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黄海艇

9月9日，寿光市羊口化工产业园，鲁清
石化120万吨轻烃综合利用项目建设现场，
各种车辆来往穿梭，5000多名建设工人正在
紧张施工。该项目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投
产。

“该项目技术引自法国、美国、德国等
国家，进一步拉伸我们的石化产业链，真正
实现将原油‘吃干榨净’的目标。”鲁清石
化总经理王学清说。

在2000年改制之前，鲁清石化不过是一
家以生产沥青为主的防水建材乡镇企业，年
营业收入300万元，职工只有32人。改制后，
鲁清石化迎来跨越式发展，2013年入选中国
民营企业500强，2015年入选中国化工企业
500强。2018年，鲁清石化实现营业收入306 . 3
亿元，在职职工3000多人。近日，王学清获
“山东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荣誉称号。

“与大多数石油化工企业不同，他们一
般都是从‘油头’开始，我们则是从‘油
尾’开始，这主要是依靠我们对市场的准确
把握以及对新技术的坚决引进。”王学清
说。

据介绍，为引进技术，鲁清石化已经累
计支出技术转让费10亿元，每年投入科研经
费1亿元，先后引进德国巴塞尔聚烯烃公
司、美国雅宝、美国尼龙维迅、美国UOP及
法国阿克森斯等的当前国际先进技术。

鲁清石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引
进新技术、不断上新项目的新旧动能转换
史，其发展历程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2002
年，率先在国内引进气体分离设备，利用
液化气分离生产丙烯、丙烷，实现了从防
水建材向化工产业的转型；2007年，新上了
60万吨重度催化项目，通过从国外进口燃料
油生产液化气，正式转型石油化工；2011
年，新上常减压、加烃设备，开始以原油
作为原料生产燃料油，进一步分离生产聚
丙烯，成为国内民营企业中较早生产聚丙
烯的企业，公司转型高端石油化工；2018年
上马120万吨轻烃综合利用项目，进一步拉
长产业链，升级产品抢占市场。目前，鲁
清石化还在积极推进乙醇汽油一体化、铁
路物流园、年产200万吨高效煤粉等10余个
新旧动能转换升级改造项目建设。王学清
和他的团队计划利用3到5年时间，实现由资
源型向高科技型转变，建成产值过千亿元
的寿光市高端石化产业园。

潍坊市委副书记、寿光市委书记林红玉

说：“寿光深入实施‘龙头企业领航行
动’，帮助联盟、巨能、鲁清等龙头企业逐
一研究发展路径，推动企业扩张规模、跨界
发展，打造具有‘掌控力’的行业龙头。”

“在产业布局中，寿光将高端化工产业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4+4’八大产业之一重
点扶持，鲁清石化就是高端化工的龙头企
业。”寿光市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张茂海说，
为此，寿光发改局通过积极推动，鲁清石化
高端石化产业园项目顺利入选鲁北高端石化
产业基地发展规划。

除此之外，寿光市发改局先后协调多部
门单位帮助鲁清石化在2013年取得258万吨原
油进口资质，将120万吨轻烃综合利用项目
纳入到山东省2018年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
库第一批优选项目以及《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帮助鲁清石化两个
节能项目拿到国家补贴1300万元。

“目前正在积极协助企业推荐鲁清石化
研究院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张茂海说，
将企业的项目纳入国家、省级盘子，有助于
企业在土地、能评以及政策、资金等多个方
面获得优先权和扶持。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羊口镇党委副书记
王枫林常年包靠鲁清石化。“鲁清石化目前
占地7000亩，根据寿光市高端石化产业发展

规划，在羊口化工园羊临路以西还为鲁清石
化预留了3000亩土地，也就是说，为未来鲁
清石化发展到占地1万亩的石化产业园预留
了发展空间。”王枫林说。

近年来，羊口镇不断加大对企业的扶持
力度，2018年至2019年6月，共为全镇企业落
实扶持资金4 . 3亿元，其中为鲁清石化落实
税收优惠2 . 8亿元。

除了土地、财政、税收的要素支撑，潍
坊、寿光、羊口建立了针对鲁清石化的三级
干部专班专靠帮扶机制。“从配套水电暖到
帮助企业跑手续、协调拆迁以及解决职工子
女上学、家属就业、人才引进、招工、汛期
防洪等方方面面对企业展开帮扶，当好服务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店小二’。”王枫林
说。

“除贯彻落实国家、省、潍坊市一系列
政策之外，从2015年到现在，寿光市政府已
经出台了至少12项鼓励各行业发展的优惠政
策或者实施方案。”张茂海说。

林红玉表示：“高质量发展的竞争，核
心是营商环境的比拼。寿光市始终把优化营
商环境作为全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政治和
全局的高度、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推进‘环境
革命’，力求打造省内领先、全国一流的营
商环境。”

寿光以“龙头企业领航”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鲁清石化成为高端化工产业龙头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段慧 宜广 报道
本报齐河讯 9月15日8时，2019生态齐河·黄河湿地

马拉松在齐河体育公园鸣枪起跑。此次比赛由中国田协认
证，共吸引了来自国内外4000余名马拉松运动员的参与。

该赛事是齐河首次举办城市马拉松，也是齐河首届由
中国田协认定的马拉松赛事。比赛共设置半程马拉松和欢
乐健康跑两个比赛项目，两个项目均从齐河体育公园出
发，路线途经大清河风景区，参赛选手们可以从远处观赏
齐州塔及大清河的风景，感受齐河特色的大清河文化。半
程马拉松项目的路线先后经过祝阿古镇、安德湖、玉带湖
等系列齐河地标风景建筑。

此次马拉松超过60%的参赛选手来自外地，更有来自
英国、韩国、瑞典、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多个国家的外
籍选手参与，当地也积极组织群众参与到此次活动当中，
全民参与共享体育盛事。

黄河水乡齐河先后建成泉城欧乐堡梦幻世界、海洋
极地世界等国家4A级景区项目，并建成马拉松赛道、自
行车赛道，场地设施覆盖率达75%以上，组建各类体育
协会28个、健身俱乐部46家，每年举办各类体育赛事30
场次以上，“体育+旅游”路线凸显，致力于打造成为全
省境外游客集散地。如今的齐河黄河国际生态城大力实
施“旅游+”“体育+”工程，努力走出一条绿色生态发
展道路。“希望齐河能够举办更多精品体育赛事，欢迎
四面八方的朋友来齐河做客，能让齐河人民在家门口就
能欣赏参与精彩赛事。”齐河县委副书记、县长滕双兴
表示。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宋杰 李胜男

桃花节集中签约招商项目47个、人才科
技项目12个，计划总投资161 . 9亿元；1—7月
份，新引进高端创新创业人才67名，实施产
学研合作项目17个……在肥城，“双招双
引”保持强劲攻势，成效明显。

今年8月，肥城经济开发区举办项目签
约仪式，百福礼品、仁达民防、品工智能装
备等7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20 . 7亿元。

“这些项目中，既有智能装备制造项目，也有
新材料、新能源项目和出口创汇型项目，是经
开区打造改革开放先行区、产城融合示范区、
肥城南部次中心的重要支撑力量。”肥城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步文介绍。

眼下，肥城市抢抓“双招双引”机遇，
紧盯北京、济南、浙江三大重点区域，只要
是货真价实、没有水分的真项目，无论大小
都全力对接，叫响“市场你来闯，服务我来
办”的营商品牌。

“我昨天晚上刚反映了用电不方便的问
题，今天就解决了！”近日，肥城高新区博
新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荣花欣喜地说。

原来，博新新材料项目与“邻居”得尔
欣真空石项目只有一墙之隔，得尔欣院内的
三根电线杆既影响了项目施工，又使博新新
材料无电可用。张荣花当天晚上在高新区
“企业家交流群”里反映之后，项目专班工
作人员立即与他对接，第二天上午在现场拿
出方案，不到24小时问题全部解决。

“我们为今年的20个重点项目全部配备

了专班，提供全流程服务，全力推动项目快
开工、快建设、快达效。”高新区党工委副
书记、王瓜店街道党工委书记杜辉介绍说。

对项目实行这样的“店小二”服务，在
肥城各镇（街、区）已成“气候”，离不开
该市对招引项目贴心代办的大“环境”。

在肥城，实行重点项目全程代办制度，投
资1亿元以上的重点项目由市代办中心全程
代办，其他项目由镇（街）代办中心全程代办。
肥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全程为新开办企业办
理“一揽子”服务，企业仅需提供身份证等必
要件，其他均由代办员跑腿。目前，肥城代办
服务窗口已承接了40个项目的代办工作，企
业在肥城建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

正如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所说：“我们
把抓招商、上项目、聚人才作为经济工作的

‘生命线’和检验干部的‘试金石’，千方
百计打造投资兴业的优渥土壤，只要你爱上
肥城，我帮你成就梦想。”

今年以来，肥城市主要领导带队，先后
8次赴贵州、深圳、北京等地开展专题招商
活动，考察拜访祥跃航空、华为集团等30多
家企业，洽谈对接项目20多个。

各镇（街、区）、各部门转变招商理
念，创新方式，“在外肥城人才”招商、以
商招商、委托招商等多措并举，高密度、多频
次小分队外出招商，肥城招商氛围始终浓厚。
在此基础上，卡死项目“签约、开工、投产”三
个关键环节，每个环节都公开公示、接受监
督、列入考核，杜绝假项目、空项目。目前，累
计公示签约项目310个、落地207个、竣工投产
67个，公示签约项目落地率达到88%。

肥城：重点项目全程代办
在建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

齐河：城市马拉松

凸显“体育+旅游”特色

山亭：荒山

变身风光互补发电站

□李宗宪 张环泽 报道
秋日里，俯瞰位于枣庄市山亭区米山顶上的风光互补

发电站，仿佛一片绮丽的风景。
近年来，枣庄市山亭区立足当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优

势，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发电项目，使昔日的荒山
变身为风光互补发电站。目前，该区风电、光伏装机容量
达610兆瓦，年并网发电量达8 . 7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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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数

全国副省级城市领先

品牌是现代农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
志。中央一号文件连续6年要求，“大力发
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知名品牌”。

在青岛，有你不知道的平度的18个地理
标志产品；还有你不知道的以品牌价值11 . 2
亿元荣登全国茶叶区域品牌价值百强榜的崂
山茶；还有佳沃蓝莓、山后韭菜、胶州大白
菜等一批深受国内外消费者信任和青睐的知
名品牌农产品。

自2017年以来，青岛市把品牌农业作为
品牌城市的新名片，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从《青岛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实施方案》
到《青岛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
划》，政策扶持体系不断完善升级，为岛城
品牌农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同时，青岛农业

部 门 积 极 组织
品牌企业参加
各种展示展销
会，开拓国际
国内市场，增
强 社 会 影 响
力。同时积极
申报国家和省
级品牌。

目前，青岛全市涉农产品注册商标2 . 2
万多个，“三品一标”农产品1156个，著名
农业品牌1 6 6个。其中，中国驰名商标1 0
个，国家级名牌13个，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
53个，位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

实施全链条

打造全过程监管

产业是品牌农业的孵化器，品牌是产业
的带头人。如何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打造全
产业链呢？

青岛首先高标准、高水平规划建设了以
胶州大白菜、崂山茶、马家沟芹菜等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为依托的4个特色产业优势区
来培育特色品牌，种植面积突破400万亩，
真正打造成品牌建设的源头活水。其次，瞄
准优势产业链培育出生猪、奶牛、肉鸡、蛋
鸡、肉牛、肉鸭、肉兔等七大优势产业链，
逐步形成以康大、万福、九联等龙头企业为
引领为主体，贯穿种苗繁育、生产、加工、
流通等全过程、全环节的特色优势产业链和
品牌集群。

以莱西“山后韭菜”为代表的现代农业
园区培育出的农业品牌，带动周边发展果蔬
种植面积10000余亩，使其成为国家和省、
市的现代农业、休闲农庄、农业旅游、畜牧
旅游、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农村创业创新等

示范基地；还有以蓼兰镇大花生、黄岛蓝
莓、金口芹菜等为代表的优质特色农业年产
值达到176亿元；通过“双招双引”引进俄
农、瑞克斯旺、联想、浩丰、新希望等大型
企业布局新兴农业产业，花生、蓝莓、茶
叶、种业、肉牛、远洋渔业等六大高端产业
初具规模。

由此，品牌在青岛农业经济中的贡献率
已超过4 0%。截至今年3月份，青岛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已达289家，农民专业合作社
达1 . 3万家。其中，市级示范合作社247家、
省级1 2 4家、国家级1 1 9家。全市有葡萄小
镇、玫瑰小镇、蓝莓小镇、菇香小镇等特色
小镇30个，农业节会80余个，接待游客1000
多万人次，年收入140多亿元。

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品牌农产品质量稳
定、供给有效，按照“源头治理、全程控
制、标本兼治”思路，青岛市一直以来狠抓
农产品质量监管，重点在粮食、蔬菜、果茶
的化肥、农药投入限量方面制定农业地方标
准(规范)，推动标准化生产基地和标准化养
殖场建设，通过建立各级检测机构和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追溯系统保障品牌质量。

完善八大体系

形成品牌农业生态圈

随着农业品牌建设工作的展开，青岛市

品牌农产品量质齐升，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散布在青岛广袤田野上的农品品牌，已经成
为青岛兴农富农、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力
量。

然而，青岛并没有因此盲目乐观，面
对乡村振兴的大计，怎样把品牌农业这
张“牌”打得更有效果更持久，是青岛
正在考虑的事情。《青岛市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战略规划》提出， 2 0 2 0 年前初
步构建起以“双母子”品牌 ( 市级区域公
用品牌和区市产业区域品牌、市级区域
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 ) 互动的品牌体
系、科学高效的品牌运营体系、严谨细
致的品牌标准体系、严格周密的品牌监
管体系、特色鲜明的品牌产业体系、形
式多样的品牌传播体系、渠道广泛的品
牌营销体系、保障有力的品牌政策体系
等八大体系为主要内容的青岛农产品区
域公用品牌战略系统。

同时，形成以5 0个左右的产业区域品
牌和企业产品品牌为重点的“青岛农品”品
牌集群，形成青岛品牌农业生态圈，在目标
市场上形成广泛的认知度和市场影响力。按
照《青岛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战略规
划》，今后几年该市将着力实施农业品牌战
略和农品品牌提升行动，进一步叫响“绿色
品质 世界共享”的“青岛农品”区域公用
品牌，提升品牌对乡村振兴的带动力。

叫叫响响““青青岛岛农农品品””助助力力乡乡村村振振兴兴
一说起农业大省，大家都会想到山东。那说起山东的农业大市，

很多人可能都会想到临沂、潍坊，历来以工业强市闻名的青岛似乎靠
不上。实际上，青岛也是一个农业大市、农村大市，全市农村人口300

余万人，涉农区市面积占市域面积的85%。近几年，青岛市奋力发起乡
村振兴攻势，走出了一条品牌农业铺就的乡村振兴路，“青岛农品”
品牌竞争力正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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