
米、可同时容纳150人就餐的铭恩食堂，并于6
月23日投入试运营。

据介绍，铭恩食堂的所有饮食均由指定
供应商统一配送，全为绿色有机食品，保证了老
人的饮食安全。食堂内吊扇、饮水机、洗手池一
应俱全，开放式的透明厨房让老人们隔着玻璃

橱窗就能清楚地看到厨师制作菜肴的流程。
“从食堂开业那天起，我每天都来这里吃

饭，饭菜好吃，服务也好！”82岁的北洛汤村村
民李延盛满意地说。为了照顾村里行动不便
的老人，北洛汤村年轻点的村民还主动担任
志愿者，哪位老人不方便到食堂吃饭，他们就
会把热腾腾的饭菜送上门，决不让一位老人
饿肚子。“村干部为老人们想得这么周到，咱
都觉得心里很温暖，我们也想尽自己的一份
力量，为村里、为老人们作点贡献”，志愿者高
淑香坦言。

村里开办这么大的集体食堂，谁来出资
运营呢？李森介绍，铭恩食堂由山东果都现代
农业有限公司和北洛汤村泽霖果蔬合作社共
同建设，总投资60万元。该食堂的打造依托的
是“公司＋合作社＋子女＋农村医疗”的“铭
恩康养”新模式，用餐标准为每人每日15元，
其中10元由村党支部领办的泽霖果蔬合作社

承担，剩余5元由老人子女承担。
北洛汤村能够建起服务老人的集体食

堂，还得益于村集体收入的增加。北洛汤村共
有耕地面积1148亩、果园700亩、山岚2000亩，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该村得以流转集体
和群众土地共500亩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园示
范基地，使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村民变
股东，2018年村集体收入达到15万元。

除打造集体食堂外，北洛汤村还投入近30
万元打造了“智慧社区”，在全村大部分老人家
中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一键报警装置，老人如
果遇到突发情况，只需按下按钮，便立即有当值
的村志愿者到老人家中实施救助。同时，在外地
务工的老人子女只需要打开手机就能实时看到
家中老人的日常起居生活状况。该村还开通了
北洛汤村“视频专线”，村民只要打开电视，选择

“智慧社区”板块，即可实时观看村委组织召开
的会议，了解各级便民政策。

集体家底厚起来，栖霞市北洛汤村———

村办大食堂让古稀老人“食无忧”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通讯员 薛海波 韩宗瑞 报道
本报嘉祥讯 “眼前这个大屏是县重点

工程项目可视化督导平台显示屏，屏幕上显
示的县实验中学项目现在正在进行教学楼的
施工。目前项目进展顺利，今年年底可完成主
体，明年9月份能达到入学使用条件。”8月20
日，在嘉祥县督查事务中心，该中心副主任刘
纪勋指着大屏幕上的实时情况介绍，“现场
情况不仅可以在大屏幕上显示，还能发送到
手机客户端上，让项目建设进度尽在掌控之
中。”

嘉祥县利用数字化、信息化手段，设计
开发了“重点工程项目可视化督导平台”，
实现了对工程项目进展的信息化展示，台账
式、痕迹化管理。系统分电脑客户端和手机
客户端两个版本，具有领导批示、挂图作
战、直通镇街、工作动态、挂牌情况、问题
直报、视频动态、实时监控、视频督导、文
件通报等10项功能。

“通过手机客户端，工作人员可以随时查
看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各工作线、镇街也可直
接提报各项急需县委、县政府研究解决的问
题。”据刘纪勋介绍，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可
以在手机上对各项工作动态及进度进行批
示，批示后，县督查事务中心将向各责任单位
推送批示内容，限时办结，并在平台内展示批

示内容落实情况。
据了解，嘉祥县各项目建设指挥部指挥

长除到现场督导协调外，每天都会登录可视
化督导平台APP，查阅重点项目建设动态、批
示项目建设中问题解决办法、督促各有关部
门抓好落实整改。

“通过可视化督导平台，可以引导和倒
逼干部强化担当精神，提升执行效能，确保
各项措施落实落地。”嘉祥县委书记周生宏
表示。

为有效解决项目进展中的卡点堵点，嘉
祥县还实行了“镇街吹哨、部门报到”机制，推
动工作力量向镇街下沉，执法力量向一线集
聚，破解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堵点卡点难点。

“麒麟万象城项目因30余户居民的拆迁
问题停工多年，嘉祥街道通过‘镇街吹哨、部
门报到’的机制，向督查事务中心汇报后，中
心组织了县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等多个
部门集中突破这一卡点。”刘纪勋告诉记者，
工作组采取一户一策的办法，顺利与居民达
成协议，让项目得以继续施工。

自机制实施以来，嘉祥街道、金屯镇等镇
街先后“吹哨”10余次，内容主要涉及土地增
减挂钩项目、嘉北新区建设项目等，县督查事
务中心牵头组织县公安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等20多个县直部门，参与30多次活动，有效破
解了项目建设难题。

嘉祥建立重点工程项目可视化督导平台

重点工程项目一“屏”尽知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玉磊 吴华 报道
本报武城讯 8月23日，武城县郝王

庄镇萱草社区孩子们的入学礼在歌声中拉
开了帷幕，来自社区的30多名孩子，共同
接受老师和家长的祝福，并由家长牵手穿
越成长之门，让孩子们以别样的方式步入
求学殿堂。“入学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是开始识字学习、走向成才的起点。这样
的仪式能够加深孩子们的感受，激励他们
珍惜读书机会、勤奋学习。”教师王翠翠
说。

同一天，在武城县广运街道沙西村，
8名即将步入大学的学子参加了升学礼暨
“爱心助学 温暖起航”助学金发放仪
式。在观看了视频《窑洞里的读书人》和
武城宣传片后，即将步入山东中医药大学
的学子辛欣深有感触地说：“努力学习，
努力读书，感恩父母，感恩社会对我的培
养，回报人民，回报家乡，为家乡的建设
添一份自己的力量。”仪式还特别设置
“感恩父母”环节，新入学大学生向父母
亲人送上拥抱，表达他们的感谢。“我相
信这个仪式会像种子一样种在孩子心里，
生根发芽，让他成长为一名热爱祖国、热
爱家乡、热爱学习的好学生，做一名对社
会有用的人。”学生家长杜春晶说。“把
以往的升学宴变为升学礼，可以把村风民
风带起来。”沙西村党支部书记王金营
说。以多种既新颖又充满教育意义的仪
式，武城县教育和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树立学习榜样，传播文明新
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郝王庄镇党委
委员、副镇长张静说：“通过发挥新时代
文明实践分中心和实践站的作用，示范引
领传播文明新风和正气。”

从升学宴到升学礼，从人情往来的繁
琐，到新事新风的简约……在武城县，
一股新时代新风，正从入学、升学、参
军等点点滴滴的大事小情中，广泛传播
开来。“突出服务功能，在创新活动载
体上动脑筋、下功夫，让群众看得见、
听得懂、信得过、愿参与、用得上、真
点赞。”武城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宋传
虎介绍说，该县将进一步推广入学升学礼、参军礼等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让群众便于参与、乐于参与，形成
良好的社会效应。

□记者 张晓帆
通讯员 王潇 王彬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2日，青岛市李沧区垃圾分类宣教中

心全面开放，这标志着李沧区首个垃圾分类宣传教育中心
正式启用运行，成为市民学习垃圾分类的好去处。

据悉，宣教中心包括室外体验区和室内学习区。其
中，室内学习区采用了不同的颜色展板来展示垃圾分类的
现状、分类方式、分类意义等内容，展柜向市民展示可回
收物的再生利用过程以及小朋友们用废旧物制作的手工艺
品。室外体验区安装了智能垃圾分类箱，市民可以在机器
上进行投递，真正体验到垃圾分类只是举手之劳。

目前，李沧区已通过设置分类垃圾桶和分类标志牌的
方式，引导居民进行分类投放，实现覆盖居民15万户，计
划年底前实现全区居民小区垃圾分类设施基本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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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沧区启用垃圾分类

宣教中心

□李娜 报道
8月27日，利津县凤凰城街道大田村锣鼓队正在加紧

排练。据了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进一步弘扬和
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凤凰城街道围绕“文
化兴农 乡村振兴”这一主题，举办新时代文明实践民间
文艺汇演，经过层层选拔，选出舞龙、七巧灯、高跷、竹
马灯等7支文艺队伍参加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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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光社 赵德鑫 报道
嘉祥县督查事务中心副主任刘纪勋介绍嘉祥县重点工程项目可视化督导平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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