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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以“有解思维”实现土地效益最大化，节能建筑成时尚新地标———

“淄博珍珠”开启城市之窗
□ 本报记者 马景阳

从8月啤酒节到日前启幕的陶博会，举
办地点“淄博珍珠”——— 淄博会展中心成了
“网红打卡地”。“夜幕降临时，内部光照
与夜空、景观交相呼应，熠熠生辉，真是一
大美景。”市民耿先生家住紧邻淄博会展中
心的齐盛湖附近，他告诉记者，自从“淄博
珍珠”落成，每天都有许多人前来拍照、游
览，其中不少是打扮时尚的年轻人。

在鸟语花香的齐盛湖公园旁边，有大片
市场价值不菲的土地。而淄博在尚未明确这
片土地的使用方向时，表现出罕见的定力：
宁肯“备而不用”，暂时搁置了对这片土地
的开发利用。与此同时，老工业城市淄博缺
乏“时尚活力”，年轻人招不来、留不住，
成为城市发展的一大阻碍。

如何高效利用好齐盛湖公园周边宝贵的
土地，打造时尚新地标，成为摆在淄博市委
面前的一个“两难”问题：土地闲置是浪
费，但仓促上马，万一失误，也必将因大建
大拆造成巨大浪费。

既要为城市发展预留更多空间，防止因
规划建设造成更大浪费，更要让宝贵的土地
资源发挥最大效益，淄博市委用“有解思
维”和“淄博速度”，巧妙破解了这一难
题。

惊艳、时尚的新地标就此亮相。全新打
造的淄博会展中心总用地面积12 . 64公顷，
建筑面积34234平方米，建筑结构形式为气
膜结构，从空中俯视，像3颗美丽的珍珠镶

嵌在大地上，因此被称为“淄博珍珠”。
“淄博珍珠”由三个场馆组成，其中会议中
心面积约7000㎡，会展中心由两个场馆组
成，总面积20000㎡。陶博会、金鱼大赛、
新材料博览会以及今后的相关展会等系列重
大活动，都将在此举办。

“走进陶博会的主场馆，从外部环境到

内部设计，一种全新的感觉扑面而来。”著
名国际陶瓷艺术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李遊宇
教授说。从设计的角度看，它是一件与世界
接轨的艺术品，提升了淄博时尚活力的城市
形象，处处体现这座城市的现代感和“国际
范”。

高端科技、绿色材料，造就别样的现代
设计。谈及“淄博珍珠”的设计初衷，淄博
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四所所长张彤昌表示，伴
随着城市高速发展，淄博市亟须一处现代化
大型综合会展中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
行高水平城市规划，加大公共空间开放力
度，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如果建设与当前
‘淄博珍珠’同等规模的常规类型建筑，建
设时间至少需要2年以上。而‘淄博珍珠’
从项目启动到落成投用，淄博仅用4个多
月；建设过程中，特殊的施工工艺有效降低
了施工现场的噪音、扬尘等污染，没有建筑
垃圾的输出，以极少的资源消耗获得了极大
的建筑空间。”

气膜建筑简约实用的环保理念，也与淄
博的城市建设思路相吻合。和传统建筑相
比，气模建筑有设计性强、造价低、设计建
造周期短、节能环保、适用于不同场地等优
势，具有可拆卸、重复利用的优点。气膜场
馆除了造价低，能耗仅为传统建筑的1/10至
1/4。充气膜自重轻，拆卸简单方便，便于
打包运输，可重复利用，异地挪建两个月内
即可投入使用，而且气膜挪走后，原场地无
损伤，可以迅速恢复原状。

据悉，淄博会展中心与位于淄博新区中
央核心区的市体育中心、市文化中心等大型
建筑群功能互补、交相辉映，将进一步增强
新区中央核心区的现代国际气息和年轻时尚
活力，成为展示提升淄博新形象的重要窗
口，对改善营商环境、吸引中外客商、扩大
开放步伐，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潍坊高新区创新招商举措，工作项目化、服务专班化打动德国“老乡”

贴心服务撬动9 . 6亿元大项目
□ 本 报 记 者 杨国胜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周锦江 冯玉诚

在潍坊高新区生物园，刚刚投入运行的
诺一迈尔（山东）医学科技有限公司的实验
室里，工作人员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研发新品
检测。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个跨洋、跨省的
9 . 6亿元招引合作项目，源于2019年4月3日一
个“再简单不过”的生日。

潍坊临朐人张文彩常驻苏州，响应“回
家叙乡情，共谋新发展”的号召回到家乡。
与他同行的还有合作伙伴哈瑞（Ha r a l d
App）先生，一位德国籍专家，同时也是诺
一迈尔（苏州）的技术总监。回到家乡分外
亲，直奔主题谈合作，谈话间，潍坊高新区
投资合作促进局服务专员得知当天是哈瑞先
生的65岁生日，就偷偷订了一个蛋糕。

“Happy birthday to you！”当蛋糕捧

出来时，这位老人热泪盈眶，开心地说“潍
坊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潍坊高新区对人才的重视和细致入微
的关心让哈瑞感动不已，他对在潍坊高新
区过的65岁生日记忆深刻，在后来推动诺
一迈尔落地潍坊高新区的过程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双方确定合作后，马上启动选址工作，
由诺一迈尔项目专班第一时间“按图索
骥”，转遍全区寻找合适落地位置。

选定的第一个位置不够理想，第二个位
置原有厂房与企业个性化需求不相符，也不
行。最终，诺一迈尔看中了一块已有规划的
区域，潍坊高新区迅速启动相关规划及协调
工作，硬是“挤”出了50多亩地。

研发及厂房建起来少说得一年，但是医
疗器械研发、中试及注册需要完整的周期，
中间不能断。为了让诺一迈尔尽快落地，潍

坊高新区又在潍坊生物医药产业园为企业规
划研发实验室，让企业加快实验进度，满足
未来几年发展需求，确保企业搬家研发不断
档、新厂拿地即开工。

“每周都有现场专班例会，随时解决工
作，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支撑，也让
我们对未来发展满怀信心。”说起项目建
设，诺一迈尔（山东）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郭刚感触良多，对潍坊高新区专
班高效解决新厂区水、电、燃气等基础设施
配套问题赞不绝口。

“我们正在紧锣密鼓进行新厂区建设筹
备工作，预计9月底就能正式动工，明年下
半年就可以整体进行项目搬迁。”郭刚告诉
记者，企业计划未来5年取得8—10个产品证
书，年产值达到10亿元左右。

“哈瑞先生申请常驻潍坊，一直称赞高
新区是他的第二故乡，作为企业的技术总

监，哈瑞有意将研发力量进一步向山东倾
斜。”诺一迈尔项目工作专班知道这个消息
后，迅速启动哈瑞先生的生活配套、人才称号
等申报筹备工作，提前为其解决后顾之忧。

这是潍坊高新区加速高层次人才引进，
特别是海外人才落户的一个缩影，也是高新
区贴心服务企业的生动实践。潍坊高新区全
力打造投资兴业首选地，坚持工作项目化、
服务专班化，跑出了项目建设的“高新速
度”。全区一半以上规上企业实现正增长，
不仅有潍柴、歌尔等一批龙头企业持续扩
张，还有华丰、俊富等一批高成长性企业加
速壮大。1-7月份，潍坊高新区新签约省外
过亿元项目23个、总投资302亿元，省外到
位资金62 . 37亿元，连续7次获得全市“双招
双引”流动红旗。目前，全区投资1580亿元
的302个重点项目进展顺利，34个省市重大
重点项目全部超出投资进度。

大滨鹬
野外特征：嘴黑且厚。眉不清晰而头具细密纵纹。上体
灰褐，肩赤褐。下体胸具密黑大斑，胁具散斑。脚暗绿
色。飞翔时，腰白。

(陈建中 拍摄)

国内首个
线上农机博览会举行

□记者 曹儒峰 通讯员 乔彬 报道
本报泰安9月10日讯 今天上午，2020中国泰山农机线上

博览会暨全省秋季农机化作业现场演示会在泰安举办。展会
以“服务六稳六保、推动转型升级”为主题，是国内农机行业首
个线上农机博览会。

据泰安市农机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苗明峻介绍，本届
博览会完全市场化管理运营，由专业展览公司开发建设网上
农机展厅，搭建机具展示、直播互动、贸易洽谈、线上交易四位
一体展销平台。260家农机企业、2000余台大型、智能、高端农
机装备产品，全面展现国内乃至世界农机发展水平。参展企业
免费进驻，冲破场地限制，拓展展览空间，经营规模比现场展
览增加一倍。2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50余家海外采购商，2
万余名国内专业观众，通过智能导购、云端洽谈、直播互动等
把握价格行情、获取行业资讯、实现商贸交易。

此次博览会采取网络展示和现场演示相结合的方式推
进，同期承办全省秋季农机化作业现场演示会。会上，玉米大
型收割机、籽粒收获机等20个企业、8大类、30多台（套）现代农
业机械，集中展现我省全程、全面机械化水平，全面展示高质、
高效技术化应用。

据悉，2017年以来，泰安农机展会已连续举办四届。

项目开评标
不碰面也能做

□记者 陶相银 通讯员 文宇 报道
本报威海9月10日讯 今天下午，威海、烟台两地采用“不

见面开标+远程异地评标”模式，顺利完成三角轮胎地块景观
绿化工程施工及监理项目开评标工作。

本次交易实行全流程电子化，将“不见面开标”和“远程异
地评标”相结合，从招标项目备案、开评标场地预约、交易信息
发布、招标文件获取、投标文件编制，到投标、开标、评标等环
节全部网上办理。招标人通过“山东省公共资源交易综合评审
专家库抽取平台”在威海市主场抽取5名评标专家，在烟台市
分会场抽取2名评标专家，两地共7名专家共同组成评标委员
会。专家评委通过互联网音视频系统，实现音视频实时交互、
同步评审、在线打分、在线确认评标结果。整个过程两地交易
中心全程记录留痕，监管部门使用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
监管系统在线监管。

为市级新开办企业
免费提供电子印章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孙玮 报道
本报德州9月10日讯 今天，山东苏华海洋科技有限公

司等11家企业受邀来到德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政务客厅，参加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召开的“新开办企业免费提供电子印章服
务政策解读会”，并现场免费领取到电子印章，听取了专业人
士对使用方式的具体讲解。

记者从政策解读会上了解到，德州在全省率先为市级新
开办企业免费提供电子印章。自9月9日起，德州为在市级登记
机关设立登记的新开办企业免费发放一枚电子印章并免费
提供一年的电子印章管理平台维护费。此外，自今年5月11日
至9月9日之间在市级登记机关免费领取实体印章并保留在市
级数据库中的企业，也可到市政务服务中心申请免费电子印
章。电子印章集成了实体印模、公安备案和电子签名，企业可
以采用电子签名签署电子合同，通过手机、电脑等终端在线
流转，办公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同时通过数字签章技术实现
了签章文件不可篡改、印章印文不可仿制，大大提高了权威
性、便捷性、安全性。免费提供电子印章免费服务，降低企业
费用，为企业经营发展提供便利，受到了广大企业一致好评。

泰安

威海

德州

“淄博珍珠”航拍图。 □记者 马景阳 报道

莒南一企业探索循环养殖新模式，鸡粪也能“生金”

思路一变，“老大难”成了“抢手货”

□ 本 报 记 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刘雁 孙烨

日前，莒南庄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庄会树走进最新一代的养殖大棚，检查肉
鸡的长势。大棚东侧一米多高的排气扇正在
“呼啸”，虽然一亩多地的大棚内养殖了两
万多只鸡，却几乎闻不到鸡粪的臭味。

“早先几年养殖技术还没这么先进，公
司来客人，我最不愿意带来养鸡棚参观。”
庄会树说，现在的肉鸡养殖技术不断更新迭
代，不仅自动通风、控温、投喂，就连鸡粪
都是自动清理，最关键的是，传统养殖业搭
上了循环农业，鸡粪也能“生金”。

离养鸡棚不远的地方，就是庄氏农业的
家庭农场，挺直粗壮的黄瓜挂在枝头。这几
年，庄氏农业研发出了有机肥技术，将难以处
理的鸡粪做成冲施肥，用于大棚蔬菜种植。

“我们这儿的蔬菜和草莓没有添加任何
化工肥料，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有机肥厂。”
庄会树介绍，养殖场产生的鸡粪，通过传送

带输送到有机肥厂，经过无害化处理，生产
出园区需要的蔬菜专用肥和草莓专用肥。

保持恒定的温度是鸡苗长成的关键。庄
会树是莒南县第一代养鸡大户，在规模化养
鸡的头 2 0年，他一直在和大棚温度“较
劲”。

“刚开始推广养鸡技术时，我们就盯上
了种草莓的大棚，草莓和鸡对生长温度的需
求差不多，我们就试着在一亩多地的草莓大
棚里划出一半来养鸡，草莓熟透的时候，鸡
也差不多能出栏了。”庄会树说，这段经历
启发了他探索种养循环的发展模式。

庄会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只鸡从出

生到出栏一共产出约10斤粪，再加上3斤秸
秆进行发酵，就能得到8斤冲施肥，按照每
斤肥料至少4毛钱的价格来计算，保底有3块
2毛钱的收益。同时，养殖场的刷棚水一直
都是主要的污染源，庄氏农业还研发出了刷
棚水的发酵技术，制作成水溶肥，同样可以
用于大棚蔬菜种植。

目前庄氏农业每年的肉鸡养殖规模达到
了500万只，以往一吨鸡粪只能卖出几十
元，大量鸡粪找不到人处理，一度让庄会树
发愁，如今优质有机肥的售价每吨可以超过
一千元。思路一变，“老大难”成了“抢手
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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