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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63支金融辅导队

为企业解决

融资需求85 . 3亿元
近日，记者从日照市金融管理局获悉，自3月6日日

照市金融辅导队进入企业工作启动以来，63支金融辅导
队完成了与1278家企业的银企配对工作。目前已开展至
少一轮进企辅导工作，帮助464家企业办理了新增贷
款、展期续作等金融业务，累计为企业解决融资需求
85 . 3亿元，融资需求满足率达86 . 4%。

（□记者 吴宝书 栗晟皓 报道）

扫描二维码阅读详细内容。

日照

烟台开发区

推出窗口“云客服”
窗口“云客服”系统指的是窗口单位在统一的“烟

台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平台上，利用在线客
服功能，为企业和办事群众提供“点对点”“一对一”
实时沟通交流、业务答疑与指导服务。记者尝试后发
现，办事群众只需要关注“烟台开发区政务服务中心”
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对话框内输入想要咨询的问题，有
关窗口单位便可通过“云客服”系统即时收到咨询信
息，并及时接入进行回复答疑。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青岛公布第二批

“全市通办”事项清单

青岛

烟台

青岛市近日发布第二批“全市通办”事项清单，包

括驾驶证期满换证、预售商品房买卖预告登记等527项

企业、市民常办事项实现“全市通办”。至此，青岛市

已公布实施“全市通办”事项达699项。两批“全市通

办”事项涉及公安（出入境、车驾管）、人社、医保、

不动产登记、住房公积金、税务以及水电气暖等与群众

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和办理量大的高频事项。

（□记者 薄克国 报道）

□ 本 报 记 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张伟

4月12日，晨曦初露，淄博市临淄经
济开发区智能装备产业园内已是一派繁忙
景象，施工队伍加班加点，一座投资10亿
元，占地300亩，建筑面积12万平方米的
高科技园区正拔地而起。

临淄是化工名城，经济总量中化工产
业占比一度达到70%。多年的工业积累，
带来临淄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
产业结构不合理，化工占比过大的“后遗
症”。随着原油价格屡创新低和环保政策的
逐步收紧，这种“后遗症”带来的影响越发
明显。今年1-2月份，临淄全区工业总产值
下降13 . 1%，公共预算收入下降12 . 3%。如
何寻找一条新的发展之路，重拾经济向上

的活力，扭转“傻大黑粗”的固化印象，
成为摆在临淄面前的一道难题。

临淄区委副书记、区长白平和认为，
临淄必须走转型发展之路，不能有丝毫犹
豫和徘徊，始终相信阵痛只是暂时的，蛰
伏之后迎来的必定是凤凰涅槃。

转型发展必须依托新兴产业。2月10
日，一清舜泰（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的两台无人配送车从山东乐物电子物流港
出发，20分钟后，附近村民就拿到了750
公斤新鲜蔬菜。“疫情期间，两台无人配
送车承担了张店区傅家镇19个村的蔬菜配
送工作。”公司总经理王磊介绍。

“一清舜泰”是临淄区“紧盯前沿、
打造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思路
产物。企业进驻临淄经济开发区智能装备
产业园后，就先后吸引中利集团、众联能

创等企业。“抢占智能制造产业风口，一
个集研发、制造、检测、测试、标准制
定、应用展示于一体的智能装备制造头部
集群已具雏形。”临淄经济开发区党委书
记、管委会主任苏瑞刚介绍。

疫情期间，审批“新”模式也为临淄
发展铆后劲。预约办、网上办、邮寄办等
不见面审批方式成为主流，“云端联审”
更是节约了行政资源，提高了行政效率。
2月3日至4月13日，临淄区政务服务中心
共办理业务6382件，其中网上办件4313
件，“不见面审批”审批率达67 . 6％，涉
及投资金额66 . 7亿元。

3月18日，临淄聚焦流程再造，瞄准
痛点堵点，在证照联办基础上改革再升
级，首批选取药品零售等14个行业纳入行
业综合许可“一证化”改革，创新“一件

事一齐办”服务模式，实现行业许可
“齐”证合一、一证准营。

以“新”姿态，临淄区审批制度改革
带来的发展红利正在逐步释放。

当下，位于齐鲁化工区的国内首个己
二腈项目——— 天辰齐翔100万吨/年尼龙新
材料产业基地正如火如荼地快速推进建
设，设计总面积2500多平方米的“新兴产
业客厅”作为临淄区重点打造的招商引资
搭建平台和桥梁也已经进入最后的收尾阶
段。

在下大力气优存量，加快对传统产业
进行全链条整合、全流程更新的同时，临淄
区也在想方设法扩增量，大力实施“十个一
工程”，全力推动智能装备制造、大数据、半
导体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兴产业，为高质量
发展增添新动力、注入新能量。

■编者按 创新，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动力。面对发展难题，我省各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打破老思路，摆脱老套路，突破制约创新的路径依赖，努力走出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请看，兰陵县打造循

环经济产业链，走新兴工业化道路；临淄探索化工名城转型之路，重拾经济向上的活力。

□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纪伟
本报通讯员 贾传龙

一枚铁矿石，要翻越几重山水，才能
最终成为工业制品？对于铁矿石资源丰富
的临沂市兰陵县来说，以往的答案也许是
500公里，但自去年11月以来，这个答案
变成了1公里。

4月8日下午两点，在兰陵装备智造小
镇内，一辆红色卡车装载着一个两米多高
的铁罐，驶出山东国铭球墨铸管科技有限
公司的冶炼车间，向南穿过黄色闸门，进
入了山东德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的铸造车
间。

“铁罐里装的是高温铁水，国铭球墨
铸管将冶炼产出的富余铁水送到我们厂
区，火红的铁水还没开始降温，即可就地
进行深加工，形成了一条循环经济的产业
链。”山东德鹏金属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世波说。据了解，这道黄色闸门是通过
拆墙新建的。虽然是两个企业，却能通过
一道闸门实现资源互通。

兰陵装备智造小镇位于该县矿产资源
集聚区，铁矿储量13亿吨，石英砂岩储量
5亿吨。2017年，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就地

深加工，兰陵县招引了投资20亿元的世界
第一单体铸管企业——— 山东国铭球墨铸管
科技有限公司落户该小镇。

“厂区离最近的矿山不到200米，几
乎就是坐在矿山上进行生产，铁矿石足不
出户就能进入高炉冶炼。”山东国铭球墨
铸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蔡可辉介绍。

国铭球墨铸管一直是德鹏金属的上游
供货商，由于以前两家企业不在一个城
市，高温铁水需要先冷却成铁块，再运到
德鹏金属的厂房。在这样的供货模式下，
德鹏金属必须耗费大量电能将铁块二次加
热熔化，才能进入铸造生产线，用于生产
阀门等管件。

“以前我们两家企业一个在潍坊、一
个在济南，一枚兰陵产的铁矿石需要先北
上济南进行冶炼，再东进潍坊进行铸造，
奔波500公里才能成‘材’。”李世波
说。去年年初，这样的局面被打破。

为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县域经
济主导产业链，兰陵县按照循环经济的思
路，积极引进能耗低、科技含量高、附加
值大的企业落户园区，打造创新、领先、
可持续发展的装备智造小镇，推动高质量
发展。去年共有总投资84 . 5亿元的13个企

业落地该小镇，这些项目预计将于9月份
全部实现投产，届时小镇将新增工业总产
值200亿元；增加税收11亿元，其中地方
税收5 . 4亿元；新增就业岗位5000余个。

这13个新上项目中，有6家和国铭球
墨铸管有关联，产品基本互为上下游。德
鹏金属公司的新厂房紧挨国铭球墨铸管，
两家企业的冶炼车间与铸造车间直线距离
仅有800米。企业间破除院墙，开辟铁水
运输通道，火红的铁水几乎实现了无缝对
接。一枚铁矿石的成“材”路，被缩短到
了1公里左右。

“加热一吨铁水，需要消耗400多元
的电费，国铭球墨铸管每年给我们供应40
万吨铁水，如果按照这样的循环经济模
式，可以为我们节省电费2亿多元、铁块
运输费用6000多万元。”李世波告诉记
者，目前新工厂已投产两个月，生产成本
大大降低，在市场上占据了极大的成本优
势，企业经营形势不断向好。

“在招引项目之初，我们就注重围绕
龙头企业打造循环产业链条。利用国铭球
墨铸管一家企业产出的铁水、废渣、废气
等资源，就吸引了德鹏金属、九星建材等
5家下游企业前来落地。5家企业的厂址紧

靠国铭球墨铸管，形成5条产业链，实现
了工业资源就地循环。”兰陵装备智造小
镇常务指挥王荣修告诉记者。

铁矿石中的铁含量通常在50%以上，
经冶炼后，剩下的废渣去哪里了呢？记者
在国铭球墨铸管厂区东北侧的一条传输管
道里找到了答案。

这条长约400米的传输管道从国铭球
墨铸管厂区向东伸出，横亘马路上方。管
道另一头，连接着临沂九星建材有限公司
簇新的厂房。国铭球墨铸管的废渣通过管
道内的传送带输送到九星建材，精磨成微
粉后可以作为生产水泥的原料。废渣的价
格是每吨约200元，添加几种配料后，就
能生产出水泥，这种水泥每吨的生产成本
约300元，而市面上水泥的价格是每吨500
多元，成本优势非常大。

凭借新的发展理念，兰陵装备智造小
镇将矿产资源吃干榨净，一枚铁矿石的成
“材”路实现了纵向延伸、横向扩展和绿
色发展，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
目前该小镇已投产项目全部复工并全面达
产，待几家新落地企业陆续投产后，整个
园区的能耗将由每万元1 . 82吨标准煤降至
0 . 38吨标准煤，预计降幅达到79%。

一枚铁矿石的成“材”路
循环经济模式下，500公里的长途奔波缩短到了1公里

“新要素”撬动发展新引擎
临淄以新姿态摘掉化工产业“黑帽子”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对很多日照人来说，喝上一口鲜爽的头
茬露天春茶，方算品到了“日照的春天”。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今年日照绿茶有哪些
新的“打开方式”？

“依山傍海居北方，巨峰小镇茶飘香。途
中相逢一杯赠，莫言佳茗出他乡……”4月19
日上午，在岚山区重点产茶村——— 巨峰镇薄
家口村的文化广场上，岚山区政协副主席、巨
峰镇党委书记王东亮以身后北垛山上雾岚笼
罩的茶园作天然底色，面对镜头侃侃而谈，以

直播形式为绿茶“代言”，为茶企产品“带货”。
这一天正是谷雨节气。往年该镇传统的

“发布会式”开园仪式今年被多场这样的直
播所取代。当日上午，该镇党委副书记、镇
长牟向阳也出现在茶园中，在另一场同时进
行的直播中出镜，与广大网友“同品春天、
共煎雨茶”。

“酒香也怕巷子深”，王东亮说，之所
以选择直播代言，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喝上巨
峰的好茶，帮助愁于拓展新营销模式的茶农
找到出路、卖上价格，将疫情带来的影响降
到最低。

在镇党委和镇政府的倡议和带动下，对
巨峰的茶企、茶农们来说，今年“店面销”
变“线上推”正在变得越来越寻常。

在头茬露天春茶大规模开采前夕，去年
凭借“东夷瑞草”摘得2019世界绿茶评比会
“最高金奖”的日照市圣谷山茶场有限公
司，从3月12日起就开始了直播，迄今已直
播九场。“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外地客户
现在非必要不会跨市、跨省外出，疫情倒逼
我们去尝试、突破，把跟客户的‘面对面’
交流改为‘屏对屏’互动，变平面宣传为立
体化宣传。”公司董事长高建华表示，今后，直

播会成为该企业常态化的一种营销方式。
记者探访发现，在巨峰镇政府驻地附近

一条偏重绿茶销售的南北街上，几十户从事
茶叶销售的中小店面里，化身“主播”的茶农、
茶商不在少数。从年初开始，他们纷纷在抖
音、快手、淘宝的直播平台上销售棚茶，并为
露天春茶的上市造势。

据日照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赵东波介
绍，今年日照绿茶春茶品质总体比往年更好、
产量也比往年更高，希望通过网络直播等新
的营销模式，进一步拓宽日照绿茶的销售渠
道，让茶农们在好年景下得到一个好收成。

“酒香也怕巷子深”，书记镇长企业家纷纷化身“主播”，花样带货日照绿茶

这个春天，换一种方式遇见

4月20日，阳谷县李台镇武堤口村
农民武继义和同伴在使用多功能一体
化拖拉机为地瓜栽种封垄、喷药、拉
滴灌、覆地膜。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陈清林 报道

谷雨过后

种瓜点豆

“发现
身边之美”摄
影大赛参与方
式详见大众日
报客户端。

□ 本 报 记 者 张海峰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赵庆川

近日，记者走进德州金亨新能源
有限公司工厂的车间，机器轰鸣的声
音震耳欲聋，8台全自动焊接机和4条
生产线同时发力。与此同时，董事长
韩荣涛带领着他的核心团队开起了营
销会，近期这种分析研判当前市场的
会变得频繁起来，有时候一开就是一
天。疫情期间企业面临着诸多困难和
不确定因素，但也正因为这“一波三
折”的经历，使企业下一步的发展之
路更加明朗。

金亨公司2010年初正式成立于德
州经开区，平板型太阳能集热器是其
核心产品，拥有２０多项专利，自主研
制的生产线上一台平板集热器从原材
料上线到成品出库仅需55秒，效率达
到国际领先水平，是全国上百家太阳
能企业的供应商，近年来开始尝试出
口贸易。根据专业机构2019年发布的
报告，2018年全球平板太阳能集热器
制造商销量排名中，金亨公司排在第
三。

年前为防涨价，金亨备下3万台
原材料库存，原本计划初七复工，
但疫情来袭后，复工成了难题。2月
2日，德州经开区迅速明确复工复产
方案，该企业的包保单位区新能源
产业局的工作人员立即进驻金亨帮
助开展准备工作，2月10日金亨成为
该区最早复工的工业制造企业之
一。

企业可以复产了，关键是订单。
国内没有订单怎么办？迅速启动海外
市场。公司专门开展了国际部人员招
聘，与国外客户积极对接，了解客户
需求，很快该公司国际订单达到约
4000台。

“２月２０日，１１００台平板太阳能
集热器发往德国，这是我们复工后首
批发往海外的产品，而此时距接到订
单才过５天。”据公司市场部经理赵
维介绍，公司很快接到德国、以色列、巴西等10个国家的订
单。面对着一个个紧急订单，韩荣涛坦言，万万没有想到，
海外销量比去年增加了两倍多。

疫情形势瞬息万变，每日早晚关注国际、国内当日疫情
发展成了韩荣涛的必修课。记者注意到，在韩荣涛的笔记本
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半本多市场和疫情的分析与变化，
“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他们一直在与国内经销商和
客户联系，逐渐开始得到积极的回应。

国内市场终于复苏了，3月30日，金亨公司一天便发了
260万元的国内订单，让韩荣涛心里再次悬起的石头落下
了。“疫情并没有把我们打倒，去年年底定下的2 . 36亿元的
产值我们有信心能完成！”

“紧盯企业所需有求必应，尤其是比较突出的交通、防
控、原材料、劳动力等问题，我们帮助企业一起积极应
对。”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海荣介绍，
全区116家规上工业企业二月底基本就全面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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