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潍坊市作出“充分发挥

12345热线的服务功能，着力提升群众诉求的响
应率、解决率和满意率，打造‘即应即办、一办
到底’潍坊12345热线服务品牌”决策部署，上
半年，12345热线为民服务总量127 . 7万件，受理群
众诉求95 . 2万件，群众满意率达到94 . 63%，同比增
长近5个百分点。特别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期，12345热线及时开通专家坐席，倾情倾力
为市民群众解疑释惑、答复诉求、疏导情绪，为全
市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潘盈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山东省第三届“省长

杯”工业设计大赛获奖名单公布，潍坊市共有15
件作品获奖。

其中，山东鼎意工业设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的“豹”系列拖拉机家族化解决方案和山东街景
智能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移动测温消毒通道
2件作品分获大赛金奖第1位和第7位的好成绩，
金奖获奖数量居全省第2位。潍柴动力股份有限
公司的WP6H柴油机器等3件作品获得银奖，潍
坊百利拖拉机有限公司的悍沃2204智能化动力换
挡拖拉机等5件作品获得铜奖，山东工业技师学
院邱恺琳的“健康管家”智能药箱等5件作品获
得高校“新星奖”。

□ 本报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张汉喜 朱金华

7月16日上午，潍坊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建设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寿光市举行。记者随着
观摩人员现场参观了该市洛城街道屯西村、韩
家牟城村2个点。

在屯西村，入伏闷热丝毫没有影响居民们
的健身热情。投资1000多万元建起的地下文化
广场内，温度凉爽宜人，屯西村村民李凤莲和她
的姐妹们练起了健身球舞。“这是我们姐妹们每
天上午的固定安排。有了这个地下广场，冬暖夏
凉，可舒适可方便了。”李凤莲说。

走进韩家牟城村，随处可见家训牌、文明标
语、汉字文化墙、传统文化墙、景观小品，这些群
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文明之风融进一道道亮丽
风景线。韩家牟城村村民胡艳霞和姐妹们穿着
专业的演出服在文化广场上排练舞蹈。广场南
边是新建的仓颉书院，书院内有古代活字印刷、
传拓、古琴、汉字演变史，还有根雕、手工过门钱
制作等传统技艺体验……

“村里孩子放假回家，以为走错了村，愣是
站在村头给她妈打电话，问家在哪。”韩家牟城
村82岁党员张秀英的话道出了韩家牟城新时代
文明实践、人居环境提升带来的大变化。

屯西村、韩家牟城村的“文化氛围”是寿光
探索实施“三位一体”公共文化服务模式的具体
实践。近年来，寿光市通过打造“三个文化圈”，
不断推进公共设施便民化。在中心城区打造“城
市核心文化圈”。在城镇街道打造“城郊辐射文
化圈”。在村庄社区打造“乡村特色文化圈”。

目前，寿光已全面形成市级公共文化设施
为龙头、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纽带、村

（社区）文化大院为基础的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体系。寿光高标准建成“寿光文艺之家”、市民
阅读中心，建成村史馆、民俗馆等村级文化场馆
58处，实施“一村一品”文化特色村创建活动，建
设了100处文化特色村暨公共文化服务示范点，
基层文明实践所（站）达到了1026处，市镇村三
级文明实践阵地实现全覆盖。

“寿光市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把

各级各部门的力量调动起来、联合起来，特别
是对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卫生资源、体育资
源、社会组织资源等进行整合利用，凝聚起了
强大工作合力。不管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融合互动，还是通过直播方
式打造本地文化网红，包括将志愿者与最基层
的农业大棚对接包靠，寿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工作，真正把活动开展到了田间地头、
群众心头，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实实在在的需
求。”潍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初宝杰说。

第三届“省长杯”工业设计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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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12345热线

为民服务总量127 . 7万件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记者近日从潍坊市商务局获

悉，该市扎实推进电子商务发展，截至目前，全
市获批省级电子商务示范县5个、农产品省级电
子商务示范企业5家、农产品市级电商示范项目
19个。

潍坊市商务局积极与阿里、美团、京东、拼多
多、抖音等国内知名电商平台、企业对接，加强交
流合作。与美团联合开展“安心消费”活动，吸引全
市3600余家餐饮企业参与，餐饮商户复工率达96%
以上；与阿里巴巴合作发放惠民消费券1500万元，
核销率近90%，有效刺激消费，促进市场回暖。

同时，潍坊市商务局紧盯后疫情电商发展新
趋势，编制全年电商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各类电商
培训。联合抖音举办2期直播带货培训，引导300余
家小微商户利用抖音拓展市场渠道；开展电商直
播公开课活动，引导潍坊商品城、温州商城等传统
商贸企业开展“直播电商”转型，试水“网红经济”。
仅5月份，企业在淘宝、京东、苏宁等平台直播就达
1 . 7万场次，累计观看人数2236万人次。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推动潍坊市物业管理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落地落实，7月9日至15日，潍坊
市住建局组成3个督导组结合半年评价考核，重
点对各县市区物业整治八大行动开展情况进行督
导检查。

各督导组采取查看资料、走访小区、随机询问
居民等方式，检查了各地整治行动动员部署、问题
排查等情况，现场了解问题整改进展、倾听群众意
见，督促各县市区将大排查、大整治落实到底。截
至7月15日，潍坊市已走访2782个住宅小区，各县
市区对群众反映问题，分类建立问题清单和工作
台账，逐项明确整改措施、整改时限、整改责任人，
着力解决小区停车、环境卫生、物业服务不到位等
突出问题，切实做到“为民服务解难题”。

建立问题清单

解决物业管理问题

潍坊多途径推动

电子商务发展

寿光市新时代文明实践贴着群众的需求走

送到田间地头，走到百姓心头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高斐

从一片建筑质量差、
基础设施陈旧的楼板房，
到即将规划建设为“24小
时经济圈”，占地约26亩
的原潍坊市奎文区京剧团
片区得以“重生”。原京
剧团片区地上建筑物多为
建成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
的楼板房，建筑质量差、
安全系数低、基础设施陈
旧、配套设施缺失，居民
改造意愿强烈，但此前先
后两次曾启动“征收”，
均因为开发商“算不着
账”而作罢。

今年奎文区再一次启
动征收，与以往不同的
是，奎文区将征收作为落
实惠民举措的具体实践，
与群众共同坐下来“算幸
福账”。“今年5月13日
启动签约后，创造了48小
时99 . 6%的签约率。为加
快原京剧团片区项目开发
建设，片区旧城改建指挥
部成立了工作专班，开足
马力加快拆迁进度，目前
226户住宅、4处公建已全
部拆除完毕。”奎文区原
京剧团片区旧城改建指挥
部办公室成员张国华说。

作为潍坊市中心城
区，奎文区今年重点在城
市更新上进行突破，以此
为抓手加快产业、设施和
载体更新，提升综合承载

力和建设质量，把中心城区的优势发挥好。
如今，征收拆迁完的老市府片区正在拔地

而起一片新建筑，重赋发展新机。而随着原京
剧团片区拆迁的快速推进，项目规划建设也在
同步进行中，奎文区通过“错时引流”的方
式，打造“24小时经济圈”，助力现代化中央
活力区建设。

6月1日21：38，随着片区最后一户居民完
成签约，仅用36个小时，就完成了奎文区北宫
东街昌大宿舍片区全部353户的签约任务。据
了解，北宫东街昌大宿舍片区占地27亩，本次
共涉及征迁居民楼10栋、37个单元、353户，
约2 . 5万平方米。片区内绝大多数的房屋建设
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楼体年久失修，没有集
中供暖，公共设施缺乏，这些情况让群众生活
十分不便，长期以来，居民搬迁意愿强烈。

“针对昌大宿舍片区内的楼栋集中、住户较
多，部分征迁户存在的产权不明晰、家庭困难
等各类复杂情况，奎文区成立北宫东街昌大宿
舍片区征收指挥部，从各街道和区直有关部门
(单位)抽调近500名精兵强将，形成指挥部主要
领导披甲上阵、靠前指挥，街道勠力同心、联手
攻坚，业务单位悉心指导、全力支持的攻坚氛
围。”奎文区大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
任朱春雷说，该地块在拆迁完成后，将由潍坊
医学院附属医院发展医养产业，从而进一步完
善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城市整体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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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都镇强 张蓓

“中试之后马上就产业化了，资金却成
了大问题，当时确实很着急。”近日，山东
华特磁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兆连说
起了今年3月份的一件“揪心事”，他的企
业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合作研发的智能传感
分选设备进入了中试的关键阶段，而此时受
疫情影响，企业流动资金出现缺口。

王兆连作为企业法定代表人，有着国家
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国家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山东省高端智库人才等荣
誉，让他想不到的正是这些荣誉为企业解了
困。3月18日，临朐农商行向华特磁电发放
“人才贷”1000万元，成为潍坊市首笔“人
才贷”业务。

实际上，为破解人才创新创业路上的
“资金关”，潍坊市今年出台“人才贷”风
险补偿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各级人才发放
贷款5 . 53亿元，新批准14家银行开展“人才
贷”业务，发放符合认定条件的“人才贷”
7笔共3380万元，走在全省前列。包括该政策
在内，潍坊市围绕破解人才工作中的痛点难

点和瓶颈问题，在创新引才方式、强化人才
创新创业支持、优化人才服务保障等方面制
定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持续强化人才政策有
效供给。

7月14日，在潍坊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市对近期出台的9
个人才政策进行集中发布。据悉，在年初研
究制定贯彻落实省委进一步加强干部人才队
伍建设决定的实施意见，以及加强全市教
育、科技、农业农村、医疗卫生等领域人才
队伍建设政策文件基础上，潍坊市的引才力
度再次加码，近期研究出台系列人才政策文
件，形成涵盖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较
为完备的人才政策体系。

记者注意到，这些文件既有柔性引才、
吸引大学生来潍坊就业创业、加强教育系统
人才工作等人才吸引激励政策，也有人才安
居、高层次人才全周期服务流程再造等人才
服务保障政策，还有支持企业家干事创业、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创投基金和
“人才贷”等人才创新创业支持政策。这份
沉甸甸的政策大礼包支持力度大、内容成体
系、服务措施强、诚意满满。

今年年初，潍坊市研究确定了全市50项
重大招才引智活动安排。疫情防控期间创新
人才招引方式，隔空架起了一条条招才引智

“热线”，累计开展线上人才招引活动1300多场
（次），签约人才项目100多个。疫情形势好转
后，及时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人才活动。各
级领导干部纷纷当起了“人才后勤服务员”，
让引才育才既有力度，又有温度。

同时，潍坊市下大力气优化人才服务保
障，在省内率先启动党委书记人才工作项
目，实现市县镇三级书记和成员单位主要负
责人全覆盖；11个行业人才主管部门制定了
人才队伍建设意见；为高层次人才颁发“鸢
都惠才卡”450张。

一系列配套政策，让潍坊市人才发展环
境日益优化，人才吸引力进一步增强。在最
新公布的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100强中，潍坊
市位居全国第41位、全省第3位。今年1-6月
份，全市共引进高端技术人才（团队）1077
人，新吸引大学毕业生来潍坊就业22125人，
其中硕士博士2329人。新引进科研院所合作
平台项目60个，潍柴动力获批全省唯一一家
国家战略科技发展类引才引智示范基地。

潍坊市9个近期出台的人才政策集中发布，支持力度大、服务措施强

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引凤来

□ 本报记者 张鹏
本报通讯员 李芳 陈祥勇

日前，山东诸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科研
人员经过长达2年的科研攻关，在国内首次
实现采用细胞悬浮技术把LMH细胞系（禽肝
细胞系）从贴壁细胞变成悬浮细胞系。

“我们培养抗原实现了无血清纯悬浮培
养，生产成本可降低60%-70%，可以做禽腺
病毒、黄病毒等相关产品。”公司总经理宋
桂才告诉记者，这不仅解决了传统利用血清
培养毒株成本高的问题，还将支撑未来公司
多种兽药新产品的研发。

将LMH细胞系驯化成悬浮细胞系难度
大，业内少有突破。长期以来，诸子生物一
直致力于动物疫苗创新工艺研发与推广，利
用国际先进的细胞悬浮培养技术，打破了传
统采用鸡胚生产疫苗的瓶颈，在国内率先采
用细胞悬浮培养技术生产禽流感疫苗，并建
成国内首家大规模细胞悬浮培养工艺生产高
致病性禽流感灭活疫苗的GMP车间和细胞悬
浮培养实验室。目前，公司在禽流感细胞苗

研制的基础上，陆续完成了新城疫细胞弱毒
苗、法式囊细胞弱毒苗细胞悬浮培养技术的
研究。

“用细胞悬浮技术进行生产兽用生物制
品已经得到了业内专家的一致认可。从目前
我们研发的趋势上看，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
间，我们兽用生物制品百分之八九十的产品
都会用新的技术来取代传统工艺。”宋桂才
说。

科技创新驱动企业快速发展，山东诸子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只是实施科技创新的一个
缩影。今年以来，诸城市以干在实处、走在
前列为目标定位，深入实施“创新诸城”建
设战略，将创新工作列入市委、市政府年度
重点工作，明确推进路径，引导全市上下全
面增强创新意识，加大创新投入，加快建设
创新型县(市)，抢占高质量发展制高点。

“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强基础、育
动能的战略选择，是做大做强诸城经济的根
本所在；推进‘创新诸城’建设是补短板、
求突破的有效途径，是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
力量源泉。”7月11日，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暨“创新诸城”建设大会上，诸城市委书记
桑福岭希望探索走出一条具有诸城特色的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我们要推动制造业向结构高端化、产
品品牌化、生产智能化、管理数字化、发展
绿色化方向转型，聚力打造具有强大竞争力
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努力建设‘六个基地、
一个示范区’，即建设全球重要的中高端商
用车制造基地、全国高端绿色健康食品产业
基地、全国优质服装纺织示范基地、全国先
进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基地、全国重要生物医
药研发生产基地、全国知名高端化工和新材
料产业基地，创建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桑福岭说。

此外，该市成立“创新诸城”建设战略工
作专班，坚持新发展理念，突出科技创新、融
通创新、全员创新，将创新平台建设、招院引
所等工作列入全市“大竞赛、大比武”内容，激
励科技创新工作深入推进。突出“四新四化”
重点，补齐拉伸产业链，培育起汽车及零部
件、健康食品、服装纺织、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等五大主导产业集群。

诸城一企业在国内率先采用细胞悬浮培养技术生产禽流感疫苗———

“创新诸城”探索高质量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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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鹏
通讯员 李景金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有效满足群众网上办事迫切

需求，潍坊市财政部门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推进
流程再造，加快财政票据管理改革，财政服务水
平进一步提高。7月15日，经过一个多月的系统
调试与对接，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开出潍坊市首
张医疗电子票据，成为潍坊市首家上线电子票据
的医院，看病报销开始告别纸质时代，患者就医
更加便利。

过去，到医院看病，患者如开具医疗票据，
需到专门窗口现场办理，高峰期排队可能要花近
半个小时的时间。现在，患者再也不用排队等候
了，通过医院App、微信公众号等在线缴费后，
不到2分钟就能自动生成并打印出一张电子票
据，而且还便于保存，能够随时查看，也没有打
印次数限制，既方便又快捷。

另外，电子票据也大大减轻了医院的工作
量。就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来说，每天约使用
3200张医疗票据，每个月就需要48箱，一年就是
576箱，而且还需要定期到财政部门领取，腾出
专门房间存储，安排专人在窗口办理，耗费了不
少人力物力。医疗电子票据的应用大大减少了纸
质票据的使用需求，不仅方便了看病群众，节省
了医院管理成本，还提高了医院记账、对账等财
务管理效率。

潍坊开出

首张医疗电子票据

看病报销开始告别纸质时代

□记者 杨国胜 石如宽 报道
7月16日，已放暑假的寿光市洛城街道韩家牟城村小学生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练习书法。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建
设工作启动以来，潍坊市紧紧围绕
中央和省、市委决策部署，不断强
化答卷意识，坚持实践探索和群众
评判的原则，各项工作分层推进、
全面铺开，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
效。为进一步推广经验、巩固成
果，《大众日报·潍坊新闻》今起
推出“新时代文明实践看潍坊”专
题报道，聚焦潍坊市在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中的有效做法和鲜活
经验，生动反映活动带来的新气象
新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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