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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为沿线地区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黄河流经山东九市，它们在做好生态保护和推进经济高质

量发展方面有何举措和亮点？黄河岸边有哪些好故事、好经验？近日，记者选取一些县（市、区）以及部分特

色经济园区、生态园区等进行深入采访，形成本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 本 报 记 者 赵念东 蒋鑫
本报通讯员 代 明

7月10日，时至中午，烈日炎炎。站
在东明县的黄河滩生态农业产业园内的
700亩莲藕池旁，却感受到了丝丝清凉。
“池塘里栽种的莲藕有6个品种，目前已
形成集莲藕观赏、生产于一体的莲藕基
地。”2014年开始，黄河滩生态农业产
业园负责人李焕雷带领一班人，流转黄
河滩土地4300亩，在发展现代高效农业
产业的道路上，边行边试边改，形成了
集特色种养、农产品加工贮运、休闲农
业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基地，探索出了
一条以黄河滩区为平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的新模式。

“滩区是块‘宝地’，很适合种植绿
色无公害粮食作物。”李焕雷说，立足黄
河滩区得天独厚的条件，他采取了“短中
长”结合的发展模式，而种植粮食作物就
是他的短期发展目标。“粮食想要卖好价
钱，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必须打造品牌。”
李焕雷告诉记者，他为产业园生产的绿色
富硒大米注册了绿色无公害商标，市场价
格翻了好几倍，每斤最高卖到49 . 9元。

中期发展目标是发展高效设施农业。
李焕雷告诉记者，他们利用离黄河近、取
水方便的优势，大力发展莲藕种植，引进
莲藕品种6个，建成集莲藕观赏、生产于
一体的莲藕基地700亩。

受稻花鱼启发，李焕雷又打起了鱼塘
的主意，依托藕塘进行混养试验，第一期
100亩甲鱼已投苗成功。此外还有温室蔬
菜大棚52个，主要种植辣椒、茄子等蔬
菜。这些大棚采取寿光大棚先进技术，蔬
菜产量高，今年上半年实现收益180万
元，已成为公司的重要收入点。

“果树及绿化树种植，是我们长期发
展规划项目。”李焕雷说，他们已经投资
800万元，引进名优品种，采取矮化密
植，立柱栽培，发展苹果、梨、桃等果树
种植，建成1000余亩果园。目前长势喜
人，都已挂果，即将产生效益。他们还利
用园区道路路肩，种植法桐、白蜡、女贞

等绿化树种3万余棵，在保证黄河滩区生
态效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发挥黄河滩区
的土地利用效益。

滩区发展要有科学作支撑，规划引
领，逐步实施实现。李焕雷委托山东省农
科院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规划编制了《东
明黄河滩区生态农业观光示范园总体规
划》（2018-2023年），围绕黄河脆鱼养
殖、特色水果种植、甘薯产业一体化发
展、莲藕水产种植、绿色粮食生产、沿路
绿化带种植等产业，构建水产养殖、莲藕
种植、设施蔬菜种植、红薯育苗、生产加
工、黄河文化等六大产业。目前，六大产
业有的已初具规模。

在距离黄河不足五里地的一处生态园
中，东明黄河滩区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刘兴昌蹲在大豆丛中观察着一种绿色虫
子的生长情况，不断流下的汗水浸透了后
背。细心察看，几乎每株豆秧上趴着这种

体态丰硕的虫子，大口大口吃着豆叶。
“这种虫子叫豆丹，俗称豆虫。它以

豆叶为食，是地道的‘害虫’，如今它却
摇身一变，成了人们餐桌上的高档美
食。”刘兴昌所在的竹林新村是东明县黄
河滩区搬迁第一村，也是全国最大的豆丹
（豆虫）养殖基地。刘兴昌在连云港工作
期间，了解到村里常见的豆虫，在这里成
为酒店的“抢手货”，供不应求。颇具生
意头脑的他看到了豆虫养殖广阔市场前
景，于是毅然回到黄河滩区承包了1500余
亩土地，搞起了豆虫养殖。

在黄河滩区搞豆虫养殖，刘兴昌心里
有“谱”。豆丹养殖对生长环境和食料有
很高的要求，而黄河滩区严禁各类污染，
土壤、水以及种植的大豆都符合豆虫养殖
标准，这让刘兴昌在黄河滩区发展产业和
生态保护之间找到了契合点。

如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最大限

度地发挥黄河滩区土地利用效益？刘兴昌
想到了种植果树。他又承包了400亩土地
搞起采摘园，种植了樱桃、桃、梨等。
“在黄河滩上发展农业生态观光旅游，是
一条好路子。”刘兴昌信心满满。

东明县是黄河入鲁第一县，境内滩区
面积317平方公里。东明县坚持产业为
基、就业为本，充分利用黄河资源禀赋和
独特区位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增强滩区
“造血”功能，着力打造“一带、一线、
三大基地”绿色产业发展格局。一带，即
沿堤高效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带；一线，即
把黄河大堤打造成生态休闲旅游精品路
线；三大基地，包括富硒作物种植基地、
生态循环种养基地、高效设施农业基地。

以“护”为落脚点，全力打造黄河滩
区生态圈。东明县按照“节水优先、空间
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
路，统筹做好黄河滩区生态保护各项工
作。严控各类污染，以黄河大堤为红线，
减少面源污染。严把项目审批和监管关，
严控耗水量大、污染重、治污代价高的项
目向滩区布局。保护利用好黄河水资源，
大力开展蓄水工程和节水工程建设，持续
推进高效节水灌溉项目，发展节水农业，
提高黄河水利用效率。

东明“育”与“护”结合，打造滩区生态经济圈

“绿”染黄河滩

□ 本 报 记 者 彭 辉 郑莉
本报通讯员 周国涛

“毕家疃大集涉及占道经营、卫生不合
格、噪音扰民等一系列问题，历时近10年未
能取缔。今年4月以来，街道整合公安、综
合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力量，连续3次集
中整治，实现了彻底关停。”7月13日，威
海高新区怡园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成欣告诉记
者，街道就近建成一处标准化农贸市场，引
导原集市经营业主入场经营。

能啃下毕家疃大集这块“硬骨头”，得
益于威海高新区今年以来推行的“党建引领
基层治理体系建设”探索。威海高新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组织部部长侯成阳

说：“我们的主要做法是通过推动重心下
移、权力下放、力量下沉，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基层治理体系，推动街道统筹能力、社
区组织能力、网格治理能力由弱变强。形象
点说，我们在给镇街这辆‘车’卸重载的同
时加满油，让其跑上创新社会治理、专心服
务群众的‘快车道’。”

原先，威海高新区各镇（街道）承担着
招商引资等经济指标考核，干部的主要精力
集中在发展经济上。同时，由于镇（街道）
面临“责大权小、权责不清”的情况，特别
是面对拆除违建、整治违法经营等“硬骨
头”时，既没有执法权，又无法有效调度各
执法部门，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针对这一情况，威海高新区从深化管理
体制改革入手，取消对镇(街道)招商引资、
经济发展等有关考核，让镇（街道）党
（工）委集中精力抓党建、抓治理、抓服
务。推进镇（街道）“减负赋权”，将综合
执法权、物业管理权下放到镇（街道），将

执法中队下放镇（街道）管理，下沉工作人
员50名；任命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兼任综合执
法办公室主任，吸纳辖区派出所所长、市场
监督管理所所长任街道党工委委员或兼职委
员，重大执法活动服从镇（街道）党（工）
委统一调度指挥。

“以取缔毕家疃大集为例，牵扯到公
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多个部门的职
责。原先，我们街道协调这些上级部门很是
吃力。如今，这些权力下沉到街道，执法中
队直接归我们管理，派出所所长和市场监管
所所长在街道任职，还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
研判解决问题。大家坐在一条板凳上，心齐
了，劲顺了，处理棘手问题更容易形成合
力。”王成欣说。

在“减负赋权”的基础上，威海高新区
着力做好街道“扩能”文章，把“加强社区
工作者队伍建设”作为基层党建“一区一
点”集中攻坚项目。威海高新区面向社会公
开选聘2名社区党组织书记，分批招录59名

优秀社区工作者，充实社区工作力量，并每
半月开展一次专题培训。同时，加强网格队
伍建设，形成“区——— 镇（街道）——— 村
（社区）——— 网格”四级联动体系。

将服务力量下沉到最基层，整合一切可
以整合的力量，是威海高新区此次改革的初
衷所在。威海高新区规范理顺社区网格治理
体制，建设了区级网格化治理中心，实现综
合治理、司法、信访等13个部门80名工作人
员进驻办公。按照“1+1+X+N”模式，每个
网格分别配备1名网格长和1名网格协管员，
并引入公安、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物业管
理、法律顾问等“X”个专业力量，整合报
到党员、志愿者、社会组织人员等“N”个
辅助力量，推动工作力量下沉网格、服务到
户。出台了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措施，制定
了网格员工作职责、网格化工作考核办法、
网格准入清单等配套制度，一线网格工作人
员真正扛起工作责任，实现社区“大事全网
联动，小事一格解决”。

威海高新区为镇（街道）减负赋权扩能———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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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东明县的豆丹（豆虫）养殖基地查看豆叶情况。（□赵念东 蒋鑫 报道）

□新华社
7月12日，小学生在青岛市即墨区环秀街

道滨湖社区科普馆观看机器狗表演。
暑假期间，滨湖社区科普馆里的VR体

验、3D打印、机器人、无人机等多个项目吸
引了社区少年儿童参与体验，孩子们在互动中
感知科技魅力，拓宽了学习视野。

走进社区科普馆

感知科技魅力

邹平开启

“一业一证”新模式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闫学凯 孙天垚 报道
本报邹平讯 “有了这一张证，就不用其他证件都

挂墙上了，亮证简单，方便又美观！”近日，邹平三同
生态水有限公司获发邹平市首张行业综合许可证，成为
“一业一证”改革的“尝鲜者”。

目前，邹平市已开启“一业一证”新模式。过去，
企业从事食品生产行业，除取得营业执照外，还要获得
食品生产许可证、取水许可证，因涉及专家论证、水质
监测等多个阶段，办完全部手续法定时限为85天。实施
“一业一证”行业综合许可后，企业仅需提供一套材料，
就可同时审批多个事项，最后仅需获得一张行业综合许
可证便可开展市场运营，企业从准备材料到拿到综合许
可证可压缩至55个工作日以内，时间压减35%。

滨州

济南首个“带方案出让土地”

项目拿地即开工

东营

济南

紫寿带

野外特征：雄鸟：嘴及眼圈灰蓝，头、颈、胸紫

黑，腹以下白。体背及翼、尾紫褐，具形长 (约

20cm)的尾。雌鸟：无形长的尾，体背及尾栗褐，

胸部的紫黑较淡，其它同雄鸟。（□袁晓 拍摄）

□记者 晁明春 通讯员 钟平平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10日，随着济南市行政审批服务

局负责人带领由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和天桥区有关工作人员组成的“项目管家”帮办团，
赶赴济南新材料产业园“山东省标识创意文化产业园”
项目开工现场并送达4本证书，济南市首个“带方案出
让土地”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

就在此前一日，在泉城公证处全程见证之下，项目
投资方山东旭天标识工程有限公司在交齐土地款项拿到
地当天，就同时取得不动产权证（首次登记）、工程规
划许可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许可证、施工许可证，
实现在1个工作日内完成受理并“四证连发”。

据介绍，济南市出台了《济南市带建设工程设计方
案出让项目供地实施意见（试行）》，将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编制审查环节整体由供地后移至供地前，供地时将
建设工程设计方案附图纳入供地条件。

□ 本 报 记 者 刘磊
本报通讯员 张伟

“一方面扩大产能，持续满足出口
需求；另一方面提升服务，培养国内用户
习惯。双管齐下，相信小手套也能有大作
为。”6月24日，看着不断下线的一次性手
套，英科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英科医疗）董事长刘方毅向记者讲述
了企业自疫情发生以来的变化。

作为国内主要的一次性手套生产商
之一，英科医疗拥有淄博、青州、淮
北、镇江、上海五大生产基地，一次性
手套年产量超过100亿只。产品已经在
东南亚、北美、欧洲获得业界认可并拥
有稳定的市场。

从1月开始，每天通过公司电商平台
下单的客户数量常破万。销量猛增源于
疫情发生初期刘方毅的一个决定：削减
国际订单，全力以赴保障国内市场需求。

然而，在保障国内市场供应，体现企
业担当的同时，用工难一度让企业陷入
困境。“疫情来袭，恰逢春节，能够按时回
到工作岗位的员工只有约四成。”英科医
疗人力资源部总监张鹏说。

关键时刻，政府的系列扶持政策给
企业吃了“定心丸”。淄博市临淄区严格落实“六稳”政
策，深入企业，大力协调，以稳就业带动企业稳生产，原定
招聘的35名一线操作工，很快就全部到位了。

产品箱盒包装问题的解决同样得益于政府提供的服务。
因企业储备的箱盒多是应对出口需求，而国外与国内的包装
标准差异很大，导致疫情初期包装箱盒的储备量有很大缺口。

“这是一个产业链条，箱盒厂及其上游原料供应企业，
在疫情发生初期都面临用工难和开工率不足的问题。”英科
医疗生产制造部经理李鹏介绍，为了保证箱盒厂的开工率，
企业在满足自身用工需求的同时派出部分员工支援箱盒厂的
生产，保证箱盒供应。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英科医疗开始逐步恢
复海外业务。“我们在全球拥有12家分公司和子公司，根据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医疗行业标准不断调整产品标准。在国外
疫情暴发的特殊时期，为企业出口业务实现稳中有升奠定坚
实基础。”刘方毅说。

伴随国外市场需求的增加，英科医疗防护用品产业园的
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产业园计划今年开工，预计竣工
时间为2023年，项目达产后，每年可生产210亿只高端医用
手套。”刘方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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