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南无轨电车迎新进展

21座BRT站台将改扩建

济南

9日，济南市交通局网站发布《山东泉城绿色现代
无轨电车公交示范项目公交站台扩建项目招标公告》。
该项目共分为3个标段，涉及21座BRT站台。

据悉，黄岗路至长途汽车站西共改扩建7座BRT站
台，其中黄岗路东站为升级改造站台，其余6座为扩建
站台。长途汽车站东至历黄路共改扩建7座BRT站台，
其中北关北路站西侧、北关北路站东侧为升级改造站
台，其余5座为扩建站台。东泺河路至全福立交桥西共
扩建7座BRT站台。

（□记者 王健 报道）

2020青岛马拉松

1月10日起开始报名
2020青岛马拉松4月19日鸣枪起跑，并于1月10日上

午10点开启报名。
本届青岛马拉松赛事全新升级，参赛名额增至

30000人，采用成绩分区起跑方式，并且增加了部分直
通名额。通过官方网站www.qd-mls.com或关注“青岛国
际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

马拉松限报10000人，半程马拉松限报12000人，迷
你马拉松（约5公里）限报8000人（含家庭跑500组，每
组2-4人），报名名额总计30000人。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潍坊市住建领域启动

农民工维权流动工作站
1月8日，潍坊一项目工地现场挂出了首块“农民工

维权流动工作站”牌匾，这标志着潍坊市住建领域新一
轮根治欠薪、帮助农民工维权行动启动。据了解，此举
是潍坊市住建局为解决拖欠建筑领域农民工工资问题又
一创新举措。

临近春节，为全力确保建筑领域农民工及时足额领
取工资，顺利返乡过节，本着“方便、快捷、高效”的
原则，潍坊市住建局先后在市属在建工程项目设立了8
个“农民工维权流动工作站”。工作站实行专班包靠，
每个工作站由3名工作人员组成，变“被动接访”为
“主动寻访”，现场办公，集中受理，就地处解，坚决
将欠薪问题解决在工地现场，让农民工不出工地就能解
决问题，拿到报酬。

青岛

潍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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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玉 磊 吴华

利 军 报道
本报武城讯 “已经准备好等上一

段时间了，没想到5天就拿到了许可
证。”近日，德州市武城县市民于建英
拿到了行业综合许可证，在感慨拿证效
率的同时也有点疑惑，“我本来是想分
别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
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可这上面是
行业综合许可证。”

“这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涉及你从
事药品经营行业的所有可办的许可信
息，你用手机扫描左下方的二维码，就
能查看所有许可信息。”帮助其办理
许可证的武城县行政审批局社会事务
科科长赵春玲解释说。“噢，这样更
方便了，少跑了腿多办了事。”于建
英说。

“行业综合许可证是政府针对企
业、群众办事，通过优化审批流程和集
中审批程序，将一个行业经营涉及的多
项许可事项作为‘一件事’办理，发放
一张载明相关行政许可信息的行业综合
许可证。”赵春玲介绍，比如群众想开
家电影院，以前一般需要分别办理电影
放映经营许可、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食
品经营许可等3个证，承诺办理时间要
30个工作日左右，要跑3到4个部门，现
在仅用5天，到一个窗口跑一次就能办
完。

从“一证一办”到“一事一证”，
武城县正在努力实现“一件事”全流程
最多跑一次、一张许可证覆盖全行业，
将“重复证明”统一整合、实行流程再
造。“目前，我们已将娱乐行业、公共
场所、药品经营、食品经营、出版物经
营等5个行业列为首批‘一事一证’改
革清单，实现一件事全程办理，基本实
现了审批环节缩减50%，审批时限缩减
80%的目标。”武城县行政审批局副局
长胡振清说。

去年以来，武城县聚焦企业、群众
办事中“办事难”“办事慢”“多头
跑”“来回跑”等现实问题，按照“一次办好”理念，优化
审批流程和集中审批程序，创新落实“一单申请、一窗受
理、一次勘查、一科办结、一证覆盖”，即通过“一张申请
书可申请多个行业许可，一个综合窗口受理多个许可事项，
一次现场踏勘统一解决多个行业需求，一套机制规范全过程
工作、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整合以前多张行业许可证”
的审批模式。“我们将逐步探索将更多与企业群众关系密切
的行业纳入‘一事一证’改革，力争到2020年底，实现办事
‘一事一证’改革全覆盖。”武城县行政审批局局长戚宗越
说。

“一元食堂”为何只卖一元

养老问题千头万绪，
吃饭当数首位。当下，各
地创新理念，探索让老人
吃上“爱心餐”的有效路
径，如何让“爱心餐”更
暖心，把这道居家养老的
“标准餐”烹制得更好？
烟台市在摸索中初步形成
了 “ 市 场 运 作 、 政 府 补
助 、 服 务 老 人 、 辐 射 社
区 ” 的 市 民 社 区 食 堂 模
式。威海荣成市发挥志愿
者作用，在城市社区建立
了3家公益厨房，20多家乡
村“暖心食堂”为老人提
供服务。

烟台：一个建议换来社区食堂遍地开花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孔 磊 赵书伟 报道
本报烟台讯 “大冬天的，不用自己

刷锅洗碗就能吃上现成的热乎饭，真舒
坦！真是给我们老年人解决了吃饭的大难
题。”说这话的叫迟兴林，今年81岁，家
住烟台市莱山区迟家社区。2019年6月6
日，迟家市民社区食堂开业那天起，迟兴
林几乎顿顿都到食堂吃，成了这里的“常
客”。

到 了 饭 点 ， 老 年 人 结 伴 “ 下 馆
子”——— 到社区食堂就餐，在烟台已经成
为一种风尚。从迟家社区食堂落地营业至
今，烟台全市已建成运营社区食堂38处，
日均服务3700余人次，其中老年人约占三
分之一。今年这项惠民工程将继续稳步提
升，烟台6区至少增设10处社区食堂，向

着规模化方向发展。
迟兴林并不知道，社区食堂在烟台遍

地开花的源起，还要从市人大代表于全胜
的一份建议说起。

2019年1月，于全胜在市“两会”上提
交了《关于加快社区食堂建设，为失能孤
居老人提供必要生活服务的建议》。“办
公室楼下就是文化路市场，经常见到一些
老年人颤颤巍巍地买菜。挎篮子都吃力，
一不小心就容易摔着。失能孤居老人的吃
饭是个大问题。”于全胜到大海阳社区壹
家食堂调研，又到上海等大城市了解社区
食堂建设情况。历时半年，终于形成了这
份建议。

建议很快被转交给烟台市民政局。3
月，经过前期的摸底调研，市民政局负责
人登门答复，认为这份建议非常好。建议

被市政府纳入重点工作。市政府成立市民
社区食堂建设工作指导小组，推进社区食
堂建设。市政府办公室还印发《烟台市中
心城区市民社区食堂建设指导意见》，通
过召开会议、现场督导、周调度、半月通
报等方式推进。

“敬老爱老、便民利民、共建共
享”，芝罘区毓璜顶街道翡翠社区食堂的
宣传标语，清晰地表达了社区食堂的试点
初衷。翡翠社区食堂与迟家社区食堂是最
初试点的两家社区食堂。毓璜顶街道党工
委副书记乔攀告诉记者，社区食堂是个新
生事物，也是在不断摸索。翡翠社区食堂
去年四月份开始筹备，五月份建设，六月
初建成营业，现在每天来吃饭的大约有
450人，其中七十岁以上享受优惠的老人
占一半左右。对翡翠社区60周岁以上老年

人收回的886份调查问卷显示，有69 . 4%的
老年人表示愿意到社区食堂就餐，26 . 6%
的老人表示偶尔会去。

在摸索中，烟台的社区食堂初步形成
了“市场运作、政府补助、服务老人、辐
射社区”的市民社区食堂模式。

不久前，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考评
中，于全胜郑重地给市民政局反馈了“满
意”。近三年来，烟台市各级人大代表积极
投身主题实践活动，代表主体作用充分发
挥，活动取得显著成效。据统计，烟台市各
级人大代表累计完成承诺事项2 . 9万件，代
表或企业代表参加新旧动能转换和“三重
工作”588件，引进或新上项目1600多个，引
进外资26 . 6亿美元，引进高端人才1200多
人，上缴税金520多亿元；各类捐款1亿多
元，帮扶困难家庭、困难学生2 . 9万人。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本报通讯员 刘兆阳 李钟芸

1月7日早上9点半，尽管寒风凛冽，
但在荣成市河西社区公益厨房，两位厨
师、三位志愿者早就忙活开了，整个后厨
香气四溢，热热闹闹。临近11点，20多位
老人陆续来到了食堂，志愿者端上了最受
欢迎的鲢鱼饺子。

“我们岁数大了，自己在家吃饭都是
对付。现在家门口有了食堂，饭菜花样多
又好吃，我们方便，子女们很放心，老伙
计们聚在一起也开心。”82岁的王振进老
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河西社区的“冠通公益厨房”是荣成
城区第一家开放的“暖心食堂”，由政府
无偿提供场所，爱心企业赞助运营费用，
志愿组织提供无偿服务共同打造。社区30

位80岁以上老人、空巢孤寡老人和特殊群
体等只要花1元钱就能在这里享受午餐。

一顿营养可口的午饭，对很多人来说
再平常不过。可对于年事已高的空巢老
人、行动不便的残疾人等困难群体来说，
则是一种奢望。

针对城乡部分困难群体买菜做饭难等
实际困难，荣成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在城乡探索开办不同形式的公益食
堂，让困难群体低价乃至免费吃上有营
养、热乎乎的饭菜，群众称这种公益食堂
为“暖心食堂”。荣成市实施一年来，在
城市社区建立了3家公益厨房，还有两家
正在筹建，已有20多家乡村“暖心食堂”
供村里部分老人免费用餐。

城区做得好，农村又如何？记者中午
时分又来到荫子镇头甲村一探究竟。

在头甲村“暖心食堂”，志愿者们为

20多位老人端上刚出锅的热包子，还有爽
口的萝卜丝和大米粥。

每天中午，这个村78岁以上的孤寡老
人、五保低保户等群体，都会来到“暖心
食堂”免费就餐，每天饭菜不重样。“我
们吃的是‘百家饭’。”志愿者李青指着
库房说，“萝卜、白菜和地瓜是自己种
的，苹果是北山一个果园老板送的，方瓜
是村里人给的。”

从以往随意对付，到每日固定就餐；
从不知道吃什么，到荤素搭配的“百家
饭”，“暖心食堂”改变了村里老人的生
活。

“暖心食堂”由村民自发组成的志愿
服务队轮流做饭，整个食堂一共有4个小
组12名志愿者，每组值班一个周。李青有
时候住在市区女儿家，但一到值班的日
子，就赶回村里。

荣成将志愿服务与信用挂钩，整合村
民福利待遇，设立文明实践基金，把群众
参与志愿服务情况与信用积分、信用基金
挂钩，推动参与志愿服务成为群众的一种
生活习惯，营造了“信用有价、志愿光
荣”的浓厚氛围。

“有的村民别人叫他出去干活挣钱他
都不去，就要留在食堂当一分钱不挣的志
愿者。”头甲村党支部书记岳龙江说，本
以为开食堂要村集体往里贴钱，也担心没
人做饭办不下去，没想到有人捐款捐物，
有人出工出力，老人们都很满意。

不仅可以在食堂吃，志愿者们的送餐
服务更是暖了老人们的心。玉龙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发起“爱心小馄饨”公益送餐活
动，有200多名志愿者报名参与送餐。为
了保证每位志愿者都能轮上几次，社区只
能给大家排出一个“值班表”来。

荣成：让“爱心餐”暖胃更暖心

市民在烟台开发区八角街道海韵花园小区社区食堂就餐，像这样的市民社区食堂在烟台已有38处。（□记者 从春龙 报道）

□记 者 马景阳 韩 凯
通讯员 贾 力 闫盛霆 报道

本报淄博1月9日讯 “这原来是60多
个废弃矿坑，有11家水泥生产企业，30条生
产线，还有20多家采石场和黏土矿，淄博
市委突破资源型城市发展的路径依赖，在
关停这些污染重的落后产能后进行生态修
复，这里不仅变成了鸟语花香的休闲公
园，我们还和清华同方合作布局了占地97
万平方米的全国第一个MEMS（微型机电
系统）产业园。”

1月9日，第三届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建设现场经验交流活动在淄博举行。来自
全国20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代表，在淄
博高新区参观时，不时发出啧啧赞叹。

淄博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兼具老
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双重身份。建陶产
业曾是淄博的优势传统产业，产能一度占全
国的1/4。然而，传统建陶产业高污染、高能
耗、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瓶颈，不仅
成为淄博生态环境建设的沉重包袱，也对建
陶产业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淄博以实施产业布局优化调整为关键
路径，坚定不移运用环保、安全倒逼机
制，引领推动建陶产业集约化、高端化、
品牌化、绿色化发展。全市建陶产业由201
家344条生产线压减为52家91条生产线，产
能由8 . 27亿平方米压减为2 . 46亿平方米。腾

出土地402万平方米，削减燃煤消耗216吨，并
在淄川区罗村镇规划面积5200亩，总投资100
亿元建设淄博建陶产业园。目前，已经投资
48亿元，建成6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2 . 6万平
方米的研发中心，可满足20条高标准建陶生
产线需求。金亿、万豪等首批6家入园企业全
部采用宽体节能窑炉、全自动包装、智能自
动码垛等国内国际先进设备。

值得一提的是，以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为主攻方向，淄博还对石化、机
械、建材、纺织、医药等产业进行全链条
改造。去年实施了323项市重点技改项目，
培育了22家智慧工厂、135个智能车间，
“上云”企业突破6000家，省级单项冠军、
隐形冠军企业达到62家。

为让MEMS产业园的企业迅速发展壮
大，淄博高新区创新实施“专家委员会+研
发平台+专业公司+基金”的招商机制，集

中招引具有重要引领带动作用的国内外高
层次人才和大项目、好项目。同时，针对
高新技术企业面临的资金瓶颈，园区设立
了8只基金，针对企业不同发展时期的不同
需求，精准服务，目前已投资8 . 3亿元。目
前，已经累计开发MEMS芯片单项工艺180
项，产品工艺30多项，自主研发项目25个，
引进高端产业项目45个，为打造千亿级电
子信息产业园奠定了扎实基础。

去年12月18日，淄博市政府、山东财金
集团、盈科创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举办
“资本平台双招双引”重点项目签约仪
式，总投资规模达80亿元的泰格医药、派
格医药、微细科技等一批重点高科技项目
正式落地淄博。未来五年，这些涉及生物
医药、新材料、半导体、智能制造等高科
技领域的热门、尖端产业将贡献产值720亿
元、利税140亿元。

淄博市优化产业布局同时，着眼未来扩增量，产业发展层次和水平全面提升

转得快才能发展好
蛤淄博全市建陶产业由201家344条生产线压减为52家91条生产线，产能由

8 . 27亿平方米压减为2 . 46亿平方米。腾出土地402万平方米，削减燃煤消耗216

吨，并在淄川区罗村镇规划面积5200亩，总投资100亿元建设淄博建陶产业

园。目前，已经投资48亿元，建成6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2 . 6万平方米的研发

中心，可满足20条高标准建陶生产线需求。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菏泽1月9日讯 今天11：30至

12：16，历时46分钟，由中铁十局承建的
鲁南高铁洙赵新河特大桥转体梁顺利跨过
繁忙的新兖铁路，精准转体就位，实现一
次到位无合拢。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鲁南高铁洙赵新
河特大桥全长3170 . 93米，与新兖铁路交叉
角度46 . 5°，处于鲁南高铁菏泽到曲阜段
架梁通道的关键位置，是全线关键控制性
工程之一，此次成功转体，为菏曲段按时
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鲁南高铁菏曲段跨新兖

铁路转体梁成功转体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1月9日讯 今天下午，金财

互联-山东省新经济发展创新协同区域总
部项目签约仪式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举行，
这也是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
片区正式落户的首个平台型经济项目。根
据协议，双方确定在青岛国际经济合作区
落地建设山东省新经济发展创新协同区域
总部，加快推动青岛片区区块链技术和产
业创新发展，用区块链技术吸引北方泛电
子商务企业聚集，打造全新的总部经济汇
集高地。

山东自贸区青岛片区

首个平台型经济项目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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