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如宽 戴玉亮
本报通讯员 王卫东

12月19日，智汇潍坊、数聚滨海——— 数
字科技助力新旧动能转换高端论坛暨2019
高层次人才滨海行活动举行。当天，潍坊·中
关村智酷人才与科技产业创新基地启动，首
批进驻潍坊滨海基地的10家企业签约。

“这10家公司都是由北京中关村引进，
落地滨海转化。”潍坊滨海区科技商务局党
支部书记、副局长陈明涛说，潍坊滨海区探
索招才引智新模式，与中关村合作建设人才
与科技产业创新平台，创新“一中心一基地”
双飞地运营模式。

“一中心”就是潍坊滨海与中关村在北

京合作运营的“离岸”人才创新中心，进驻中
心的项目在潍坊滨海注册。“一基地”就是中
关村在潍坊滨海区建设创新基地，承接引进
创新创业项目和北京中心转化落地的项目，
打通潍坊滨海与北京中关村的人才、项目、
资源互通新渠道。目前，除北京飞如许信息
科技、北京智酷道捷教育等10家企业外，还
有在谈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30余家。“双飞
地”模式，让两地之间修建出一条“快速通
道”，让企业共享两地优势资源。

潍坊滨海区经济发展局党支部书记、局
长董广明表示，滨海有成熟的产业体系，也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交通物流优势。滨
海将抢抓京鲁跨区域协作、青潍一体化发展
重大机遇，不断培育发展新动能，激发高质

量发展新活力。
除探索“双飞地”外，潍坊滨海以商招商

也越来越专业。以商招商，也成为滨海区“双
招双引”工作的另一条“快速通道”。

总部位于浙江的国邦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慕名来到潍坊滨海投资建厂，经过
多年发展，企业不断壮大。今年，总投资40亿
元的国邦健康产业园又落地建设。“滨海发
展空间大，软环境好，服务贴心，我们投资还
是选择滨海。”山东国邦药业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王金辉说。

在国邦的牵线搭桥下，同样是浙江企业
的新和成也来到了滨海，并先后投资建设了
新和成药业、新和成蛋氨酸、新和成滨海产
业园、新和成小镇等多个项目。

绿天使(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利用
原潍坊润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的闲置土地，
于今年10月底开工建设，计划明年4月实现
首批项目进驻投产。项目全部投产达效后，
可实现年产值7 . 8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200个
以上。“目前，园区总共规划了29栋厂房。现
在的意向客户已近60家，园区已经达到了预
期的效果。”山东绿天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裁杨清华说，这个项目开创了滨海区车
间定制、分割办证、独立产权的工业地产新
模式，也开辟了产业招商、以商招商的新模
式。

今年1-11月份，潍坊滨海区共签约项目
59个，总投资695亿元。其中投资过10亿元项
目21个，过50亿元项目4个。

潍坊滨海：“双飞地”同频共振，以商招商激活“朋友圈”

“双招双引”有了快速通道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李荣新 王娟 报道

本报滨州讯 登台演讲，全员聘任，实现从
“身份管理”到“岗位管理”的转变。12月20日，滨
州工业园区体制机制改革动员会召开，全面启
动全员岗位竞聘工作。改革后岗位设置由原来
的135个减少为96个，其中设置招商引资岗位和
服务企业岗位共71个，占总岗位的74%；面向社
会招聘2名专业型子公司经理。

滨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李建汉谈起改革初衷说，“我们按照科学设置机
构，机制高效运行的原则，坚持市场化和去行
政化改革方向，突出主责主业，推动园区回归
本位、重塑组织架构。”

园区剥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加强经济运
行职能。公司化运营园区成立一个国有独资公
司，下设4个子公司。构建起机构设置科学、职能界
限清晰、机制运行顺畅的高效管理体制，实现园
区转型升级，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

坚持公开公平、竞争择优，按岗聘用、合同
管理，实行全员聘任制。从园区班子成员到一般
人员全部打破行政事业、编制内外身份界限，采
取组织选聘、公开竞聘、社会招聘三种方式，自
上而下逐级竞争上岗，实现人事管理由“身份管
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园区(公司)工作机构
正、副职及以下人员全部采取登台演讲竞聘方
式，做到人岗相适、人尽其才，由“伯乐相马”向

“赛场赛马”转变，让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
优秀干部脱颖而出。

“这次竞岗，能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和经验
优势选择适合的岗位，在新的岗位上更好主动
担当作为，用工作业绩迎接新挑战。”改革前
曾任园区经济发展局金融办主任的王巨波，这
次选择了园区新能源及新材料产业公司招商部
岗位。“改革目的是让园区‘瘦身强体’，深
层次激发园区干事创业活力和创新动力，提高
工作效能，实现园区高质量发展。”滨城区委常委、组织部部
长王丽表示。绩效考核结合个人岗位职责，主要突出定量考
核，体现差异性，将考核结果直接与个人绩效工资挂钩，与下
一轮岗位聘用挂钩。两年聘期结束后，重新竞聘上岗，以“能
力、业绩、贡献”作为用人导向，用考核机制破解“干多干少一个
样，干好干坏一个样”问题。

□本报记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张生 王雷

枣庄市薛城区常庄街道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勇于创新实践，探索出乡村文化
振兴的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精神力量。
12月3日，记者深入该街道进行了采访。

强化阵地建设

守住乡村文化的“形”

在寸土寸金的香江社区，400余平方米
的社区办公场所，一房多用，不断丰富着新
内容。

有党员活动室，有专为孩子开辟的四点
半课堂，有书画室，有健身休闲娱乐室，有弘
扬传统文化的万章讲堂。

这里还是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站，组织
开展各种志愿活动。该社区还与市图书馆合
作建起了邻里书屋，上架7000余册图书，每
季度更换一批书籍。自从今年11月份创办以
来，已经有200余名居民办理了借书证。

据香江社区党支部书记黄国良介绍，社
区下辖3个居民小区，近2万人。因为环境好，
内容丰富，社区居委会成了大伙最想去、最
愿去、最常去的地方。

常庄街道党工委书记曹保营告诉记者，
乡村文化振兴，首先要舍得投入，以党建为
引领，强化阵地建设，不断满足居民日益增
长的文化生活需求。

据介绍，常庄街道在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中，街道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依托村居办公场所建起了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建起了农家书屋、万章讲堂，充实了各
种文化健身娱乐设施。

前不久，他们还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延伸到常庄商会，建起了常庄商会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将辖区内100多家企业负责人组
织起来，开展回报社会、扶危济困等活动。

深挖底蕴内涵

留住乡村文化的“魂”

常庄街道与两位有名的人物结缘，一位
是出生于王庄村的儒学大家万章，他是孟子
的徒弟，协助老师编纂《孟子》；一位是滕州
籍烈士陈金河，像董存瑞一样舍身炸碉堡，
1945年牺牲并安葬在常庄。

常庄街道深挖名人资源，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弘扬红色文化，在薛庄村建起了陈

金河烈士纪念馆。开馆至今，纪念馆进行
现场教学1 0 0余场次，参观群众3万余人
次，形成“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生
活”的浓厚氛围。

11个村居建起万章讲堂，村民们在这里
诵读《论语》《孟子》，学习传统文化。基层党
组织以此为依托，引导群众“讲文明、知礼
仪、守四德”，发挥红白理事会、“庄户剧团”
作用，通过修订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推广
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弘扬现
代文明风尚，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
淳朴民风，在全街道凝聚起了崇德向善的
强大正能量。

“文化是乡愁的根，承载着代代常庄人
对故乡的眷恋和深沉厚重的情怀。我们街道
立足挖掘常庄本土的万章、陈金河等名人文
化、红色文化，使历史人物重新“活”起来，将
其打造成文化名片、形成文化品牌，成为乡
村振兴的魂魄。”曹保营对记者说。

丰富活动载体

扬起乡村文化的“帆”

谈起街道组织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传承
好家风 你我在行动”宣讲活动，前大村村
民张延各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看完《传承
好家风，树立家国情怀》宣讲这个节目，深受
教育和启发，今后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言
一行，给孩子做好表率，树立良好榜样，将优
良家风家训的接力棒传递好。”

据街道党工委委员孙成梁介绍，常庄街
道紧贴群众需求，组建了新时代文明实践志
愿服务队，根据个人特长和擅长领域，成立
理论、法律、道德、文化、科技、教育6支志愿
分队，特别注重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惠
民知识等内容的讲解和宣传。把新时代新思
想融入美丽乡村建设，“外在美”与“内在美”
兼修，“软传播”与“硬设施”同步，举办“一村
一场戏”和广场舞大赛，在49个村居建设新
时代文明实践广场，进一步丰富学习实践载
体和内容。同时，街道还结合“28日党员活动
日”，组织科级干部到各帮包村讲党课330余
次，邀请专家宣讲70余场，不断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该街道每年定期开展“好媳妇”、“好婆
婆”、“最美常庄人”、孝善之星、文明家庭等
评选活动，挖掘坚守正道、敬业奉献、虔诚勤
勉的典型人物，宣扬孝老爱亲的感人事迹。
目前，街道累计评选“好媳妇”“好婆婆”188
人、“孝善之星”136人，文明家庭76户。

乡村文化振兴的“常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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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环泽
报道 香江

社 区 邻 里 书
屋。

县域 7广告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王宇 董克礼 报道
本报平原讯 扶贫不仅是输血式的送钱送物，更要用它们

复活“造血干细胞”。平原县立足实际，与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签订“两步走”协议，帮助贫困户创业脱贫。

70岁的王凤楼镇刘帽头村省定贫困户张兴和，年轻时种过
菜，后来因患病一度返贫。对口帮扶的企业佳和牧业与他签订了
帮扶协议书，拿出了2000元帮扶资金助他创业。协议分两步实
施：5月他先拿到1000元，购买了种苗、化肥、农药，在自家后院开
辟了约80平方米的苗圃。6月，黄瓜苗破土而出，后续的1000元才
送上门。2018年以来，佳和牧业获得360万元金融扶贫贷款，拿出
144000元，带动镇上72名贫困人口发展产业。“两步走”模式即企
业向有明确产业发展项目的贫困户，先发放启动资金；然后，
由村干部、帮扶企业联合进行验收，确定项目达到预期效果，
再发放后续资金，不让项目落空。

平原：“两步走”协议助力
贫困户创业脱贫

2019年12月26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宫 梅 梁利杰

电话:(0531)85193248 Email:dzrbxyb@163 .com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