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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胡丽萍 孙雪榕

5月11日，在位于沂源县大张庄镇的山东
尊海食品有限公司大三地村扶贫车间里，一排
排果蔬青翠欲滴，30多名工人正在埋头赶制果
蔬脆片。

“复工后，大家都铆足了劲，目前一天就可
以生产40多吨。”尊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
长海说。

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袭来，大张庄镇及
早谋划扶贫车间项目复工复产，却普遍遇到没
工人、没订单，复工难复产的困难。为此，大张
庄镇党委政府在积极有序指导企业复工的同
时，还当起“业务员”，帮企业代跑订单、找资
金。

“能够顺利复工复产，得益于政府的大力
支持。尤其是政府帮我们‘跑’来的第一单生
意，真是解了燃眉之急。我们将加紧生产，尽快

恢复产能。”陈长海说，完全复产后，企业可解
决120人就业，带动300户以上贫困户增收。

今年，大张庄镇还将依托尊海食品有限公
司，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订单农业模式，
计划在各村建设秋葵、莲藕、萝卜、菜椒、土豆、
紫薯等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

“‘因地制宜，一村一品’，预计建成后可覆
盖20多个村，可以更好地巩固脱贫成果。”大张
庄镇党委书记岳伟说。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环。
今年三四月份，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曾多次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并提出要着力下足绣花功
夫，注重吸纳贫困群众参与扶贫产业项目生产
经营、从中分享收益，建立健全贫困人口第一
时间发现和帮扶脱贫长效机制。

大沟村是沂源县的经济薄弱村。村里的特
色扶贫产业项目“柿柿红”煎饼坊虽然规模不
大，但目前已带动本村20余名贫困户实现就近
就业。57岁的“煎饼大妈”毕玉玲就是第一批通

过“摊煎饼”脱贫的贫困户。
倒入煎饼糊子，用篦子摊开、翻面……30

秒，一阵阵煎饼的香味扑鼻而来。在“柿柿红”
煎饼坊院子里，毕玉玲正在熟练地烙煎饼。虽
然是疫情期间，但煎饼的市场需求有增无减。
自2月26日复工复产后，煎饼坊的女工们格外
忙碌。

“一天挣70元，一个月下来就是2000元左
右，这对俺庄户人来说是一笔不少的收入。”毕
玉玲提起眼下这份工作笑眯了眼睛。

记者从淄博市扶贫办了解到，截至目前，
淄博市2014年—2018年建成的1055个项目全部
见效，实现收益8946 . 98万元，惠及建档立卡贫
困户10 . 04万户20 . 39万人。

“决战脱贫攻坚的脚步不能停。部分产
业扶贫项目虽然规模不大，但给广大群众和
贫困户带来的增益已经初步显现。今年是脱
贫攻坚收官之年，不仅要夯实各级部门的主
体责任，形成强大合力，还要对已建成项目

加强管理，克服疫情影响，确保达产达
效。”淄博市委副秘书长、市扶贫办主任冯
丽萍说。

2019年，淄博市印发《关于规范提升扶
贫产业项目的意见》《关于加强2019年度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规范了
项目管理运营，提高了产权清晰率、资产收
益率、收益分配率、贫困群众知晓率，确保
产业项目规范运行、稳定收益。同时，为了
推进产业扶贫示范园建设，培育扶持扶贫龙
头企业，激励市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建
设，今年3月，淄博市还给予全市11家省级扶
贫龙头企业、46家市级扶贫龙头企业、3家小
微扶贫站点一次性生产补贴，共计202万元。

“我们将继续加强与扶贫龙头企业、小微
扶贫站点对接联系，做好服务，积极化解疫情
对脱贫攻坚的不利影响，并加快推进2020年产
业扶贫项目建设，力争9月底前基本完工。”冯
丽萍说。

不断档 复工忙

小微扶贫点花开淄博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王学君 郭淑格 报道

本报淄博讯 “淄博新厂建成后，公司产
能将扩大两倍，年销售额突破两亿元。”5月13
日，深圳志凌伟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叶
宗和介绍，落户淄博市高新区电子产业园的柔
性超薄大尺寸触摸屏项目，总投资两亿元，厂
房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年产12万套
柔性超薄大尺寸触摸屏规模。

深圳志凌伟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项
目运营公司和合作载体，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
专注于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大尺寸触摸屏的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自主专利270多项，产
品主要涵盖32英寸至110英寸触摸屏。公司还自
主研发了国内首款86寸金属网格铜多点电容
柔性触摸屏，产品广泛应用于智能终端设备、
车载触控、军工控产品、智能家居等领域。2019
年初，志凌伟业在国际消费电子展上获得了

“全球ＣＥＳ创新奖”。
然而，这样一家业内知名的高科技企业落

地淄博并非一帆风顺。江北营商环境较南方有
一定差距，志凌伟业起初对于淄博高新区的招
商邀请也是兴致不大。“招商不能一蹴而就，要
结合企业和高新区优势精准发力，更要锲而不
舍。”高新区投资促进局招商部主任苏秀琴说，
从2018年与企业接上头，到2019年10月企业负
责人来淄博考察就用了一年的时间，其间全局
上下合力，与企业开展了无数次对接沟通。

“经过前期来淄博的几次考察，我们感受
到这里的产业生态和营商环境都超出预期。”
叶宗和告诉记者，电子产业园里众多的电子企
业将为新产品的集成电路实现就近供货，进一
步完善的产业链也将为公司拓展国际市场提
供更强大的产量后盾。淄博市高新区投促局与
行政审批局联合全程跑腿代办公司注册、项目
建设等手续，更让这家外地企业感受到满满的
诚意。如今项目已于今年3月份开工，目前正在
紧张建设中。

4月20日，淄博市提出“实施‘一号改革工
程’对标学习深圳优化营商环境改革攻坚”，“六

个一”平台招引机制改革攻坚中要求组建专业
化招商队伍，遵循市场规律、产业形成规律、企
业成长规律、项目落地规律招商引资，促进全市

“双招双引”更加专业、精准、高效，在招大引强
培新上搞突破，推动产业链式集群发展。

目前高新区按照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
等区域组建精干、专业、稳定的专职招商小分
队，在北京、上海、深圳设立3个招商联络处，每
月驻外时间不少于21天，精准发力智能制造、
科技金融、生命健康等产业领域，招商脚步走
得更远、更实。

当前疫情形势依然严峻，经济大环境下
行，招商的步伐更加不能停。今年以来，高新区
利用现代化通信手段，已积极开展“屏对屏”

“线连线”网上招商洽谈６０余场。疫情稳定后，
第一时间“走出去、请进来”开展精准招引，赴
上海、苏州、深圳等地开展专题招商活动１０余
场，接待来访客商３００余批次，达成投资意向
100余个。

在淄博全市一季度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

上，高新区招商引资数字可喜。截至目前，完成
省外到账资金17．５亿元，同比增长146％；外资
到位１．０５亿美元；签约重点招商引资项目3８
个，总投资２８２亿元。

其中，高新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魏玉
蛟的“助攻”功不可没。今年以来，魏玉蛟先后
赴深圳、上海、苏州、成都、广州、厦门、南京等
地开展有针对性的招引活动10余批次，拜访企
业６0余家，洽谈项目40余个，外出签约项目9个，
总投资103．87亿元。

淄博高新区工委委员、投资促进局局长
李秀清介绍，下一步除了继续发力省外，高
新区的招商引资视野将更加开阔，组建国际
招商部，招聘外语专业人才，加强境外招商
专业队伍建设，并拓展境外招引平台，选聘
一部分境外知名人士或境外中介机构，作为
高新区外资招商代表，帮助开展外资项目和
海外人才引进工作，不断拓展招商渠道，以
资引资、以贸引贸，进一步扩大开放型经济
规模。

淄博高新区省外吸金17．５亿元，同比增长超一倍

让招商脚步走得更远更实

□ 本报记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闫盛霆 刘峰

山顶柏树戴帽，山腰山花烂漫。5月15日，
趁着孟夏初晨的最后一丝清凉，记者驱车来
到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梦泉村。踏着蜿蜒、古
朴的青石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便是杨玉水
家的几处青砖灰瓦民宿。

“没有乡村民宿，就没有俺的好生活。去
年一年的营业额就有十多万元呢！这真是做
梦都不敢想的美事哩。”年近六旬的梦泉村建
档立卡贫困户杨玉水笑着告诉记者。

简单寒暄后，满头大汗的杨玉水便又一
头扎进屋里，忙着收拾起房间。虽然上了年
纪，杨玉水干起活来却不含糊。从被褥整理到
清洁消杀，他应付起来游刃有余。

2019年，借着村里开发“梦泉景区”，连片
打造乡村民宿的“东风”，杨玉水把家里的老
宅子重新进行归置，改造成了民宿。

过去的“山旮旯”，如今摇身一变成了“聚
宝盆”。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慕名而来，选择
到乡村民宿过假期、度周末。“本来心里还打
鼓，没想到去年旅游旺季，客房天天爆满。”杨
玉水说，而且随着疫情趋于稳定，“今年生意
也逐渐有了起色，预约订单多了起来。”

在梦泉村，因吃上“民宿饭”而受益的不
仅仅是杨玉水。近年来，太河镇梦泉村利用国
家级传统村落的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民宿，依
托3A级景区——— 梦泉生态旅游区，相继建设
了梦泉山庄民宿、幸福嵧民宿等精品工程5
家，直接吸纳村内建档立卡贫困户50余人，间
接带动贫困人口就业130余人，人均年收入
1 . 1万余元。

过去靠种地为生的农户，如今一下子成
为拿房屋租金、务工薪金和收入现金的“三金
农民”。乡村民宿正成为群众致富脱贫的法
宝。

无独有偶，在距离梦泉村不远的下端士
村，从盘活闲置村内房屋资产开始，修旧如
旧，鼓励开办“农家旅馆”“农家餐馆”“民俗
园”等。如今，下端士村依托产业扶贫，新建了
海棠山舍等5套民宿和餐饮中心，实现旅游餐
饮住宿“一条龙”服务。

“通过固定收益方式，村里每年都可以为
贫困户分红。”太河镇下端士村党支部书记肖玉爱说。

不仅如此，民宿项目的建设，也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就近就业的机
会。“目前村里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都在民宿工作，只要踏实干，每年
工资加分红就有一万多元。不仅基本生活保障问题解决了，大家的精
神头也越来越好。”东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韩吉强介绍。

东庄村在西河镇东北部，位于淄博市最大的水源保护地——— 太
河水库上游西岸，是省“十二五”重点扶持贫困村。2016年，东庄村
成立了东庄民宿。去年，东庄村不仅增设啤酒节活动，还因地制
宜，实行了“以房养老”精准扶贫模式。

成立东福来以房养老专业合作社后，东庄村的留守老人、贫困
户将闲置房屋流转到合作社，统一修缮后用于乡村民宿开发。通过
利益分成，每户年均增收5000元以上。

在“东庄民宿”工作的贫困户赵金芳高兴地告诉记者：“家门
口上班，方便不说，钱还不少拿。现在，不仅每月有工资，每年还
能分红。大家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随着更多的村民加入，过去无人问津的村落如今发展成为有活
力的民宿旅游村。民房变客房，村民变股东，淄川区通过进行民宿
示范村建设，间接带动贫困群众致富，一幅脱贫奔小康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截至2019年底，淄川区通过民宿项目安置近千名贫困人口
就业，带动1 . 3万余人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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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高增峰 报道

本报沂源讯 “各位亲，俺们大棚的樱桃熟了！又大又甜
又脆，欢迎订购品尝！”熟练的网络用语，加上略带沂源味儿的
普通话，57岁的陈学花就这样对着自家的樱桃开始录制视频，
录完了发送朋友圈，再和大家互动，不一会儿就接了十几个订
单。

从4月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网上卖货就成了陈学花每天
必不可少的工作。她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网红”，大伙儿都
叫她“樱桃姐”。

要说以前，陈学花可不懂这些。2014年，在外经商多年的
陈学花回到家乡，发展樱桃种植，她先是种植了4亩大田樱桃，
2016年又发展起两亩大棚樱桃。最初她是和丈夫拉着樱桃去
临朐樱桃市场卖货，樱桃存不住，去了价格合适得卖，不合适
也得卖，没什么自主可言。

随着种植规模的扩大，陈学花不再满足于以往“挎着提篮
找市场”的销售模式。从2017年开始，这个60后农家女赶时髦，
学起了网络知识。一开始陈学花连怎么上微信、怎么发朋友圈
也不会。初学的时候，陈学花老是打错字，还闹过不少笑话。

凭着一股子钻劲儿，陈学花逐渐摸通了网络销售的门道，
积累了不少客户，每年通过网络渠道卖樱桃可达3000多斤。生
意越做越好，陈学花还不忘将客商介绍给周边的乡亲们。如今
在她的带领下，当地每年有4万多公斤樱桃销往全国各地，年
销售额达到120多万元。

在沂源，大樱桃种植面积达6万多亩，有红灯、美早、红蜜、
乌克兰等20多个品种，年产樱桃3000万公斤。燕崖镇作为江北

集中连片发展有机大樱桃面积最大的镇，樱桃种植户占全镇
果农的95％以上，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大樱桃专业营销市场
之一。如何把樱桃卖得更好？

“鼠标一点销万斤，樱桃网上游九州”。近年来，沂源
县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拥有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过亿
元的企业3家、过千万元的电子商务企业40多家，2019年全
县电子商务交易额31．68亿元，同比增长50％。依托逐渐成
熟的电商平台，沂源大樱桃畅销北京、上海、广东、新疆、
辽宁等20多个省市，并远销欧美、东南亚等20多个国家和地
区，年大樱桃交易额超6亿元，相关从业人员年均收入两万
元，大樱桃已成为这里农民增收、脱贫奔康的“致富果”。

如今的电商模式更加灵活，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
带货也成了农产品电商销售新模式。最近，陈学花又在抖
音、快手、淘宝等网销平台开直播。虽处疫情之下，但陈学
花的生意几乎没受影响，反而卖得更好。“多的时候一天能
接到100多单，最远能卖到西藏、广州，最贵的美早能卖到
每斤60元，比往年价还高哩！”陈学花忙得不亦乐乎，今年
已网销樱桃超1万斤。

“通过‘樱桃姐’的成功，我们镇上也在积极抓住这种
良好的态势，邀请上级有关部门和‘沂源人家’等电商平
台，对樱桃种植户进行电商培训。”燕崖镇宣统委员唐永军
笑着说，受疫情影响，虽然来采摘的游客减少了，但通过网
销带动，樱桃的价格倒比往年更好一些。

“樱桃姐”说，网络让深山里的好东西有了外销的桥梁，接
下来，她希望带动本村和周边更多的乡亲们一起多学习网络
知识，让大家把樱桃销得广、销得畅，腰包更加鼓！

带动乡亲每年网销樱桃超4万公斤

会直播、能带货的60后“樱桃姐”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魏金辉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6日，淄博市高新
区西门子—莱茵科斯特中德工业物联网
研发制造基地项目现场，人头攒动，伴随
着多台大型机械的轰鸣声，正式拉开项
目建设序幕。

在山东省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动淄
博分会场开工仪式中，与中德工业物联
网研发制造基地项目一同开工的还有
5G陶瓷滤波器和5G陶瓷天线项目、天
齐·创新创业中心项目等其他34个重大
项目，总投资221亿元。

“项目从协商洽谈到落地开工前后
不足3个月的时间，速度之快、效率之高
在西门子集团内部也创造了一项纪录。”
西门子数字工业软件公司大中华区副总
裁王文华说，对于近年来，省市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打造政策洼地的一系列动作，
企业深受感召和鼓舞，“我们将以此次集
中开工活动为契机，加快项目建设进度，
确保年内一期项目竣工投用，完成投资
超过13亿元。”

总投资21 . 1亿元、规划用地约227亩
的中德工业物联网研发制造基地项目建
成后，将在国内率先实现在一个城市贯
通中职-高职-本科德国双元制教育体
系，研发制造国际领先的高端智能实训
装备，对重大项目提供技术支撑和工业
服务，培育智能制造高技能实用型人才。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的35个重大项目包括高端
平台类项目7个，总投资101 . 5亿元，主要包括工业物联
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装备的研发生产和
综合保税区配套加工基地等；产业转型升级和延链补
链强链类项目21个，总投资87亿元，涵盖战略性新兴产
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现代服务业、高效农业等领域；
补短板强弱项项目7个，总投资32 . 5亿元，涉及医养健
康、固废危废处理、血浆采集、全民健身等领域。

“对这些项目，淄博市将实行顶格协调、专班推进、
‘点对点’服务，抢工期、拼进度，力争早日建成达效，
为全省重大项目建设贡献淄博力量。”淄博市委书记
江敦涛表示。

三
十
五
个
重
大
项
目
集
中
开
工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11日，山东省重点外商投资项

目集中签约仪式以“主会场＋各市分会场＋投资方签
约代表视频连线”方式举行，其中淄博市签约的6个
外商投资项目，总投资12．93亿美元，合同外资6．39
亿美元。

据了解，此次集中签约的6个项目均为省“十
强”产业项目，涉及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现代农业、新能源等领域。

今年以来，淄博市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全力
实施双招双引和对外开放赋能行动，一批大项目、好
项目集中网签、开工。在当前奋力推动二季度逆势上
扬的关键时期，本次签约为招商引资工作进一步挂上
了“加速挡”，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了新动力。

总投资12．93亿美元

6个外资项目集中签约

□记者 刘磊 报道
本报淄博讯 5月8日，中国国家地理·淄博营地

项目签约暨开工仪式在淄博市博山区举行。
近年来，淄博市大力推进文旅重大项目建设和招

商引资工作，精准对接国际国内一流文化旅游投资公
司、运营管理公司，博山陶琉古镇项目、乡伴文旅集
团“红叶柿岩”乡村振兴示范区合作项目等一批文旅
项目相继落地开花。

《中国国家地理》作为国内“自然地理科学”的
影响力品牌，集合了众多中国顶尖科学家、作家、资
深内容团队、全球优秀摄影师。此次签约落地的中国
国家地理·淄博营地项目是《中国国家地理》在国内
打造的第一个营地项目。项目将以深厚的淄博文化为
根基，深入挖掘淄博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着力打
造国内稀缺的呈现淄博本土文化和自然科普以及户外
运动的优质目的地。

《中国国家地理》

国内首个营地项目落地淄博

□记者 杨淑栋 通讯员 高中贺 报道
本报淄博讯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驻淄高校毕业

生招引工作，中共淄博市委组织部、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和市就业服务中心，于5月18日至22日，举
办“淄博－名校人才直通车”驻淄高校线上招聘周活
动。

本次活动分为山东理工大学站和淄博职业学院
站。其中，山东理工大学站活动重点面向本科及以上
学历高校毕业生，淄博职业学院站活动面向大专（高
职）类毕业生，两场活动同步举行。本次招聘周活动
共组织136家企业参加，提供招聘职位4402个，其中
专科生需求3003人、本科生需求1336人、硕士生需求
63人。具体招聘信息可登录山东理工大学和淄博职业
学院的学校网站查看。

“淄博－名校人才直通车”

驻淄高校线上招聘周开始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冯萍 报道
本报淄博讯 近日科技部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备

案众创空间名单，淄博市张店区IUIA鲁中国际创客
中心上榜。

据了解，IUIA鲁中国际创客中心是由张店区政
府联合IUIA国际大学创新联盟共同搭建的创新创业
服务平台。创客中心以“三零政策”“六免服务”为
创业者开辟绿色通道，并为他们创新创业提供办公空
间、创业指导、渠道资源，实现真正的“零成本创
业”。创客中心现有在孵企业共计35家，企业主要涉
及科技类、医药大健康、高新材料、互联网智能、文
化创意等产业。

张店区新增一家

国家级众创空间

□记者 刘磊 通讯员 刘涛 报道
5月16日，夜幕降临，位于淄博市张店区的玉黛湖景区华灯初上，各式各样的花灯让人目不暇接。经过4个月的紧张

筹备，玉黛湖景区以夜经济为主题的声光电、娱乐、餐饮等系列项目开始试运营。图为玉黛湖景区的花灯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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