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 责任编辑 王菁华

(0531)85193571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第258期

电话：0535-6656119 Email：dzrbytxw2016@126 .com

扫描二维
码 ，在 网 页
中打开并下
载 ，轻 松 安
装大众日报
客户端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张子良 任雪娜 报道

本报北京电 蓝鲸一号、蓝鲸二号、烟台
万华、张裕葡萄酒、玲珑轮胎、烟台苹果、烟
台大樱桃、中国最佳休闲城市……10月21日下
午，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的烟台市品牌推介
暨“品牌强市”研讨会上，一个个烟台品牌让人
们对“仙境海岸 鲜美烟台”充满无限向往。

烟台因工而兴、因工而强、因工而名，一
批品牌价值高居行业前茅，“大国重器”烟台
元素频现，高铁、核电、大飞机、海工装备凝
聚着烟台制造的力量。张裕作为唯一的中国葡
萄酒企业，连续12次登上最佳中国品牌排行
榜，连续15年进入“中国最具品牌价值500
强”，品牌价值高达222亿元。中集来福士生
产的蓝鲸一号、蓝鲸二号出征南海，让中国成
为全球领先掌握海底可燃冰试采技术的国家。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展成为全球技术
领先、产能最大、质量最好、能耗最低、最具
综合竞争力的MDI制造商。山东玲珑轮胎股份
有限公司入围“中国最有价值品牌300强”排
行榜，品牌价值居国内上榜轮胎品牌第一位。

凭借北纬37度海滨之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优
势，烟台品牌农产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烟
台苹果、莱阳梨、烟台葡萄酒、烟台大樱桃、
烟台海参、烟台鲍鱼、龙口粉丝、莱州梭子
蟹、烟台绿茶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闻名全
国。全市有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51个，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17个。其中，龙口粉丝被认定为
首批中欧“10+10”地理标志国际互认产品。葡萄
酒产量、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分别占到全国的四
成、五成和六成，全国每10瓶葡萄酒就有4瓶来
自烟台。烟台葡萄酒、烟台苹果，2019年品牌
价值分别高达876 . 66亿元、477 . 26亿元。

文旅方面，烟台创树了一批“国”字号示
范品牌，引领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张裕入选
首批“中国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葡萄酒
一、二、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成为烟台的特有
城市品牌。蓬莱阁成为全国旅游服务质量标杆
培育试点单位和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
位，“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声名远播。

品牌是企业、城市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
体现。品牌培育和推广，企业是主体，政府是
不能缺位的推动者。烟台市明确发展规划、任
务目标、推进措施、政策激励等内容，财政、
金融、标准政策共同发力，形成品牌提升“加
速器”。近三年来发放标准化资助资金2500余
万元、知识产权发展专项资金2150余万元。对
新认定的省级和国家级企业创新平台，分别给
予20万元和150万元奖励。对符合要求的国家级
技术研发机构和产业化示范基地项目，连续5
年每年给予4000万元支持。烟台市委、市政府
统筹对外宣传和城市综合营销专项资金，积极
争取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和海内外华文媒体的
支持，开展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式的城市品
牌宣传，让烟台品牌家喻户晓。

“培育烟台品牌，打造品牌烟台”是烟台
市委、市政府今后建设品牌强市的重大举措。
下一步，烟台将持续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丰富
政策供给，加大品牌推广，放大品牌效应，加
快烟台的品牌强市建设步伐，让“烟台品牌”
与“品牌烟台”竞相发力。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张雅慧 报道
本报烟台讯 近日，烟台市福山区纪委区监

委将近三年来福山区发生的相关违纪违法案例汇
编成册，警醒身边人，为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开展警示教育提供鲜活教材。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如果有，哪怕倾家
荡产，我也愿意……”“人心不足蛇吞象，牢狱
之灾不是别人强加给自己的，是自己贪欲导致自
己犯了严重错误，不能怨任何人”……《忏悔录选
编》选取该区近年来查处多个领域和重要岗位的
多起党员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典型案件，每个
案例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法纪观念等方面，揭
示了各自腐化堕落的深层次原因，令人警醒、引人
深思。旨在用身边案、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教
育引导全区党员领导干部从“警世钟”和“活教材”
中得到警醒，不断增强警示教育工作的政治性、严
肃性、针对性、实效性，推动警示教育入脑入心。

据悉，近年来该区纪委区监委机关坚持把警
示教育作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
作，不断丰富警示教育载体和形式，坚持惩前毖
后、治病救人、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教育党员干部
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0月17日，在山东港口集团烟

台港集装箱码头，伴随靠港船舶鸣笛，现场集装
箱岸桥同时起吊作业，山东港口集团烟台港、渤
海湾港、中远海运集运泛亚公司环渤海集装箱
“海上巴士”顺利开航。

借助环渤海集装箱“海上巴士”的开通，山东
港口集团烟台港将与中远海运集运泛亚公司精诚
合作，依托中远海运发达的南北干线网络及烟台
港自有内贸航线补充，通过与渤海湾内港口织点
成线、连线成网，充分发挥“陆海铁联运”“散集双
向”等多种集疏运优势，将环渤海地区的集装箱及
散货实现运输环节无缝衔接，构筑起以山东港口
为中心，涵盖环渤海、东北、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华
东华南地区的集装箱物流运输网络，为腹地客户
提供更灵活、更便捷、更经济的物流服务。

环渤海集装箱“海上巴士”通航后，不仅将带
动升级环渤海地区集装箱事业发展，为小清河复
航奠定基础，而且将打通鲁辽地区货物水上运输
通道，吸引京津冀地区陆上运输向水路运输转移，
将京津冀、环渤海、东北、河北地区的远洋货源
在烟台港形成聚流，并通过烟台港中转至青岛
港，全面助力青岛港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许加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0月18日，烟台高新区首例造

血干细胞捐献者田亚赶赴济南实施捐献，救治一
名素不相识的血液病患者。当天，烟台高新区特
意为田亚举行了一场温馨的欢送会。

作为烟台高新区第1位、烟台市第48位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田亚感慨地说：“能从全区200
多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中配对成功，既是一
种缘分，更是一种荣幸！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
望，全力配合医生，挽救患者生命。”

这一切都源于六年前，田亚作出的那个生命
的许诺。2013年3月，武汉汉口，26岁的田亚决
定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
愿者。六年后的2019年8月，田亚接到中华骨髓
库配型成功的通知，他没有丝毫犹豫，表示愿意
捐献造血干细胞来帮助患者。

来自烟台市红十字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
2006年起，烟台市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截
至目前，全市共有14138名捐献志愿者加入中国
造血干细胞资料库，其中已成功实现捐献47例。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臧日平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更好繁荣发展夜间经济，
提升城市品位和活力，近日，烟台市政府出台
《关于进一步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意见》，提
出到2021年市区建成市级高品质夜间经济聚集
区11处，每个县（市、区）建成特色街区1—3
处，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特色鲜明、业
态多元、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

《意见》充分考虑烟台市作为北方城市的季
节和地域特点，主打“魅力特色牌”，彰显开埠、
海洋、酿酒、冰雪、鲁菜等独特元素。以文化引领
夜间经济发展，以夜间经济发展增添精神文化
内涵，注重培养、提升夜生活文化品质，满足市
民与游客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丰富夜间经济
元素，推进“食、游、购、娱、体、展、演”等各种业
态融合、协同发展。

总体布局方面，近期重点培育提升市区
“一带十一片区”。“一带”即滨海一带，东起牟平
区昆嵛山，西至烟台开发区金沙滩，包括滨海
东、中、北、西路段，依托两侧丰富的山、
海、岛、泉自然生态和历史文化资源，美化亮
化夜间灯光，打造“夜游港城”观光休闲体验
带。“十一片区”包括滨海北路两侧4个：滨
海广场、芝罘仙境、万达商贸综合体、海港路
中心商贸区；滨海中路两侧3个：渔人码头、
上市里、五彩城市奥莱广场；滨海东路两侧1
个：龙湖葡醍商圈；昆嵛山北侧1个：龙泉温
泉小镇；滨海西路两侧2个：金沙滩休闲旅游
街区、衡山路商圈。

《意见》提出，支持博物馆、美术馆等公
共文化设施延长开放时间，逢重要时间节点、
传统节日开放夜场参观，推动各类博物馆加快
发展。加大国内外大型优秀文娱演出引进力

度，鼓励支持本地群众性文艺汇演活动。持续
举办国际海岸生活节、市民文化节、文化艺术
季、文化惠民消费季等大型主题节庆活动，培
育一批有烟台文化内涵、有视觉冲击、有审美
享受的文艺演出，展现烟台文化魅力。培育夜
间时尚品牌。引入深夜购物、公园之夜、嘉年
华等各种形式的时尚消费活动。

为保证夜间经济建设顺利推进，烟台将成
立发展夜间经济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
在市商务局，统筹推进全市夜间经济发展。建
立“夜间区长”和“夜生活首席执行官”制度，由
各县（市、区）政府（管委）分管领导担任“夜间区
长”。每年根据财力情况统筹安排资金，用于完
善夜间经济基础设施配套，奖励发展好的夜间
经济聚集区和特色街区，对公交、环卫、文
化、体育等公益性单位因发展夜间经济延长运
营时间产生的亏损给予适当补贴。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张子良 李建 吴俊娴 报道

本报招远讯 10月18日，招远市齐山蜜薯
丰收节在齐山镇朱疃村举行。活动现场，京东、
北京质盾、山东雅恩、山东恩源等近10家外地重
要客商到场并签署了购销协议。

一个乡镇的丰收节，为何吸引了这么多外
地客商？邀请他们的是招远市齐山蜜薯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齐山镇初次品尝到了合
作社抱团发展的甜头。

齐山镇地处北纬37°，水质好、光照足、昼
夜温差大、土壤条件适宜，一直有种植红薯的传

统。过去虽然几十个村都有红薯种植，但分布分
散，管理粗放，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品牌。

“今年，烟台市大力发展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促乡村振兴，促脱贫攻坚。我们也深刻意
识到把种植户分散经营组织起来的重要性。”
齐山镇党委书记张富强告诉记者，齐山镇积极
践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发展思路，先后培育
了北马驻埠、贾家沟等14个种植专业合作社，
发展了5000多亩蜜薯种植基地。齐山镇的蜜薯
产业有了初步的规模经营。

10月18日，招远市齐山蜜薯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联合社正式成立。联合社由齐山镇党委
政府牵头，先期5家村级合作社成为发起社。依
托联合社，齐山镇将打造20亩的联合社总部，配
套1000亩蜜薯育苗基地以及5000亩标准化种植
示范区，发展万亩蜜薯种植产业，建立“育
苗——— 种植——— 管理——— 收获——— 储藏——— 深
加工——— 销售”一体化产业格局。其中，烟薯25

育苗大棚及储存基地项目投入扶贫专项资金
152 . 28万元，该项目形成的资产由齐山镇辖区
内有贫困户行政村所有。这就意味着，齐山镇
辖区内所有贫困户都将成为合作社的受益者。

作为烟台市30个脱贫攻坚工作重点镇之
一，齐山镇将产业扶贫作为贫困户增收的重要
途径，蜜薯产业链做大做强后，从种植到深加
工、包装，各个环节都能为贫困户就近提供工
作岗位。预计，每个蜜薯合作社可提供务工岗
位50个左右，收获时节用短工可达100人左
右；项目形成固定资产按投入扶贫资金比例和
贫困程度以相对集中原则确权到村集体。

在道东村，代表联合社未来的发展图景正
在快速展开：薯条薯片加工车间里新设备正在
进行最后的调试，育苗大棚正在抓紧建设，仓库
里几十名村民正在忙着装箱……招远市乡村振
兴齐山服务队7月19日来到齐山镇后，积极发挥
自身优势，帮助蜜薯销售在电商上实现了突破。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朱会敏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0月18日，第二十届中国国际

教育年会在北京召开，会上正式发布全国高等学
校第一批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结果。鲁东大学成功
通过全部认证环节，成为首批通过来华留学质量
认证的高校。

鲁东大学自1989年开始招收国际学生，开展
来华留学教育30年来，已累计培养来自近60个国
家的15000多名国际学生。学校于2018年底积极申
请参加来华留学质量认证，2019年1月通过中国教
育国际交流协会的资格审核，2月正式启动评建工
作。6月10日—11日，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专家组莅
临鲁东大学，进行了来华留学质量认证现场考察。
专家组全面细致了解了来华留学教育情况，充分
肯定了鲁东大学来华留学教育的优势和特色。

高等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由教育部委
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作为第三方评价机构组
织实施，2019年为首批正式认证，全国共有33所
高校签约参加认证工作。鲁东大学作为唯一的山
东高校与吉林大学、中南大学、南京林业大学等
22所高校成功通过认证。此次认证的通过，标志
着鲁东大学进入国家来华留学教育第一方阵，必
将大大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助力来华留学提质
增效。

山东港口环渤海集装箱

“海上巴士”通航

烟台高新区首例

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赴济南实施捐献

鲁东大学通过全国高等

学校来华留学质量认证

福山区编写案例

提高警示教育实效

培育烟台品牌 打造品牌烟台
烟台市品牌推介暨“品牌强市”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关于进一步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意见》出台

市区打造11处夜间经济聚集区

建起联合社，脱贫攻坚有底气
招远齐山镇蜜薯产业合作化优先惠及贫困人口

□从春龙 付玉婷 报道
近日，与2019世界工业设计大会

同期举办的国际设计产业博览会，
吸引了10万余人次观展。

此次博览会注重前沿性、高端
化、体验式，中国商飞、中车集团、华
为、海尔、小米以及德国西门子、法国
达索集团等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国
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企业等2000多家单
位，200余所高校院所带来全新未来设
计。

展会不仅吸引了工业及设计领
域相关人士，机关干部、大学生也都
踊跃观展，甚至许多中小学生也到展
馆参观，领略设计的魅力。

10万余人次观展

□记者 董卿 杨秀萍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仅用了两个月的时

间，数据归集百日会战便取得了圆满结
果，比预定的11月底完成时间表，足足提
前了一个半月。”在10月23日上午召开的
烟台市政务数据资源归集百日会战新闻发
布会上，烟台市大数据局副局长毕秋军公
布了政务数据资源归集百日会战取得的成
果：截至10月15日，原定的数据资源已全
部归集到位。共归集33个单位222类13 . 5亿
条政务数据资源，完成了基于为民服务的
政务信息整合，基本消除了困扰烟台近20
年的政务“信息孤岛”“数据烟囱”。

政务数据资源归集是消除“信息孤
岛”、拔掉“数据烟囱”的关键之举，也
是支撑各部门业务流程再造、简化办理环
节、精简办事材料的基础工程。早在今年5
月，烟台市便开展了首批政务数据资源归

集，率先在公积金领域破题，展开了一场
消除“信息孤岛”、拔掉“数据烟囱”大
会战。7月4日，在加快数字烟台建设现场
办公会上，烟台市委书记张术平下达了数
据归集百日会战的动员令。此后烟台市大
数据局先后组织全市50个承担政务服务职
能的部门和单位，开展了数据归集百日会
战，如今已顺利完成了全部数据归集任务。

“数据打通后，原来多套系统、多套
材料，变为一套系统、一套材料，最终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共享，推动行政流程
再造。”毕秋军介绍，烟台市将力争在
2019年年底前，早日完成数据归集与共
享，为流程再造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届
时，依托归集到的政务数据资源，烟台市
的共享交换平台将具备向各级、各部门提
供数据资源的能力。各部门基于共享数
据，开发相应的业务应用模块，再造业务

流程，减少业务环节，可以极大地减轻企
业、个人在办理业务时提供各类证照、证
明的负担，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大幅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通过
数据聚变全面加速“一次办好”改革。

做好政务数据资源归集是建设数字政
府、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社会的基础性
工作。在政务数据资源归集基本完成之后，
如何利用好政务数据资源，改造业务流程，
简化办事环节，将是未来一段时期摆在烟台
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面前的重要任务。毕秋
军介绍，下一步，烟台市大数据局将按照市
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做好数据治理，提升
数据质量，扩大数据共享范围，抓好数据安
全，与有关部门和单位一道，为应用开发提供
持续、稳定的数据支撑，让数据真正用起来、
活起来，充分发挥其在流程再造、经济发展、
社会治理、科学决策等方面的巨大作用。

政务数据资源归集消除“信息孤岛”、拔掉“数据烟囱”

让百姓在“指尖”上办成事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于燕 报道
本报烟台讯 10月17日，是我国第六个国

家扶贫日，也是第27个国际消除贫困日。当
天，烟台昆嵛山保护区农业农村和经济发展局
组织全体帮扶责任人，深入一线走访慰问贫困
群众，对所包村的19户贫困户开展扶贫走访入
户活动，送去了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

走访过程中，各帮扶责任人详细了解所帮
扶贫困户的日常生活和身体状况，认真倾听他
们的困难并填写帮扶实录，仔细检查每户自来
水开通情况及房屋整修情况，帮助贫困户出点
子、拉家常，鼓励他们调整心态、克服困难，
实现脱贫致富。

据了解，昆嵛山保护区要求全区贫困户帮
扶责任人认真落实“三清三明六个一”帮扶责
任，帮扶责任人必须做到清楚扶贫政策，宣讲
明白；清楚贫困户家底，措施明确；清楚政策
落地情况，成效明了。同时，坚持做到每次入
户不少于1小时，每次入户都要与贫困户拉1次
家常，每次入户都要帮助结对贫困户打扫1次
卫生，每半年至少陪结对贫困户吃1顿家常
饭，每半年至少陪结对贫困户理1次发，每年
至少帮助有种植养殖的结对贫困户干1次农
活。此外，各帮扶责任人所在单位，也将全力
保障和支持帮扶责任人工作，帮助解决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为帮扶责任人落实“三清三明六
个一”帮扶责任营造良好条件。

“三清三明六个一”

精准帮扶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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