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李强 第20期

热线电话：(0543)3162059 Email：dzrbbzxw@163 .com 15

□ 本报记者 程芃芃

在今年滨州“两会”上，市委书记佘春明
提出“七强之路”。通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求变、化危为机，滨州
人民锤炼出了“战”的姿态、“抢”的意识、
“拼”的精神。

今年以来，全市经济呈现先降后升、稳步
复苏的态势。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为1127 . 21
亿元，同比增长0 . 1%。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为93 . 73亿元，同比增长0 . 6%；第二产业增
加值为475 . 64亿元，同比增长0 . 2%；第三产业
增加值为557 . 84亿元，同比下降0 . 2%。

“四新”产业投资增速全省第一

据市发改委党组副书记李解放介绍，今年
以来，面对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
力”，市重大项目推进指挥部办公室紧抓加快
重点项目建设、扩大有效投资中心任务不放
松，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上半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增速5 . 5%，居
全省第三位；“四新”产业投资增速46 . 3%，居
全省第一位；“四新”产业投资占比53 . 2%，居
全省第四位；“四新”产业投资提高幅度
14 . 9%，居全省第一位；工业技改投资增速
77 . 2%，居全省第二位。

在抓项目建设、促投资、稳增长的工作
中，市重大项目推进指挥部通过“三防门”的

措施，在全市营造了重大项目建设的浓厚氛
围：强化顶层设计，构建协同作战的项目推进
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市“1+7+7+N”经济运行
调度工作机制，建立了清单管理、分级负责、
问题解决、定期通报、帮包联动、工作例会等6
项机制，实行集中办公、实体化运作；强化过
程控制，突出项目建设督查推进。制定下发了
《滨州市重点项目“五个一”督查推进工作实
施办法（试行）》，实行了“半月一通报、每
月一认定、双月一过堂点评、半年一观摩、一
年一述职”的项目建设督查推进制度；强化问
题解决，抓好项目问题“三色”督办。紧盯项
目建设的关键环节，建立“问题收集、精准交
办、限时办结、督导通报、结果反馈、问题销
号”的全链条闭环式问题解决机制。实行项目
问题“三色”督办单制度，即在重大项目问题
办理、指挥部工作推进、项目进展情况调度等
方面分别使用蓝、黄、红三色督办单方式进行
督办，以问题解决办理推动项目提速提效。截
至6月30日，全市共推送、交办重点投资项目问
题260个，已办结215个，办结率为82 . 7%，其他
45个均已拿出办理方案，正在推进办理中。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有“大动作”

在年中这个时间节点上，全市上下高度关
注的京沪高铁二通道（滨州段）、济滨高铁的
建设也有了重要进展。高铁建设是滨州市实施
重大规划攻坚、重大设施建设攻坚的重要内

容，高铁工程的实施将对完善城市功能、完善
城际交通发挥重要作用，滨州人的“高铁梦”
即将成为现实。

京沪高铁二通道项目由国家铁路集团、山
东铁投集团投资建设，滨州市境内90公里，途
径无棣45公里、阳信15公里、滨城区30公里，
设滨州、无棣两个高铁站，境内总投资约180亿
元。建设期限48个月（2020-2024年）。

济滨高铁项目由山东铁投集团投资建设，
滨州市境内60公里，途径惠民36公里、滨城区
24公里，设滨州、惠民两个高铁站，境内总投
资约为120亿元。建设期限48个月（2020-2024
年）。

京沪高铁二通道（滨州段）在滨州市设滨
州站、无棣东站，济滨高铁在该市设滨州站、
惠民站，两条高铁共用现有滨州站。滨州站设
计8台21线规模，设置2条动车存车线，保证了
滨州站始发列车能力。滨州站利用既有站房建
设跨线式高架站房，站房面积38000平方米，无
棣东站、惠民站采用线侧式设计，站房面积
12000平方米。

截至目前，济滨高铁、京沪高铁二通道
（滨州段）项目已完成工可报告评审、现场测
定、地质勘探工作。土地预审、规划选址初审
意见已报省自然资源厅。正在编制初步设计、
社会稳定风险等立项支持性文件。设计单位正
在对滨州高铁站站房概念方案设计、站前综合
交通规划方案设计进行优化。无棣县和惠民县
正在开展高铁站房概念设计、站前综合交通规

划方案设计前期工作。项目规划选址、用地预
审和社会稳定报告编制、征拆包干框架协议和
综合开发协议确定工作正在加快推进，确保实
现年底前开工建设目标。

此外，滨州港口岸即将正式开放，大高机
场年内开通运营，滨州“出门即出发”的交通
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居民就业收入形势总体稳定

随着“六保三促”工作在滨州有序有力有
效落地落实，减税降费、减免租金、延期缴纳
税款、减少或延迟社保缴费、减免逾期利息等
一系列政策措施红利加速释放，已经开始对保
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中发挥积极作
用。

截至6月末，全市城镇新增就业16859人，
完成省定目标任务的52 . 2%，其中失业人员实现
再就业4885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6101人，城
镇登记失业率1 . 92%，低于4 . 5％的年度控制目
标。

从市场主体看，今年全市市场主体总量达到
37 . 4万户，增长14 . 1%。上半年新登记企业1 . 4万
户，增长16 . 4%，全社会发展的信心进一步提升。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092
元，同比增长1 . 7%，增速列全省第7位，比一季
度提升4个位次。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320 . 7亿元，同比下降11 . 2%，降幅比一季度收
窄6 . 3个百分点，增速列全省第9位。

“战”的姿态 “抢”的意识 “拼”的精神

滨州主要经济指标“提速进位”

□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贾海宁 李秀玲

仲夏时节，在滨州市沾化区下洼镇曹家庙
村冬枣大棚里，一颗颗冬枣挂满枝头，全身翠
绿，长势喜人。对于枣农陈元洪而言，冬枣树
给他带来了甜蜜的收获，“四五月份采摘冬枣
芽加工枣芽茶，六月份枣花盛开时原汁原味的
枣花蜜又抢鲜上市，冬枣还没到成熟季，口袋
里已有收入！”一棵棵冬枣树从枣芽、枣花到
枣树根“从头到脚”全身都是“宝”，让枣农
季季有收成，成为沾化区群众增收致富的“摇
钱树”。

从56株“庭院枣树”发展到现在的50万亩
“冬枣园林”，沾化冬枣产业年产值连续九年
突破30亿元，带动枣农人均冬枣纯收入连续七
年超过8000元，形成集生产、销售、研发、储
藏、物流、加工和旅游于一体的产业集群。

设施农业成转型“金钥匙”

正值冬枣夏季管理的关键时期，沾化区下
洼镇生源冬枣合作社的大棚内却几乎看不到枣
农的身影。步入冬枣种植棚内，一眼望去，棵
棵枣树横成排、竖成列，郁郁葱葱一派生机盎
然，诱虫罐、粘板、色诱灯、空大中弥雾机、
滴灌和防草布等“十八般武器”样样齐全。

“现在只要按下这个遥控器，棚内的自动
喷雾机自行运转，打药、浇水、施肥全部一键

启动，远程遥控，实现了用药均匀、群防群
治、省时省力。冬枣大棚的湿度和温度还可以
自动调节，诱虫罐、粘板、色诱灯等可生物防
控，减少用药量，让冬枣更好地生长。就喷药
来说，原来十几个人的工作量，现在几分钟就
搞定了。”省派沾化区下洼镇乡村振兴服务队
队员、沾化区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领办人王忠
坤说，“种枣先养树，养树用技术，新技术的
推广使用，必将成为助力冬枣产业转型升级的
‘金钥匙’。”

“今年，下洼镇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整合
闲置村集体资源，延伸发展出以创意农业、休
闲农业、文旅产业为核心，以自驾采摘、垂钓
餐饮、骑马娱乐、农耕文化、研学教育等为支
撑的‘枣恋谷’农业综合体。目前，已完成投
资1000余万元，园区框架初步形成。”沾化区
冬枣产业发展中心主任刘登枝介绍。

品种改良让冬枣成“新贵”

在沾化区冯家镇大流村沾冬2号示范园内，
45亩的园内全部改良成沾冬2号，与以往冬枣种
植不同，这里的冬枣树全部按宽行密植、划线
成一要求栽植，整个示范园实现冬枣标准化、机
械化和水肥一体化生产。枣农张亦明说：“随着冬
枣质量的提高，收入也逐年提升，去年沾冬2号每
斤价格不低于50元，供不应求，今年俺的示范园
估计收入能到六七十万元。”

今年以来，沾化区大力推广“设施农业+

‘沾冬2号’”黄金搭档模式，强化品种改良和
良种推广，组织专业队进行嫁接，打造“沾冬2
号”重点片区，在嫁接的关键时期，把全区品
种改良现场推进会搬到枣农的枣园里，现场指
导枣农嫁接“沾冬2号”。同时，强力推动设施
农业发展，对发展设施大棚的农户实行全额贴
息贷款政策，解决枣农资金短缺的问题。目
前，全区“沾冬2号”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万
亩，新建冬枣大棚4265亩。

延伸“四季产业链”

由于冬枣受保质期限制，如何在鲜果销售
结束后，冬枣市场还能继续发力，增加产品附
加值？打通产业链条，成为摆在冬枣销售企业
面前的一大难题。

为彻底改变沾化冬枣产业一产打天下，二
三产业链条短、产值低的突出问题，沾化区大
力发展冬枣生态旅游、精深加工、设计包装等
相关产业，进一步拉长产业链条、膨胀产业规
模，真正把沾化冬枣产业打造成“接二连三”
的综合产业。“我们按照全产业链招商的原
则，大力引进支持实力强、带动力大、成长性
好的涉农龙头企业，形成推动冬枣产业转型升
级的强大合力。”刘登枝介绍。

在山东齐鲁浩华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里，冬
枣休闲食品、冬枣饮品、果醋、啤酒等冬枣延
伸产品让人眼前一亮，“我们正在建设冬枣深
加工智慧园区，占地103 . 5亩，建成后可实现年

处理冬枣1 . 6亿斤。”公司生产经理张强介绍，
作为全区的冬枣深加工龙头企业，齐鲁浩华引
领冬枣产业“二次革命”，研发推出精酿冬枣
啤酒、冬枣果汁、冬枣醋以及休闲食品，有望
成为“三产”融合的主打产品。

今年4月，下洼镇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与济
南圣虎山茶叶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合作，联手打
造具有沾化特色的冬枣芽茶品牌——— 怡致园，
并与5A级台儿庄古城景区内商家合作，将“怡
致园”冬枣芽茶作为特色旅游产品摆上专卖店
销售柜台，扩大冬枣芽茶消费群体，增加冬枣
芽茶的品牌影响力。小枣芽变废为宝，成为
“茶中新贵”。

6月中下旬，50万亩枣花进入盛开时节，纯
正的枣花蜂蜜成了“网红达人”带火直播的热
销品，日销量达到百余单，带动广大枣农加入
电商队伍，“全民电商”成为冬枣产业链延长
的“新引擎”。

曾被随意丢弃的枣树根也成了抢手的“金疙
瘩”。沾化区成立了枣木雕刻协会，开发枣木雕刻
系列产品，研发枣木马扎、手杖、挂件系列枣木工
艺品，成为外来游客不得不买的“必选品”。目前
下洼镇已发展木雕经营企业、业户近30家，带动
近千名枣农实现木雕创业就业。

如今，在沾化，一棵冬枣树上不仅有鲜食
的冬枣，还能“种”出茶、蜂蜜、枣酵素、冬
枣啤酒，还可以采摘游、观盆景、赏枣木雕
刻，一年四季能吃能玩能观赏，小冬枣树长成
了富民大产业。

“种”出鲜果、芽茶、蜂蜜、啤酒，还可采摘游、观盆景、赏木雕———

一棵冬枣树长成富民大产业

□ 姜斌 谷文静

“叮咚”，7月21日中午，惠
民县清河镇牛王店社区高庙魏
自然村魏峰田的手机收到了一
条银行转账信息，显示收到村
级公务卡一笔7900元的转账。

魏峰田来到社区服务大厅
的自助查询机前，拿出身份证
一刷，通过操作页面选择“我
的资金”选项，立马看到收入
的详细情况：“流转土地8 . 8
亩，应分土地租赁费8800元，扣
除代缴养老保险费用900元，收
到土地租赁费7900元。”这是该
镇自2019年试运行的“人防+
技防”基层“微监督”体系中
的“技防”——— “阳光惠民大
数据综合管理平台。

“为了切实防止源头腐败，
真正发挥自然村、社区、镇级监
督，打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
公里’，去年我们镇开始试点探
索实施‘人防+技防’的基层

‘微监督’综合治理工作。”清河
镇党委书记李赫介绍。

清河镇自然村监事会由村
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 ,根据自
然村大小由3-5人组成，其中
设监事长1名,监事会成员不能
与村理事会成员、社区村委委
员交叉任职；社区监督委员会
由各自然村监事会监事长组
成，设社区监督委员会主任1
名。

“人防”就是通过发挥监事
会的作用，由乡镇根据职能梳
理出社区、自然村的“小微权力
清单”，查找出其中的廉政风险
点并以此为依据列出社区和自
然村的“监督清单”。“监督清
单”共涉及社区8大类74项、自
然村12大类126项，涵盖了涉农
资金运行、村级事务管理以及
干部作风等方面。

“监督清单”明确监督方
式、步骤并以流程图的形式规
范下来，监督方式也由原来的
村民理财小组事后签字，转变
为监事会事前参与决策、事中
跟进监督、事后参与审计。经
过近一年的探索，清河镇监事
会监督事项724件次，涉农资
金7645 . 62万元。有了监事会
这个“第三方”，不但信访问
题大幅下降，干群关系也进一
步融洽。

而“技防”就是通过“阳光
惠民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多
方共享数据让权力运行“晒”出
来。由惠民纪委监委主导开发，
清河镇正在运行的“阳光惠民
大数据综合管理平台”，依托

“互联网+”技术，全方位公开
了涉农资金“钱从哪里来、花到
哪里去、干了什么事、效果怎么
样”的完整链条。具体说来，就
是把全县分散于农业农村、民政、住建等12个部
门所有涉农资金和村干部及其近亲属信息全部
纳入平台集中统一管理，赋予职能部门、镇街、
社区和自然村不同权限，实现了责任单位数据
录入、镇街基层数据核实、纪委监委监督监管、
群众获取公开公示并反馈问题的闭环链条。群
众用身份证号登录，就能通过手机、户外显示屏
和自助查询机等方式，实现对全村村务公开和
涉农资金的查询。

清河镇启动村级公务卡，为全镇59个村开
通对公账户。大的支出全部转账，小的支出用微
信转账，哪天在哪儿支付的，做了什么，都必须
作记录，凭证和支出必须对起来。村民一刷身份
证，连村里5毛钱怎么花的都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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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斌
本报通讯员 袁妍

7月30日，在滨州市正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厂房内，十几名工人正在进行设备安装，滨
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一
队队长张玉忠和几名服务队的同事在旁帮忙。
“这是我们刚到的20台新生产设备，陆续安装
完成后，年前就能够全部投产，这多亏了咱服
务队的帮助。”公司董事长苏道胜对记者说。

滨州市正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
年，是一家以设计研发生产耐磨镶圈、盐芯等
汽车零配件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2019年
工业总产值达10114万元，纳税1200余万元。
“去年服务队帮我们提交了总投资1亿元的技改
项目《年产1000万只可变截面涡轮增压喷嘴
盘》立项申请，服务队付昊和阮龙帮两名同志
蹲点在企业帮助进行铸造产能核算及完成相关
材料修改，来回11次往返企业和区经信、审批
部门之间，打请示、跑审批、作修改，最终成
功帮我们完成了项目立项审批，让我们大为感
动。”苏道胜说。

立项完成，服务并没结束。正道机械上马
新项目，厂房用地却受到了限制。服务队了解
到正道机械驻地东邻一家机械公司已迁址新疆
设厂，目前旧厂区处于废弃状态，于是经与滨
州经济开发区负责同志汇报后，服务队派人专
程赴新疆与该公司负责人就回收闲置及赔偿补
贴问题进行沟通谈判。后经多次协调，顺利盘
活资源，收回该块闲置厂区用地，由开发区管
委会与正道机械新签订出让协议。

服务队还引导服务的另一家企业——— 华新
电力在原产能基础上，打造新电线电缆、新能
源汽车配套及国家电网智能充电桩项目，并建
设了企业技术中心。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服务队按照“应建尽建、应建快
建、全面覆盖”原则，协调正道机械和华建铝业两
家企业成立了党支部。指导钰成建材企业支部委
员会按期换届，规范党建活动开展。对原党组
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东方地毯进行重点党建专
项宣传，指导开展了系列特色党建活动。

7月21日上午，滨州学院与东方地毯产学研
合作签约暨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东方地毯
举行。“我们服务队作为一个桥梁和纽带，牵

线校企合作，助推实现高校与企业资源、人
才、信息共享的双赢模式。”张玉忠介绍，去
年10月，他们偕东方地毯有限公司赴滨州学院
进行对接，邀请滨州学院化工学院教授专家到
东方地毯研究解决产品染色不牢问题，并以此
为契机，进而促成东方地毯与滨州学院开展实
验研究、共建实验室、挂牌大学生实习就业基
地等合作事项。

服务队还积极争取正道机械与北京科技大

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实现产学研合作，推动
学院与企业在耐磨圈制造工艺方面的课题研究
及制造实践。借助团市委“青鸟计划”平台，
为企业与滨州学院、滨职、滨技建立招聘联系
渠道，有效实现人才对接。

“我们民企服务队来到企业，就是为企业
服务的，要想企业之所想、解企业之所需，努
力做好一名合格的‘军师’和‘保姆’。”张
玉忠说。

民企高质量发展有了“军师”和“保姆”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王金浩 报道
本报滨州讯 11岁的小杰家住滨州市滨城

区三河湖镇石家村，父亲失明，一直由年近八
旬的爷爷奶奶照料。这几天小杰特别兴奋。因
为在这个暑假，她收到了一份“爱心礼物”。

得益于共青团滨州市委启动实施的“希望
小屋”儿童关爱项目，小杰家通过层层筛选被
选为项目实施家庭。经过和小杰家人协商一致
后，在家中的堂屋间隔出了一间12平方米的房
间。经过改造，小屋焕然一新，有着洁净的墙
面明亮的灯光、崭新的家具和舒适的学习桌。

滨州计划利用三年时间，针对无独立居住
和学习环境的8-14岁困境儿童，依托原有住房
打造728处“希望小屋”，并配备必要家具和
学习生活用品，改善学习生活环境。截至目
前，社会各界认捐“希望小屋”180余处，已
改造完成23处。

滨州计划三年建设

728处“希望小屋”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孙文杰 报道
本报滨州讯 记者从滨州市水利系统获

悉，截至今年6月底，全市基本实现农村户户
通自来水，千吨万人规模化供水村庄覆盖率达
到95%以上，除邹平山区外，农村全部实现规
模化集中供水。

滨州市农村饮水安全两年攻坚行动以水量
水质达标为重点，以水源头到水龙头全程监管
为关键，着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基础设施建
设，稳步推动实现城乡饮水同源、同网、同
质、同服务、同监管目标。

农村饮水两年

攻坚行动全面完成

□姜斌 贾海宁 报道
近日，在滨州市沾化区迈美

德游泳馆里，在游泳教练的哨声
指挥下，区第三实验小学五年级
的孩子们头戴泳帽，身着泳装，
手臂戴着游泳臂圈，在泳池的岸
边上练习着划水和腿部的蹬腿动
作。

今年，沾化区在全区小学校
中推广普及游泳教育，利用体育
课时间、课外活动、课后服务与
假期集中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建
立健全游泳教学公共服务的长效
机制，从现在开始至2023年，让
广大小学生掌握游泳健身、生存
救急的技能，提高青少年身体素
质，促进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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