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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巩向红

11月16日，在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年会上，
诸城市荣获“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县”荣誉称号。这是继曲阜、荣成后山东
又一个获此殊荣的县市，也是生态环境领域
的最高奖项之一。

近年来，诸城市创新探索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走出一条生产园区、生活社区、生
态景区“三区”共建共享的路子，同时，全
国生态文明示范市、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的
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使天更蓝、水更清、山
更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常态。

动能转换金钥匙

林家村镇竹山脚下的黑土夼村，以前村
民守着一片山岭薄地，靠天吃饭，亩均收入
不足500元。如今，随着竹山文旅项目的开
发，他们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将山岭地流转给
山东润竹山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还跟随
企业种植中草药和有机农产品。随着旅游、
农业及山泉水业务的发展，村里的剩余劳动
力在家门口变成了产业工人。

竹山脚下的发展只是诸城的“润农工程”
的一例。近年来，诸城市做新第一产业，发展绿
色高效农业，着力建设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
源节约的现代生态农业体系。目前，全市培育
起潍坊市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141家、田园综合
体2家、家庭农场1630家、农民合作社2728家，较
好地实现了农业内部产业循环融合。

以新旧动能转换为突破口，诸城市倒逼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发展循
环经济，建设绿色制造体系。2018年以来，先
后实施技改项目171个、重点节能项目76项；
132家企业通过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年节电
1750万千瓦时。

重点培育以绿色环保为主要特征的生物
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与再
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强先进环保技术推广应用
和集成创新，实现化工、铸造、建材等产业循
环，实现区域内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污染物

“零排放”。全市发展起再生资源综合利用企业
24家，年回收利用废弃物221 . 2万吨，工业固体
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100%。

诸城市大力培育服务业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绿色电商、绿色物
流。积极引进各类产业基金，设立绿色发展基
金和绿色项目库，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
实施电子商务提升计划，推进“一企两市”

“一铺两店”。目前全市规模以上企业电商
普及率达80%，网销过千万元企业突破200家，
线上交易额突破600亿元。

乡村振兴支撑点

诸城市总结创新“诸城模式”，大力实
施“绿色兴农”战略，使广大农民享受到“工
作在园区、居住在社区、休闲在景区”的市民化
生活、生态化服务。

结合健康食材供应链平台建设，推进工商
资本与龙头企业深度联合，打造肉鸡、生猪、食
材、茶叶、榛子、中药材等领军型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多赢。全市140多家
工商企业下乡办园区建基地，形成涵盖4大系列
400多个品种的产业链条，90%的农产品就地加
工转化，带动45万农民受益。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编制完成村镇体系、
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市域乡村建设规划。围绕
居住、出行、休闲、生活等四个层面，抓好
“五化一通”和“三清一改”，全面改善人
居环境。全市建设改造226处新时代生态文化
实践站、208处为农服务中心，改建“四好农

村路”152 . 7公里；879个村完成“户户通”；
开通56条城乡公交线路，投放新能源公交车
324辆，共享单车4500辆。建设开放式公园5
处、街头游园27处。同时，扎实开展生活污水
治理工作，全市已有392个村庄完成治理。深
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目前已改造无害
化卫生厕所11万处，建设“十有”标准农厕后
续管护服务站17处、粪污中转站13处。以政府
购买服务方式，建立市场化运作、减量化处
理、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处理机制，建成
日处理能力500吨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全面提升农村生活环境和质量。

生态为先，建设特色生态景区。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化美丽乡村建设，加大
历史文化名村开发与传统村落保护力度，建
设常山、恐龙小镇、潍河、竹山、栗园等10个
示范片区，建成年画村、桃花源、蔡家沟艺
术试验场等50多个特色村庄，B类以上美丽乡
村覆盖率达85%以上。充分利用河湖山泉田的
优美生态，培育发展生态营地、休闲农庄和
采摘篱园等新业态。全市建成乡村旅游点150
多个、农家乐2000多家、旅游经营主体1000多
家，带动15万多农民就业。

生态文明建设助推器

诸城市坚持生态优先，创新投入方式，
建立起“政府财政+工商资本+社会资金”多
元化的投入机制，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坚
实保障。近年来，该市财政累计安排资金120亿
元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在财政投入的同时，通
过政策推动、项目拉动，引导工商资本投资现
代高效农业，支持乡村振兴。2018年以来，有81
家工商企业总投资78亿元，建设83个农业园区，
并带动社会资金87亿元参与环境治理。

多方位推动，将生态治理注入社会治理体
系。推进“一张图”排查、“一本册”规范、“一张
网”监管，科学绘制污染源监管分布图，为1200
余家企业建立一案一档、一企一档的“身份信
息”，建立网格化巡查、执法、监测三网合一的
执法监管机制，实现精细化治理。整合水利、生
态环境、市政、农业等职能资源，以河(湖)长制
为抓手，大力实施“一十百千万”潍河水质提升
工程，保障一河清水向北流。全面打响以城市
清洁等“六大行动”为重点的蓝天保卫战，空气
质量持续改善。

□ 本报记者 谭佃贵 本报通讯员 聂清聪

11月2日，王先生收到了潍坊市政务服务中心
寄来的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他高兴地对记者
说，以前办这个证，至少需要跑两次，如果材料不
全还得多来回几次，很费时间。现在他线上填写申
请材料，所有手续都在网上办理，不用再去跑腿
了。

记者了解到，王先生之所以一次不跑就能把事
办好，得益于今年9月份潍坊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将
“出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核发”列为“一次不跑
事就办好”改革事项，驾驶员不用到大厅就能办完
所有手续，大大提高了办事速度。

群众有需求，马上有回应。今年以来，潍坊市
审批服务局聚焦企业和群众关切，选择了20个与企
业、群众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办理量大的审批服
务事项，通过开发网上申报、视频互动、电子印章
等在线应用，建立申报材料库、电子证照库等材料
共享基础信息库，为办事企业群众提供“实名认
证、视联网咨询、材料共享、在线发证、免费寄
递”服务，打造出“一次不跑 事就办好”的“不
见面”审批模式。

据统计，自“一次不跑 事就办好”业务办件
系统上线试运行以来，全市20个重点高频事项通过
该系统共办理3616件、占比65%，让群众“少跑
腿”4000余次，“减材料”7200余份，平均每个办
件缩短2个工作日，实现审批服务大步跨越至“网
上办、不见面、零跑腿”的“3 . 0版”。

诸城市荣获“第三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荣誉称号———

绿色发展成为经济底色

□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庆和 报道

11月26日，青州市退役军

人创业基地所属的30多家共建

单位、示范店和爱心合作商家

联合捐赠了价值3万元的爱心

冬暖帽，赠送给青州市1500名

一线环卫工、垃圾清运工、公

厕管理员和环卫车队驾驶员，

向他们送上了冬季里的问候与

温暖。

精心打造审批服务“3 . 0”版本

一次不跑 事就办好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常振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寿光市纪台一中在开展“党旗领

航·纪都先锋”党建活动中，明确责任田，实行党
建网格化。党员干部包靠科室、年级组和教研组，
党员教师包靠教师、班级和学生，全校29名党员共
包靠59名偏科学生。

副校长孟庆波不仅包靠3名偏科学生，还包靠
数学教研小组，结对帮扶两名年轻数学教师李萍和
曹坤。任教2年的李萍还代表全校讲了优质课，获
得了2018年至2019年的累土教育奖励基金。“有了
孟校长的指点，我们能克服很多缺点，少走弯
路。”李萍说。今年9月，李萍登上学校“纪都先
锋”光荣榜。

纪台一中坚持党建与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出台
“党旗领航·纪都先锋”评选办法，设置学校支
部、党员和“纪都先锋”光荣榜。“党员教师积极
主动带头，弘扬正能量。我们用身边的榜样激励全
体教师敬业奉献，创优争先。”纪台一中校长李长
海说。

寿光纪台一中

党员包靠偏科生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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