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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王春旭

4月18日，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执法
人员杨明带队来到光大环保能源（潍坊）有限公
司，在中控室查看焚烧炉各项排放物数值，看
SNCR脱硝系统以及布袋除尘器等环保设施。
“设施运行正常，在线数据稳定达标。”杨明说。

杨明进企业检查大气污染物排放指标的同
时，环境监测站的孙壮奎正开着应急环保监测
车，对园区企业进行监测巡查，一趟下来，企
业外排气体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
氮、含氧量等信息全都收集到手。光大环保能
源（潍坊）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吴金涛说：“他们
什么时候来，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也倒逼我们重
视环保，加大投入，在生产上更规范。”

潍坊滨海区贯彻落实省、市有关环境保护
工作的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保障生态安
全的根本抓手，将环境保护工作持续融入开放
开发全过程，紧紧围绕工业、燃煤、扬尘等重
点污染源，严格环境监管执法，积极加快污染
防治设施建设，实施污染防治攻坚行动，采取
“四不两直”方式，持续保持环境执法高压态
势，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

如今，用生态“红线”守护发展“绿
线”，已成为越来越多滨海企业的共识。山东
新和成维生素有限公司是一家医药企业，该企
业从建厂开始就规划了RTO、气液焚烧炉、
固废焚烧炉三种大气治理设施，通过企业的环
保检测系统，能够一屏展现烟气出口的各项污
染物排放指标。

潍坊市生态环境局滨海分局环境监察大队

在对企业排放废气监控过程中，首先要求企业
依照环评设计及批复进行自行检测，或委托第
三方有资质的检测单位，对排放废气、污染物
进行检测。环保部门还要定期对企业进行监督
性监测，另外对27家列入国家国控省控重点废
气排放单位，全部安装在线监测设施，并与省
市监控平台联网。“如今，线下检查与线上监
测同步开展，如果企业有超标排放等现象，我
们就能做到实时发现，及时处理。”潍坊滨海
生态环境分局环境监察大队大队长袁清水说。

近年来，潍坊滨海区强化大气污染防控，
制订印发《滨海区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
划》等系列专项方案，重点做好扬尘管控、工
业炉窑综合整治、VOCS综合治理、废气治理
设施提标等工作，共督促全区52家重点废气排
放企业完成大气治理130余项，17台燃煤锅炉

完成脱硫脱硝除尘超低排放工程，共淘汰10吨
以下燃煤小锅炉80余台，50余家废气排放企业
每年定期开展挥发性有机物泄露修复检测工
作，大气主要污染物指标改善20%以上。

“围绕上级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环保
综合排查整治提升，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
卫战等八大方面，我们采取86项具体措施，优
化服务项目，强化环境监管，全面打好打赢污
染防治攻坚战。”潍坊滨海生态环境分局党支
部书记、副局长李建光说。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潘 伟 马永婷

4月11日，青州市邵庄镇石古岭村，村北
山上新打的机井伴随着水泵的发动，抽出了清
澈的水流。这口2019年年底打好的机井，可以
浇灌村北225亩山地桃园、农田。“以后我们
浇地，接上水龙带就行了，再也不用去山沟下
拉水了。”村民刘清明说。

刘清明家有4口人，两个孩子上学，2014
年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刘清明家在村
北山上有40株青州蜜桃树。过去，这片山上没
有稳定的水源，蜜桃收成指望着风调雨顺。往
年干旱时，刘清明去山沟里舀水，装在三轮车
车厢内，拉到桃园。这样一次拉水可以浇2棵

桃树，来回要1小时。浇完所有的桃树需要两三
天时间。现在接上水龙带，20分钟就能浇完。

“及时浇水的果子长得大，3个就有一
斤，品相好，客商抢着要，价格好。浇不上水
的，四五个一斤。长得小，品相不好，客商也
不愿意要。”刘清明说。

这口水井来之不易。2015年，石古岭村在
上级政府的帮扶下在村西打了深水井，修了蓄
水池，村西300多亩山地有了灌溉条件。有了
灌溉，村西的土地收入增加了。但村北的山地
仍然浇不上水。这么多年，在村北山地上没打
出井来，能不能打井？怎么筹集资金打井？这
也成了村党支部书记刘清国的心事。

2019年4月29日，青州市审计局干部张开
军担任石古岭村“第一书记”，他通过联系青

州市水利局，寻求省里的水利专家支持，最终
确定了合适的打井位置。同时，又协调了10万
多元资金。这样，石古岭村北有了一口300米
的深水井，还增加了新的蓄水池和输水管道。

“在上级单位的帮扶下，我们村里有了新
变化，全村80%以上的土地变成了水浇田，脱
贫致富我们很有信心。下一步，我们打算在村
里建一个蜜桃批发市场，让满山的桃子在村头
就能销往各地。”刘清国说。

石古岭村位于青州市西部山区，全村有
106户336人。2014年以前，全村以种植小麦、
玉米等传统作物为主，因为缺水，灌溉条件不
利，村民收入低。2014年，石古岭村被认定为
省级扶贫工作重点村，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
有50户145人。

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帮扶下，石古岭村变化
巨大。如今，石古岭村内大街小巷实现全硬
化，户户通电、通水，有线电视户户通，村
“两委”办公场所设施齐全，有保洁员清理卫
生，建设了文化健身广场、书屋。村集体也每
年有了稳定收入5万多元。有了水的灌溉，更
多村民也种上了青州蜜桃。

2016年，石古岭村“五通十有”达标，实
现了贫困村摘帽。“通过实施产业开发、建
设扶贫项目、外出务工就业等途径，2 0 1 7
年，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42户127人收入水
平已经不低于当地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脱
贫后不再享受政策。现在该村仅有8户18人脱
贫后继续享受政策。”邵庄镇党委副书记董明
强说。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张速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企业注册备案是海关服务企业、

前期监管的重要一环，企业取得资质获得进出口权
即可开展进出口活动。“模式升级、流程再造、贴
身指导、政策宣讲”，为做好企业注册审批工作，
潍坊海关连连出招，实现备案申请线上办理，备案
审批即刻办好，审批效能大幅提升。

为解决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出门办事不便的难
题，全面开展线上业务自助办理，线上申请，线上
审核，电话、微信核实问题，即时申请即时办理。
为方便企业办理，简化备案手续，全面推进“多报合
一”“多证合一”，减少审批环节，减少单证递交，资质
备案岗位制定发布详细作业指导书，统筹通用资质
和特定资质办理，一次性宣传办理政策，让企业办得
明白、办得放心。设立微信帮手服务群，提醒企业注
意各贸易国进出口政策变动，并由专人负责解决办
理问题，全天候在线解答企业问题；通过微信群发布
各类政策信息。建立联系配合机制，以云服务平台
为载体，征询企业意见，联系相关部门解决，切实
做到件件有回音，件件有落实。

今年以来，潍坊海关共办理备案审批手续683
笔，辖区进出口企业共计12849家，数量居济南关
区首位，备案审批效率提高一倍以上。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日前，诸城市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按照省级统筹，依托上级专项资金支撑，在全市17
处镇街（园区）分级分类推进益农信息社站点建
设。计划到2020年底，全市建成881处“六有”标
准（有场所、有人员、有设备、有宽带、有网页和
有持续运营能力）益农信息社。

为切实做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实施工作，诸城
市立足本市实际，坚持典型引领，以标准定任务、
以镇街（园区）为主体择优选取89处社区站打造成
示范服务标准站，在119社区服务中心，200个专业
村、472个新型经营主体及便民商超建设专业和简
易站点，在此基础上，统筹推进益农信息社站点建
设，逐步建立起以市级中心站为龙头、社区标准站
为主体、其他专业站和简易站为补充的农村信息化
服务站点布局，为农民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实现普
通农户不出社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出户就可享
受到便捷高效的信息服务，有效解决信息进村入户
最后一公里难题。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黄小龙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寒亭区以“视频连

线”的方式，促成新材料科技产业园项目、中创健
康产业园项目等4个总投资35亿元的重点项目集中
签约。今年以来，这个区转变思路，创新招引方
式，截至目前，已实现签约落户过亿元项目15个，
概算总投资约82亿元，招商引资实现“开门红”。

为更好地宣传推介寒亭，该区开发了全市首个
招商专用App。视频连线，网上签约，创新工作方
式，积极推广新研发的寒亭招商App，除此之外，
还与投资客商、在外知名人士等通过电话和邮件交
流、微信视频联络等方式保持“面不见但线不
断”，全面建立起高效畅通的信息对接机制，加大
意向项目的对接力度。疫情防控期间，先后与TS
碳纤维包覆芯导线等6个产业项目进行网上视频签
约，概算投资约59亿元。

石古岭村80%以上土地变成水浇田，更多村民种上青州蜜桃，下一步将建批发市场

让桃子在村头就能销往各地

潍坊滨海区打好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红线”守护发展“绿线”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李 芳 李长春

4月18日，诸城市贾悦镇马家河村河滩
地，11个优质果蔬大棚拔地而起，前来采
摘和批发果蔬的车辆络绎不绝。去年此
时，这片河滩还被称为“死地”，老百姓
开垦出来后种着稀稀疏疏的小麦。

马家河村网格党支部书记张守金一直
在琢磨怎么让这块“死地”变废为宝。去
年4月，他随队到昌乐、寿光等地考察现代
农业时发现，寿光不少大棚都是建在河滩
或盐碱地上。“他们能用这些地发展起现
代农业，我们怎么不行？”回来后，张守
金跟村党支部成员商量，把120亩的河滩地
收回来，通过合作社搞集中开发。

稀稀疏疏的小麦也是两碗口粮，一些
村民有顾虑。为获得村民支持，张守金牵
头成立合作社，让村民加入进来。“我们
在河西侧120亩土地上投资300多万元，打造
果蔬采摘园，通过合作社的方式号召村民

参与股份合作，单是分红就远超几亩小
麦。”张守金说。

这只是马家河村网格党支部牵头打造
的田园综合体项目的一部分，带领老百姓
致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需要充分发挥基
层堡垒作用。目前，马家河村已新建冬暖
式大棚4个，主要种植火龙果、西红柿、草
莓、扁豆；拱棚7个，种植芹菜等时令蔬
菜。“扁豆最贵时候批发价格就能达到10
块钱一斤，现在这几个棚的收入已经达到
十七八万了。”张守金说。

现在马家河村出不去的富余劳动力都
有了打工的地方。今年69岁的丁代亮和他
的妻子都在采摘园打工，两人一年能挣七
八万元钱。“俺这么大年纪了还能挣这么
多钱，这在以前可是想也不敢想。”丁代
亮说。

在诸城市看来，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提
升关键在于深入查摆分析问题短板，聚焦
组织力提升，加强网格党支部班子建设。
为此，今年3月份，诸城市开展了“基层组

织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诸城市委组
织部副部长王刚介绍，专项行动进一步加
强领导督导，各市级领导带头参与所包靠
镇街园区的整顿工作，各镇街园区党
（工）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亲自研究
部署、亲自调度过问、亲自检查指导，确
保各项任务不折不扣落到实处。

其中，石桥子镇成立了100个驻村工作
小组、18个驻社区工作组和10个工作专
班，对工作组工作半月一通报，每月一评
比，以考核奖惩倒逼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
的提升。工作组除驻村入户解难题，还发
起了一场“头脑风暴”，广泛征求村民意
见建议，组成考察团外出学习先进地区经
济发展经验。“我们社区是镇上最大的蔬
菜种植区，以前总以为自己的技术很发
达，外出参观学习后才知道是‘井底之
蛙’。我们还要组织更多党员群众到寿光
学习，回来后把社区的现代农业品牌打造
起来。”该镇西院社区党委书记孙红发
说。

诸城市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提升专项行动重在查短板促发展———

河滩地发展起现代农业

□ 本 报 记 者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沈振江

魏小慧

“ 高 新 速 度 真是太 快
了！”去年潍柴国际配套产业
园1号厂房交付，第一批集中
签约、进驻的20家企业之一龙
口中宇热管理系统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人王兆宇，见证了这里
150天由空地变高科技现代化
国际产业园区的奇迹。

奇迹产生的背后，是潍坊
高新区“不等不靠”的专班力
量。潍坊高新区创新工作模
式，通过建立专班工作推进
机制，在全区先后成立了33
个重点项目建设工作专班，
高效推进问题快速解决、项
目快速落地，大力提升技术
储备、新业态培育和城市软
环境，把“工作专班”打造
成加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斗
集群，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
量发展。

“每个工作专班都由党工
委、管委会领导牵头、各相关
部门参与，这就是一个攻坚克
难的战斗专班，专班微信群就
是各单位和企业比着干赛着干
的一个战斗集群。”潍坊高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
任赵文君说。

在专班的“不等不靠，不
推不拖”下，歌尔智能硬件产
业园项目整整提前83天开工；
18天落地20亿元的华控高端装
备制造项目，实现了“当月签
约、当月开工、当年投产”。
“每个专班都会建QQ群或微
信群，区里领导、各部门负
责同志、企业方都在群里，
有问题随时提出来，相关部
门随时回复，马上落实、协
调解决。”潍坊高新区经发
局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张培海

说。
潍坊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宋赤锋说，政

府要做好“店小二”，服务于项目、服务好企业。在专
班专办让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的同时，高新区还大力提升
技术储备、新业态培育。支持传统产业做大做强同时，
着力培育一些高成长性的“隐形冠军”和“瞪羚企
业”。目前全区有20家“隐形冠军”企业、34家储备企
业优势突出，登陆资本市场的企业总数达141家、储备
20家。

2019年，潍坊高新区GDP增长8%，高新技术产值增
长21%、占比高达78%，主要经济指标实现两位数以上
增长，创历史新高。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潍柴、歌尔
等龙头企业均保持两位数增长的良好发展势头。

同时，针对中小微企业疫情期间的资金等需求，全
力争取上级政策支持。49家企业获批公示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库入库企业，占全市28 . 3%，居全市第一；34家
企业获批山东省中小微企业升级高新技术企业财政补
助，占全市24 . 5%，居全市第一。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疫情防控与重点工作‘两手
抓’‘两不误’，聚焦主业，积极谋划，启动了一系列
科技金融惠企行动，全力以赴争政策、争项目、争资
金，按下发展‘快进键’，为高新区乃至全市实现更高
质量发展积聚新动能。”宋赤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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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海关“组合拳”

助备案审批大提速

诸城市建设881处

益农信息社

寒亭15个过亿元项目

签约落地

□记 者 宋学宝
通讯员 张金华 胡春凤 报道

本报安丘讯 近日，山东省能源局公布2020年
度省能源节约专项资金入围名单，安丘市入围全省
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重点县（市、区）名单，是全
省唯一被列入名单的县级市，获得上级资金补助
400万元。安丘市华玉新能源有限公司“太阳能”+
多能互补清洁供热项目成功入围“绿动力计划”名
单，获得上级补助资金93万元。

安丘市绿色能源应用起步早，门类全，截至目
前，已初步形成了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三位一
体”的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格局。下一步，该市将科学
编制重点县（市、区）资金使用方案，充分发挥资金乘
数效应，全力推广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的示范应用。

安丘成为生物质能源

推广应用重点县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16日，潍坊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就出台的《潍坊市公共健身设施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行解读。《办
法》着重规范了规划建设、维护管理、监督检查三
个方面的内容，为推进公共健身设施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提供了法治保障。

近年来，潍坊市把全民健身工程作为一项重要
的民生事业，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截
至目前，全市6325个行政村（社区）建成健身设
施，基本实现全覆盖，中心城区已建成“10分钟健
身圈”，为群众健身休闲提供了有力保障。但随着
公共健身设施数量的持续增加，在管理过程中也出
现了管理不到位、维修维护不及时、过度使用、人为
损坏等问题。为此，《办法》明确了主管部门、管理单
位和设施使用者三方的责任和义务，力求扭转当前
公共健身设施管理不力的局面，推进全市公共健身
事业健康发展，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

推动公共健身设施

管理规范化科学化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锡文 报道
有着“中国樱桃之乡”称号的安丘市石埠子镇近期进入樱桃收获季节。该镇樱桃种植总面积达到2万多亩，近两年，他们积极拓宽销

售市场渠道，通过电商平台培植网络销售新的增长点，樱桃销往全国各地。
图为石埠子镇豆角地村樱桃种植户李军连在大棚内展示刚采摘的樱桃。他的樱桃采摘后装盒外运，销往上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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