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贾瑞君
本报通讯员 于佳 李敏 任文盼

5月21日，在中石化胜利油田石油开发中
心的未动用区块，一口名叫利886-斜2的新井
见油了。这口新井投入时未动用一台新设

备，成本下降了几十万元。原来，省钱的奥
秘在于开发中心“淘”到了二手货。

这个“淘”二手货的地方，是石油开发
中心自己搭建的闲置设备调剂平台。在胜利
油田，未动用储量开发本身就存在着资源品
位低、工程造价高、开发风险大等特点，成
本开支是个不可回避的大头。在这种情况
下，为了实现开发效益最大化，成本最低
化，自2014年以来，石油开发中心搭建闲置
设备调剂平台，大到抽油机、值班房，小到
控制柜，甚至一台微机都会在这个平台一一
展示，各单位各取所需。

平台为闲置设备和“新东家”牵线搭

桥，使这些“沉睡资源”流动起来，最大程
度发挥闲置设备的作用，提高利用率实现降
本增效，创造更大的效益。为激活“老东
家”和“新东家”参与的积极性，这家单位
还出台闲置设备调剂办法，对调出的和调入
的单位全部奖励，并且在调剂过程中发生的
任何费用，成本单列不计入管理区的成本
中。有了激励措施，也鼓舞了基层“淘宝”
的动力。

今年初，石油开发中心胜科采油管理区
因为长停井，腾出的三整套抽油机被征用。
作为闲置设备的“老东家”，该管理区副经
理徐旭光觉得这笔买卖非常划算。徐旭光算

了一笔账，调拨三整套抽油机为管理区直接
降低7 . 5万元的折耗，同时享受到了中心的激
励政策资产盘活创效7万元，一进一出就创效
14 . 5万元。

未动用储量开发项目组不仅从胜科、胜
龙、胜凯等管理区“抢”来了闲置设备，在
内部资源不够调剂的情况下，还盯上了油田
的闲置资产调剂平台，从其他采油厂调剂了5
台抽油机设备。闲置设备的重复利用，为未
动用储量低成本开发提供了一条路径。自
2014年以来，石油开发中心设备利用率每年
保持在85%以上，每年调剂设备150台左右，
资产再利用金额3000多万元。

□ 本报记者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高杜康 钟鹏飞

方秋玲

“扶贫干部真辛苦，顶风冒雪走千家；
问疾病问吃穿，还把孩子学业挂……”5月26
日早上，广饶县乐安街道石村一个农家小院
里，68岁的村民吴振泉正在练习自己新创作
的山东快书。

十年前，家境贫寒的吴振泉查出冠心
病，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失去了劳动能力。
“治病欠了不少饥荒，老伴身体也不好，常
年吃药，愁得俺天天睡不着。”回忆起当时
的窘境，吴振泉眼泛泪光。

去年8月11日，台风“利奇马”来袭，吴
振泉家的房子年久失修，漏雨厉害。雨越下
越大，眼看着床铺、衣柜等就要被淋湿。正

当老两口着急时，帮扶责任人、乐安街道工
作人员王盼盼浑身湿漉漉地赶到他的家中，
一同前来的还有王盼盼的丈夫。两人把家具
挪位、找来盆盆罐罐把每个漏雨点接好，一
通忙活下来，已是晚上10点多。两人走后，
吴振泉一看手机，有5个王盼盼的未接电话。
原来，当晚王盼盼正在加班，本想先打个电
话问问他家中情况，可是电话一直打不通。
王盼盼急了，她只好打电话让丈夫陪她赶到
吴振泉家中。

“刚开始觉得帮扶干部下来就是走走过
场。经过去年下雨那个事，俺是真心觉得干
部心里装着俺们。”吴振泉说。在王盼盼的
帮助下，去年10月份，吴振泉的五间老屋修
葺一新。窗明几净，整洁有序，住进新房的
吴振泉心满意足。“以前总是叫我王主任，
现在直接叫盼盼。感觉我跟大叔的距离近

了。”这是王盼盼最直接的感受。
吴振泉和老伴常年服药，每个月光买药

的钱就要300多元，对于没有多少经济收入的
他们这是不小的一笔开支。了解到这一情况
后，王盼盼又帮其办理了门诊慢性病证，日
常用药能够报销90%。

说话间，吴振泉的手机“叮”了一声，
一笔768 . 2元的低保金到账。吴振泉乐呵呵地
给记者算了一笔收入，一个月700多元的低保
金、220元的养老金、80元的经济困难老人补
贴，每年还有960元的计划生育金，加上自家
6亩8分地的土地流转金，每年有近2万元的收
入。此外，当地政府还为吴振泉一家三口购
买了特惠保险，代缴了医疗保险。

5月13日，二女儿吴雪梅顺利通过东北农
业大学农艺与种业专业的研究生复试。说起
这事，一旁的老伴杨志香接过话茬：“从孩

子上高中开始，每年政府都给助学金，考上
大学那一年给了一万二，去年还减免了学
费。”9月份吴雪梅将远赴哈尔滨开始研究生
求学之路，吴振泉对未来也有了更高的憧
憬。他说，自己能够脱贫是靠各级政府的帮
扶，是靠党的扶贫好政策。今年，他根据自
身脱贫经历，以帮扶干部为原型，有感而发
创作了这段山东快书《感党恩》。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广饶县聚焦
“两不愁三保障”，创新开展“四包、五
帮、六个一”专项行动。针对贫困群众不同
情况精准施策，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众，
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多渠道增收致
富；对自我发展能力较弱、丧失自我发展能
力的贫困群众强化政策兜底，加大社会保障
力度，确保贫困群众与全县人民一道迈入小
康。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黄颖 丁少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主动让企业家就坐主席

台和前排，令我们很感动，让我有了很强的
荣誉感。”5月25日，谈起几天前在东营区委
经济工作会的参会经历，山东永利精工石油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东昌依然很激
动。

5月11日，东营区委经济工作会上，与以
往区委主要领导就坐于主席台中心位置不
同，山东蓝海酒店集团董事长张春良、胜利

油田胜机石油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喜庆成
了主席台上的“主角”，区委主要领导则分
列于两位企业家左右两侧。

台下前排，也由原来的各部门负责人变
成了包括刘东昌在内的11名企业家。主席台
中心位置和主席台下前排，整个会场“C位”
就坐的全部是企业家，这在东营区还是第一
次。

“这次会议传达给企业一个强烈信号，
那就是政府确实在变，变得越来越让我们暖
心。”刘东昌说，正是政府给予的这些“感
动”和支持，近几年，靠着石油套管接箍这

一核心产品，永利精工发展为目前国内油套
管接箍行业中生产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企
业之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小企业跃升
为出口外贸重点企业。

“为企业家服务就是为发展大局服务，
为企业‘站台’就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站
台’。今年，东营区将以‘让企业感到最舒
服的服务’助企解困、共渡难关。”东营区
委书记成秋林说，全区用好支持工业、服务
业、建筑业发展3个“十条意见”，逐行业编
制各级惠企政策流程图，为企业讲政策、送
政策、跑政策，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让政策阳光雨露惠及所有企业。与此
同时，该区出台了进一步支持企业家干事创
业的意见，完善柔性执法、“首次不罚”清
单、企业家紧急事态应对、重大涉企案件风
险报告等容错关爱制度，实施企业家素质提
升工程，培育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企业领
军人。

截至今年四月，东营区共引进在建项目
25个，计划总投资79 . 6亿元，投资20亿元的东
风新能源智能农机、天东华润混改等两个世
界500强项目落地，全区132个区重点项目累计
完成投资40 . 12亿元。

□记者 贾瑞君 李明
通讯员 聂士浩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进入5月份，东营市旅游市

场迎来了今年第一个小高峰。5月16日，来自山
东省各市的350余辆自驾车、1200余名游客组成
的首发团抵达东营，在蓝海逸园生态基地现场
采摘瓜果蔬菜，在揽翠湖旅游度假区体验高尔
夫球运动，在国家方志馆黄河分馆领略黄河文
化。次日，山东人游山东暨千车万人自驾黄河
口首发团活动正式启动，自驾游客们游览黄河
口生态旅游区感受河海交汇的壮阔、漫步孤
岛槐树林温泉旅游区享受休闲时光。

“疫情发生以来，大家一直待在家里，
现在都很想出来透透气。”济南车主彭锐
说，东营城市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良，道
路条件好，很适合自驾旅游。这次黄河口之

行，他带着孩子采摘瓜果、在湿地滩涂体验
“泥滩捉蟹”，玩得不亦乐乎。

今年初，黄河口生态旅游区荣升国家5A
级景区，进一步赋能东营文旅产业发展，吸
引了广大游客的关注。除了游客熟知的鸟
岛、天然柳林等景点外，景区今年还新推出
“直升机观览河海交汇项目”，成为引爆游
客关注度的一大热点。

自驾活动启动以来，在省内自驾游爱好
者圈内引起巨大反响。5月23日，第二批自驾
黄河口车队80余人抵达东营，度过了为期两
天的生态、休闲之旅。同日，来自全省其他
15城市的33辆大巴车、1600余人组成的千人团
走进东营。揽翠湖旅游度假区、黄河文化
馆、黄河口生态旅游区等景区组合形成了一
条集休闲生活、黄河文化、自然景观于一体

的精品旅游线路，成为山东文化旅游市场的
一个“爆点”。

“自驾旅游具有‘出游灵活、密切接触
少’的特点。东营在全省率先组织自驾旅游
活动，有利于提振文旅产业信心，引领产业
发展，抢占区域文旅消费市场。”东营市文
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士栋介绍，
近日东营市启动“山东人游黄河口”暨东营
市5月份系列文化旅游主题活动，以“黄河入
海 我们回家”和“承诺·祝福”为主题，围
绕生态休闲、美食宴享、文化演出、节庆活
动等内容，推出9条精品旅游线路，11项旅游
产品，4大惠民政策，进一步提升了东营旅游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
国家战略，东营市委六届四次全会将“打造

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作为全市三大目
标定位之一，而“旅游富民”三年行动计划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落实“旅游
富民”三年行动计划，东营把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成为富裕东营的支柱产业、幸福东营的
惠民产业和宜居东营的生态产业，一大批特
色文旅项目接踵而至。一季度，东营市“旅
游富民”三年行动计划2020年重点项目共98
个，计划总投资193 . 04亿元，2020年度计划投
资 5 9 . 8 8亿元，已开工项目 9 1个，开工率
92 . 9%。其中，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14个，旅
游景区及配套设施建设类项目86个，“旅游
+”项目数量达到40多个，东营旅游正与研
学、工业、农业、海洋、体育、会展等产业
融合发展，成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桥梁
和纽带。

□记者 李明 李广寅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东营市日前出台《关于加快推进

5G产业发展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加
快部署建设5G基础网络，全方位推进5G融合应用。
计划到2022年，东营将累计建设8766个基站，打造两
个以上产业集聚区，将东营打造成为5G广泛引领的
智慧城市。

根据《意见》，东营将重点在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推进5G融合应用、支持产业创新发展三个方面
加快推进5G产业发展。在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将围绕5G网络配套设施建设规划、推进社会公共资
源向5G建设开放、加强热点区域网络建设、落实基
站用电政策、加强5G通信基础设施保护等。在推进
5G融合应用方面，将深挖各领域对5G应用的需求，
着力打造一批5G应用场景，实施一批应用项目，嫁
接改造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在支持产业创
新发展方面，将围绕加快平台载体建设、支持5G重
点产品开发、培育壮大5G骨干企业等，在设备制
造、集成应用等领域培育招引创新型企业，推动产业
集聚发展。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刚 王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1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发出了东营市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这
标志着开发区“一业一证”改革拉开序幕。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一件事、一次办好”，东
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结合正在进行的
“一链办理”工作，创新服务模式，再造审批流程，
率先在全市开展“一业一证”改革工作，将一个行业
准入涉及的多个许可，合并为一张载明相关行政许可
信息的行业综合许可证，并加载集成有效许可信息的
二维码，实现行业经营许可信息“一码覆盖”“一证
准营”。

推行“一业一证”模式后，办事企业只需到一个
窗口，填写一套表单，提交一套材料、一次现场联合
核查，即可完成事项的办理。办结后，综合发证窗口
根据审批结果一并制发相关证照的综合许可，申请人
只要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隐身”许可信息即刻显
现，申请人凭《行业综合许可证》即可营业。目前，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在首批20个行业中启动了“一业
一证”改革试点，平均每个行业实现审批事项压减
70%，审批时限压减80%，申请材料压减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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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山东快书背后的扶贫故事

讲好“黄河入海”生态故事 启动系列文旅主题活动

东营精品游成省内文旅市场“爆点”

调剂平台“淘”出省钱秘诀

让企业家当“主角”

13名企业家会场“C位”就坐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田鹏飞 王娜 姜竹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0日上午，经过一系列的清洁保护

流程后，记者跟随工作人员进入了位于垦利经济开发区的
山东金洁医用器材有限公司口罩生产车间。

山东金洁医用器材有限公司今年2月份决定建设口罩
生产项目生产个人防护口罩，3月4日就拿到了营业执照，
3月20日厂房及配套建设完成，3月28日第一台生产设备进
厂，并调试完成进行了试生产。“从立项到施工完成到试
生产，金洁口罩项目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公司负责
张东伟说。在政府“保姆式”服务的保障下，金洁公司的
2条全自动口罩生产线目前已经具备了完全生产能力，另
外，生产KN95口罩的生产设备也将马上进厂，届时日产
量将达到20万只。项目正式达产后，预计年实现营业收入
1 . 3亿元。

“我们根据企业需求，通过代办、帮办、跟办三种模
式提供针对性‘保姆式’服务，不断提高服务企业效率，
跑出了企业、项目尽快落地建设、投产达效的‘加速
度’。”垦利区发展改革局局长陈蓬建说。截至今年四
月，垦利区总投资365亿元的103个重点项目中，已经开工
82个，开工率达80%。

立项到投产用了不到一个月

项目建设

跑出“加速度”

□刘燕 苏倩 李广寅 报道
日前，东营市垦利区永安镇胜利村种植的26亩松茸菇大量上市，日产量达1000斤。为减少疫情影响，永安镇联合当地融媒体中

心，通过“平台基地直采+直播带货”等新模式发布销售信息，现场推介，帮助其拓宽销售渠道，解决销路问题。

东营出台加快推进

5G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发出

□记者 贾瑞君 通讯员 于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5日，记者从中石化胜利油田

获悉，今年一季度，中石化胜利油田按照有关规定，
对因违反设计、指令、标准以及操作规程等原因的44
家承包商队伍开出了总计182万元罚单，对4家承包商
进行约谈，取消5家承包商的油田市场准入资质。

胜利油田市场分为技术服务、用工、机修、地面
建设、信息等10个类别。近年来，油田加强市场管理
信息平台建设，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承包商进行规范化
管理，从施工能力、服务质量、现场管理、QHSSE
管理、廉洁诚信五大项27个指标多维度评价施工质
量，按照优秀、良好、较差三个等级每季度对承包商
进行考核排名，实行末位淘汰，实现从源头引进、归
口把关、过程监管、考核评价等各个环节的全过程动
态管理。

“新环境下要求我们必须从经营理念、管理思路
等方面转变，否则就会被淘汰。”承包商新海兴达公
司董事长王西武说。2019年以来，胜利油田10个市场
大类共压减承包商队伍102支，目前承包商队伍数量
1146支。胜利油田加大对承包商的管理力度，不仅净
化了市场，也推动承包商服务质量不断提升。

胜利油田严把

承包商准入关口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崔伊婧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3日，在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

东城街道新广蒲河治理工程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几辆
挖掘机正在进行淤泥清理及河道扩宽，其他工程机械
和工人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相关工作。“新广蒲河上
连黄河，下通大海，涨潮期间不易施工，我们趁着退
潮期间抓紧施工。”开发区东城街道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主任刘鹏说。

为降低疫情对施工带来的影响，保证工程按时高
质量完成，筑牢夏季防汛“安全墙”，东城街道第一
时间成立项目工作专班，统筹水利、农业、财政等部
门力量，“一对一”靠上服务，“实打实”快速推
进。他们建立“制度建设、过程控制、节点管理、团
队塑造、诚信考核、社会监督”的一体化项目管理机
制，明确项目“施工图”，把项目每一个节点明确到
天、责任到人、确保项目从立项到竣工每个环节都有
章可循、有据可查、有人监督。

筑牢夏季防汛“安全墙”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诚 秦志敏 报道
本报东营讯 5月22日，东营市垦利区郝家镇北

张村的金银花产业基地，北张村党支部和乡村振兴服
务队两面红色的旗帜迎风而立，田地里，村民宫树正
仔细地察看金银花长势，不时地用手拨弄着小苗。

金银花种植项目是以北张村党支部为引领，采取
“支部+合作社”的发展模式，着力打造的中药材种
植基地和农业观光园，项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促进乡
村振兴，预计每年村集体收入可增加5万元左右，人
均收入可增加5000元。

自垦利区被确定为农村产权改革制度省级试点以
来，垦利区328个村均相继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通
过改革激活了村集体资产，实现了产业振兴与脱贫攻
坚的有机结合。目前，垦利区人居环境提升成效初
显，胜坨镇小张村被评选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郝家
镇北张村等5个村被评选为省级文明村。

“支部+合作社”

产业模式激活集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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