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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张 雷

“全市现拥有省品牌产品268个，省服务
名牌60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绿色工厂
拥有数量均居全省首位。”这是5月9日，泰安
召开的全市2020年“中国品牌日”新闻通报会
上公布的一组数字。

一个地级城市何以拥有如此多的名品牌？
源于近年来，泰安市委、市政府对质量品牌工
作的高度重视。

当地建立完善了质量强市、质量提升和品
牌建设综合协调推进机制，形成党委领导、政
府主导、部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大
质量工作格局。

先后出台《泰安市质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关于加强泰山（泰安）品牌建设的实施意见》
《关于全面推进泰安标准化工作改革发展的实
施意见》《关于培植工业领军企业50强的实施意
见》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明确工作目标，落实工
作责任，确保质量提升工作落到实处。

2018年-2019年，泰安财政更是拿出1600余
万元对获得驰名商标、质量品牌、区域公用品
牌、专利金奖、知识产权以及主持参与制修订
标准的企业给予一次性奖励。近年来已为42家
新建设的创新平台兑现奖励资金2100万元。近3
年，对84个标准化项目奖励资金394万元。

同时，建立质量增信融资制度，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质量守信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2019年，全市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总额9 . 46亿
元，其中专利权质押合同登记45项，专利权质
押融资额近4 . 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6%和
280%；商标质押登记7项，融资额4 . 8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75%和920%。

在品牌创建过程中，泰安更加注重本土品
牌的标准化建设。

全市已建成国家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17
个，在政务服务、医保、旅游、养老、公共交
通等领域建成8个国家级服务标准化试点、29
个省级服务标准化试点。

其中2019年“国家级索道运营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通过现场评估验收，成为全国首个
国家级索道运营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并顺利
完成国内首个旅游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城市的
建设任务。

截至目前，泰安共主持或参与制定国家标
准114项、行业标准127项、地方标准201项，组
织制定团体标准36项；康平纳、鲁普耐特、泰
安路德、泰山石膏等企业正在主导或参与制定
一批国家或行业标准，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振兴泰安工业经济发展更好地发挥标准引领作
用。

受益于当地品牌建设的浓厚氛围，山东省
机械产品再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山东省土
工材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相继落户泰安。

如今，泰安品牌培育成效显著。2019年，
泰安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上升3个位次，跃
居全省第6位；企业创新指数上升8个位次，跃
居全省第3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居全省第1位。全市规
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由2018年底的
36 . 89%增长到44 . 31%，居全省第6位。

泰安现拥有山东省名牌产品268个，山东
省服务名牌60个。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绿
色工厂拥有数量居全省首位。

泰安在2019年中国城市品牌评价百强中位
列第 3 8位。泰安被评为“山东省食品安全
市”；被国家标准委确定为全国第二批参与
“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城
市，是全省5个试点城市之一。

为保护好泰山品牌，当地严查违法行为。
2019年，泰安市政府印发《关于在市场监管领
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工作的实施意见》，成立了由市、县（市、
区）政府及市直部门25个单位组成的全市“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联席会议，组成17个
检查组开展抽查检查工作。

市市场监管局整合执法职能，组建综合执
法支队，开展对食品相关、电线电缆、防爆电
气、砂轮、危险化学品及其包装物、容器等6
类重点工业产品专项整治。组织两次生产领域

市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抽查涉及电线电
缆、硅酸盐水泥等17类产品，253家企业，281
批次产品，抽查合格率99 . 4%。

市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信用红黑
名单制度、加快推进信用联合奖惩工作体系建
设的通知》，明确提出准确把握红黑名单认定
标准、严格建立红黑名单发布制度，同时，依
托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全面归集各类“双公
示”及“黑名单信息”，截至目前，累计归集
全市49个部门和单位及省级反馈的有效信用信
息9900万条。其中，“双公示”信息23万条，
“红黑榜”信息511万条。

同时，建立部门与行业协会、企业联动机
制，严厉打击假冒品牌产品的违法侵权行为，
为品牌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2019年，全市新增注册商标11575件，比上

年增长68 . 8%，国内有效注册商标总量达到
41558件；全市专利申请量7533件，专利授权量
4325件，每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3 . 82件。
该市获中国专利优秀奖项目1项。

截至目前，泰安拥有中国驰名商标总量达
到53件，位列全省第7位；地理标志商标总量
达到51件，全省排名第5位。全市马德里国际
注册商标总数达73件。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绿色工厂拥有数量居全省首位

“泰山品牌”叫响全国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涛
本报通讯员 赵洁 李栋

近日，记者在新泰市果品路便民市场项目
建设现场看到，推土机、挖掘机来回穿梭，施
工人员正熟练地平整土地、和沙拌泥……一派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这是新泰首家实现商品全过程追溯的一
品一码智慧农贸综合体，保障从农田到餐桌的
‘菜篮子’食品安全。”据青云街道银河社区
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秉进介绍，该项目总
投资7200万元，占地面积6660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15031平方米，是地下一层和地上四层组成
的农贸综合体，并配套了地下车位及冷储设
备。项目建成运营后，将解决果品路、明珠路

马路市场造成的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差等问
题，有利于提升城市文明形象，促进长效管
理，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近年来，新泰市将全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
作为民生工程来抓，按照“智慧化运营、场景
式体验、互动式营销、人文化服务”的理念，
在农贸市场软硬件上进行提升；并统一配备快
速检测室，实现对当日销售食材的快速抽检，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菜篮子”安全。

山东恒正惠佳市集公司与新汶街道张庄社
区合作，依托便民农贸市场改建的“商超”农
贸市场也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中。

恒正惠佳市集公司是新泰市为加快推进城
区农贸市场升级改造步伐，专门寻求的合作伙
伴。根据框架合作协议，今年10月份以前，恒

正惠佳为新泰打造出标杆样板市场，以此作为
全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和运营的标准，推动建
设一批涵盖批发、零售、社区便利等不同业态
的标杆市场，实现农贸市场的大提升、大发
展。

“我们还将与孙村社区联合建设一处不少
于5000平方米的标准化中央厨房，能同时满足
全市5万到8万名学生的配餐需求，打造团体供
餐配餐模式的样板标杆。”据恒正惠佳总裁孙
彬介绍，下一步，依托新泰通天街市场，结合
本地一些特色小吃，采取网红直播带货和线上
踏店模式，他们还将打造一个网红小吃街，作
为第一批改造的亮点工程。

在农贸市场改造提升工程中，新泰市通过
与市属国有企业合作，成立菜篮子供应链运营

公司，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积极制订配
套的马路市场长效治理以及农贸市场升级改造
奖励补助政策，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引入智慧
管理手段，实现对入场禽肉统一赋码，全程可
追溯。

“农贸市场牵系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子，是
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更是衡量民生改善
状况的标尺。我们将对城区农贸市场实施改造
提升工程，按照建设标准化、经营专业化、管
理智慧化、服务规范化的要求，新建7处、改
造提升8处农贸市场，全部达到‘价公示、源
可溯、联成网’标准，真正把幸福装进群众的
‘菜篮子’。”新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
记、局长吴钦瑞说。

15家城区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实现“价公示、源可溯、联成网”

新泰：把幸福装进群众“菜篮子”

□ 本报记者 姜言明 刘 涛
本报通讯员 李胜男 王守奎

肥城本土企业“长大了”！泰鹏集团前身
为县毛巾厂，历经20年发展，如今主打产品无
纺布国内市场占有率26%，居国内第1位。鲁泰
建材科技过去是县水泥杆厂，目前硅酸钙板产
销规模江北第一……

2019年，该市纳税过亿元企业达13家，与
2016年相比增加了1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00
家，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2家、省
级“冠军”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累计达

到10家。
作为防疫物资原材料生产企业，山东泰鹏

集团一直没有停工停产。因公司产品大都销往
国外，疫情期间集装箱上不了路、进不了港，
经该市有关部门积极协调，为企业办理了5个
高速通行证，解了燃眉之急。

“今年一季度，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7%。”4月23日，山东泰鹏集团党委副书记闫
增涛向记者介绍，“我市优渥的营商环境是企
业‘长大’的助推器”。

肥城市委书记常绪扩说：“我们突出企业
的市场主体地位，始终全力打造优渥营商环

境，做到企业需要的时候无处不在，不需要的
时候无声无息，以企业培植的动能，引擎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肥城，快速崛起的不仅有泰鹏、鲁泰，
由小做大、由大变强的本土企业比比皆是。由
轻工机械厂华丽转身而来的肥城金塔机械有限
公司，曾一度濒临倒闭，改制重组后，企业专
攻技术突破，酒精设备制造技术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成为国家第三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企
业；山东一滕新材料是国内最大的纤维素醚生
产研发基地，省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5%。

今年，该市在重点工作攻坚中聚力产业突

破，将企业培植牢牢抓在手上，以纳入泰安市
级领军企业和创新企业“双50强”为重点，明
确了“市级抓领军，分级抓骨干”的培植思
路，形成梯次发展格局。50家重点企业由市级
包保，325家企业由部门和镇街靠上服务，帮
助企业快速崛起。借力资本市场助推企业跨越
发展，对在不同层级股权市场上市、挂牌的本
土企业，给予1000万元至5万元不等的补助。今
年一季度发放补助资金500万元。

肥城市委副书记、市长殷锡瑞告诉记者：
“我们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扮好‘店
小二’角色，让企业长寿、健康、赚钱。”

政府当好“店小二”，13家企业年纳税额过亿元，肥城———

“小作坊”逆袭成全国“单项冠军”

□记者 姜言明 曹儒峰
通讯员 张肖锦绣 王玉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这次企业开办太顺利了，

不光节省了刻印章的费用，还拿到了实实在在
的‘政策包’！”5月8日，在泰安市政务服务
中心，鼎松市政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负责人焉兆
菊从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宋鸿鹏手中接
过一份手提“大礼包”，让她倍感惊喜。

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新近推出惠企服
务，为新开办企业赠送“惠企直通政策包”。记者
看到，“政策包”里包括营业执照证书、免费刻制
的印章、税控盘、发票、惠企政策汇编材料等。惠
企政策汇编材料中集合了双招双引、项目建设、
金融信贷等9大项惠企政策的二维码，企业可扫

码查看相关具体政策。“我们将企业开办申领的
证照、材料、公章以及接下来将用到的信息打包
服务一次性交给开办企业人，以进一步提升企
业开办的便利度，把中央和地方惠企的政策及
时、精准地送到企业手中。”泰安市行政审批服
务局市场准入科科长焦恩锋介绍。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办便利度，
降低企业开办成本，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决
定自5月8日起，为在泰安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立
登记的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制印章服务。服
务适用于泰安市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专
区”新设立登记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合伙
企业，印章种类包括企业公章、财务章、发票
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各一枚。

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近年来，泰安市
按照“一次办好”改革要求，积极探索、创新
制度、再造流程。从企业群众视角出发，率先
以市场准入领域“证照通办”改革为试点，同
时配套进行了市县同权、一窗受理、联合勘
验、一件事一链办等方面的改革探索。目前企
业平均用时减少 6 2%，提交材料时间减少
46%，跑腿次数减少70%以上，部分事项实现
“零材料”“零跑腿”，办事成本下降70%以
上，企业满意率达到100%。

“只有企业好了，我们的市场才有活力，
下一步，我们还要大力推进市县同权、一业一
证、拿地即开工等改革举措，真正让‘泰好
办’政务服务品牌落地开花。”宋鸿鹏说。

企业领到“惠企直通政策包”

泰安为新开办企业免费刻制印章

扫描二维码，了
解更多相关内容

□刘涛 张琪
范宏亮 报道

5月的岱顶，海棠花开，引
人驻足。据了解，岱顶海棠林
起源1960年人工造林，面积140
余亩，主要集中在岱顶碧霞祠
周围。为了保持这特有的景
观，近年来泰山景区积极开展
生态修复及林木复壮研究，持
续实施岱顶景观提升和海棠林
综合保护工程，通过对老熟林
木除菌、除虫、增施营养液进
行复壮，同时在林间空地不断
补植新生树株，尽量使泰山这
一自然奇观得到延续。

□曹儒峰 付刚
施圣涛

“项目融入国家新旧
动能转换发展战略，属于
国家鼓励发展的新能源汽
车关键零部件制造业。”5
月6日，在泰开智能制造项
目工地，项目现场负责人
张敏介绍，项目由山东泰
开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投资
1 . 5亿元建设，投产后预计
年可新增销售收入1亿元、
利税2000万元，安置就业
200余人。

泰安市泰山区抢抓攻
坚改革机遇，用好政务软环
境，一批新业态、新动能、创
新型项目陆续签约、成立、
开工建设。如今，高质量发
展成为泰山区产业转型升
级的新路径。

“这些具有核心竞争
力的项目是泰山区新旧动
能转换的新引擎，将成为
推动全区高质量发展的增
长极。”泰山区委书记赵
斌表示，结合自身资源禀
赋和优势，泰山区加快实
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用新技术、理念，在
产业发展中融入创新活
力，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
能。

早在2月份，泰山区从
100个“四个一批”建设项
目中精选出10个“龙头”
项目，总投资62 . 6亿元，
包含国家先进印染技术制
造业创新中心、养心谷等
在内的项目集中开工，奠
定全区全年经济社会稳定
健康发展开好头、起好步
的基础。

室内空气净化装备生
产制造基地项目签约；泰山基金小镇揭牌成立；
全省重点建设项目泰安智慧健康产业园项目在泰
山经济开发区开工建设……初夏时节，走进泰山
区，在多个项目现场，明显地感受到发展的节
奏。

让项目引得来、落得下，营商环境是关键。
泰山区聚焦转变政府职能，聚力流程再造，深化
审批制度改革，帮助企业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打通企业群众办事的堵点、痛点、难点。“构建
高效的政务生态圈是泰山区政务软环境的攻坚目
标和方向。仅去年就有1 . 33万户市场主体享受到
就近办理的便利。”泰山区行政审批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

泰山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现
“一枚印章管审批”，解决部门职能交叉、责任
不明晰的问题。推进“一扇门”改革，将与企业
群众密切相关的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区政务大厅集
中办理。目前，区政务服务大厅进驻部门（单
位）27个，进驻各类事项276项。

优化项目立项等120余项行政许可，梳理删
减400余份申请材料，取消150余个办事环节，总
体办理时限压缩2/3以上。审批服务“进街道
镇、进社区、进商圈、进银行网点”，个体工商
户登记、食品经营许可等5项高频事项委托到7个
街道镇和21个试点社区村办理。

据统计，截至3月底，泰山区市场主体总数
为10 . 3万余户。1-3月份，新增注册资金5000万元
以上企业24家，注册资金1亿元以上企业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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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涛 通讯员 翟峰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0日，首届泰山云上庙会

新闻发布会在泰安市岱庙信道堂举行。在这场别
开生面的发布会上，泰安本地抖音达人纷纷穿上
汉服走进岱庙。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以“大
美泰山·云上庙会”为主题的泰山云上庙会将于5
月16日至24日举办，届时大家可以通过网络直
播、微视频、图文资讯等形式逛泰山庙会。

据了解，泰山东岳庙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
影响最大的庙会之一，自1986年泰山东岳庙会恢
复举办以来，影响越来越大，辐射到韩国、日本
和东南亚国家，2008年泰山东岳庙会被列入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至2019年已成功举办了
11届，成为泰安文化旅游的一个品牌。

本次庙会大胆创新，以“互联网+传统庙
会”的概念，以网络直播、微视频、图文资讯等
形式推出首届“泰山云上庙会”，突破地域限
制，全国乃至全球游客都可以通过逛“云庙
会”，更直观地目睹泰安旅游风采，了解泰安文
化，购买泰安旅游产品。

本届云上庙会，将全方位展现泰山传统特色
农副产品、非遗文化产品，用“互联网+庙会+
农业”的形式，打造泰山人气最“火”、趣味最
“足”的当地特色产品，用直播带货、线上销售
的形式破解销售难题，助力乡村振兴，让泰山特
色产业搭上网络快车走向全国。

首届泰山云上庙会

16日启幕

□记者 刘涛 通讯员 李鑫 报道
本报泰安讯 5月10日，泰安市司法鉴定行

业视频系统正式启用，目前这一系统已开通至各
鉴定机构，实现了市司法鉴定协会与各鉴定机构
的互联互通，这在全省属于首次。

视频系统不单单利用投影、平板进行交流，
随身携带的手机同样可以登录使用。今后，各鉴
定机构可通过该系统进行学习培训、会议研讨、
专家会诊、案情讨论、线上结案、线上出庭等工
作。

泰安在全省率先启动

司法鉴定视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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