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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充实了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

内容，增设无人机适航审定政策解读内容，首
次发布了《中国通用航空器研发生产与适航审
定发展报告》……9月18日，在日照召开的第
二届中国通用航空器研发生产与适航审定发展
论坛，吸引了国内主流通用航空器研发制造企
业悉数到会。

这样一次全国通航产业领域的重量级论
坛，为什么会选择在日照召开？日照航空产业
发展办公室主任宋强认为，这在于日照支线机
场和通用航空已呈现“两翼齐飞”格局，日照
通用航空已经“飞”出了新高度。

数据是最好的佐证。其一，日照山字河机
场自通航以来，已开通28个城市31个通航点的
航班。2019年，日照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百
万人次，同比增长12 . 9%；年货邮吞吐量1773
吨，同比增长24%，发展速度、发展质量走在
全国同时期同类机场前列。今年8月，山东监
管局为日照机场颁发CCAR-145部维修许可
证，标志着日照机场成为全国238个运输机场
第5个、支线机场首个、民航华东地区首个取
得大型民航航空器定检维修资质的机场维修单
位，实现了由单一航线维修到“航线+定检”
维修的突破。

其二，2019年，日照通航年训练时长达到
3 . 22万小时，首次突破3万小时大关，同比增长
73 . 03%，发展速度在全国同类机场前列。目
前，已有锐翔通航等5家驻场通航企业在日照
市运营，驻场飞机60余架。全省4家141航校
中，有3家将运营基地设在日照，年培养飞行
员（商照）能力200多名，日照已成为山东省
最大的通航训练基地。

日照山字河机场于2015年12月建成通航。
彼时，周边的青岛机场已是山东省旅客吞吐量
最大的机场，临沂、潍坊等兄弟城市以及邻省
的江苏连云港，也都有各自的运输机场。一个
被“包围”中的“后起之秀”，如何化劣势为
优势，在换道超车中开启自己的“腾飞”模
式？支线运输、通用航空、航空产业“三位一
体”，就是日照机场打出的“招式”。

早在日照机场总体规划之初，日照市政府
就预留了通用航空及产业发展的空间用地。
2016年，日照山字河机场通航不到一年，日照
市政府又出台了《关于支持航空产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设立了总规模10亿元的产业发展专
项基金和2050万元的通用航空人才专项基金，
并成立了日照航空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
照空港新区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等融资平台，规
划了日照空港经济开发区。同时，还建立了日
照航空院士工作站，成立了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通用航空学院，设立日照航空人才发展专项资

金，制定了《日照市通用航空产业集群发展方
案》，全方位扫除制约通航发展的机制障碍。

在多名航空院士、专家的帮助下，日照在
全国率先推出了“1+N”的通用航空发展模
式。“1”即是以日照山字河机场为中心，
“N”是在东港区、岚山区、五莲县、莒县、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分别建设通用机场和临时起
降点，形成以支线带通用，以通航作业补充支
线机场资源剩余，促进支线运输和通用航空融
合发展。

这一模式，强化了支线机场和通用机场之
间的联动：通用机场无法开展的夜航、仪表等
科目，全部依靠日照机场空管、通信、导航、
气象等设施设备来完成飞行训练；日照机场航
班繁忙时，将通航训练调剂到各通用机场开展
目视飞行；推进远程塔台、气象“1+N"信息共
享等项目，降低通用机场运行成本。“1+N"实
现了支线机场与通用机场的无缝衔接，确保了

机场“建得好、飞得顺、效益高”。
而今，按照A2类标准建设的岚山通用机场，

是日照第一个高标准通用机场，九天飞院、锐
翔飞培两家141部航校已驻场开展飞行员培
训；已于2016年8月建成启用的涛雒起降点，
2019年共计飞行2086小时；已经建成的五莲县
临时起降点，可满足各类体育类航空器的飞
行；莒县通用机场已经完成选址；山海天旅游
度假区和万平口景区分别建设临时起降点，主
要满足旅游飞行，丰富沿海旅游产品。目前，
日照市共获批低空空域15块，空域面积总计
1 . 25万平方公里，是陆域面积的两倍多，为通
航事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源保证。

今年5月，“环鲁飞”短途运输首条航线
日照=济南=东营航线在日照成功首航，通用航
空从“原地飞”向“联网飞”过渡，由“飞起
来、热起来”转向“好起来、强起来”。7月
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

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从日照机场起飞，
在山东青岛附近海域成功实现海上首飞，又为
下一步飞机进行海上试飞科目训练及验证飞机
相关性能奠定了基础。

“两翼齐飞”的同时，日照市还聚焦飞机制
造、维修、模拟机研发等项目，目前已有11家航
空产业企业在日照投产和运营，AS21（CH2000）
雏鸽飞机生产、航空航天超轻材料生产加工基
地等11个项目已开工。截至今年8月，日照市航
空产业项目投资总额已达110亿元。

在第二届中国通用航空器研发生产与适航
审定发展论坛上，日照市航空产业发展又添新
动能：无人机发动机项目（二期）、航天空气净化
杀菌设备研发生产项目以及鸿鹏蓝天直升机维
修项目3个航空产业项目正式签约日照。同时，
日照市与中国AOPA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岚山
区政府、西北工业大学、如意低空快线飞机制造
有限公司联合实验室签订合作协议。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贾宗杰

在距离年底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节点上，
山东港口日照港打响三场“会战”冲刺年度目
标。发起“工程建设大会战”，全面掀起重点
工程建设热潮；深入开展“大气污染防治集中
攻坚行动”，向着“国际领先的智慧绿色港”
这一目标进发；同时，发起“船舶压港与火车
作业攻坚大会战”，计划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解
决船舶压港问题，提升火车接卸效率，向着吞
吐量4 . 3亿吨、利润16 . 5亿元、集装箱480万标箱
的年度目标发起冲锋。

项目建设吹响“冲锋号”

行走在石臼港区，来往车辆川流不息，工程
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繁忙景象随处可见。在
石臼港区南作业区的东煤南移项目二期工程的
施工现场，一台台大型机械设备正在进行土地
夯实和混凝土浇灌。在集装箱码头改造项目现
场，4台崭新的自动化轨道吊已经抵港，新引进
的无人集卡正在调试。

“对于港口来讲，抓发展必须抓经济，抓经
济首要就是抓项目。目前泊位、场地不足依然制
约着货源开发，要想解决这些制约因素，就要抓
好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有项目，才有投资、有财
源、有就业、有民生。”山东港口日照港集团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牟伟说。

8月19日，山东港口日照港提出大干一百天，集
中一切优势，以“头拱地、向前冲”的拼劲和“关
死后门”的狠劲，掀起重点工程建设大会战热
潮。跑起来奔目标，跳起来摘桃子，因地制宜、因
事制宜、因时制宜、一点一策、一事一决、特事特
办抢抓工程建设黄金期。

今年，山东港口日照港计划实施工程项目32
项、设备项目70项，总投资约50亿元。未来集装箱码
头改造三期工程建成后，预计年可新增210万
TEU。岚南#12、#16泊位和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配套
矿石码头、30万吨级原油码头三期工程，设计年通
过能力总计达到4920万吨。特别是原油运输项目、
环保提升等项目，着眼于日照市建设北方能源枢
纽、污染防治攻坚，对于港城深度融合发展具有深
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火车船舶接卸发运屡创新高

穿过鳞次栉比的堆场，记者来到山东港口
日照港石臼港区南区的码头前沿，燥热的天气
扰不乱码头工人的干劲，轰鸣的机器声昭示着
生产的繁忙。

既要严防疫情输入，又要安全高效生产，还
要防治粉尘污染。在“多难”之间，山东港口日照
港股份二公司集结党员、团员、骨干力量，逐级
成立突击队、尖刀班，用成绩捍卫荣誉。

“天气闷热，船多人少。检验、检疫人员
裹在厚厚的防护服里，还要手脚麻利地工作，
非常辛苦！我们公司在码头设置了海关人员休

息室，让‘人等船’成为常态。”公司生产调度中
心冲锋队的队员曹庆友正在统筹各方力量进行
卸船作业。

“代理通知：15分钟后完成检疫、水尺测量。”“5
号、6号、7号卸船机准备！”“皮带流程检查完
毕！”……在等待船前手续的间隙，曹庆友不断用
手机、对讲机联系代理、中控室、操作司机。

1小时后，手续办好，伴随着热闹的轰鸣
声，红色的矿流从卸船机、皮带机、堆取料
机，一路奔腾至堆场。“在生产业务部的大力
协调下，预计将在夜间靠泊的船，日照海关关
员们都提前出海到锚地进行集中检疫，船靠岸
就能开工，非生产性停时大幅压缩。”曹庆友
介绍，大会战打响以来，公司的船舶接卸手续
办理时间较以往压缩8%。

围绕优化火车作业流程，山东港口日照港各
单位全力保障火车装卸车的顺畅、高效，各生产
业务部积极对接铁路部门，争取计划审批、倒配
空车等支持，全面保障客户及港口生产需求。加
大港内作业统筹，精准计划，科学调配，日均装车
量屡创新高。大会战开展以来，山东港口日照港日
均装车3250车，较会战前增加429车，增幅15 .2%。

港口智慧生产添新绿

初秋的海龙湾，金色的沙滩环抱着大海，蔚
蓝的天空倒映在水面，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
圈的“港口蓝”。由于环境优美，46万平方米的沙
滩上，口虾蛄、章鱼随处可见，海鸥更是常客。

山东港口日照港通过实施国内首例退港还
海工程、东煤南移、矿石南迁和疏港铁路工程建
设，将煤炭、矿石作业产能转移到10公里外的南
作业区。未来，腾退的6000多亩陆域，将形成休
闲度假、金融贸易、国际邮轮、人文居住“四大片
区”，推进城市景观岸线与港口生产岸线协调发
展。

高起点规划智慧绿色港口建设，山东港口
日照港发力打造“全国大宗散货作业新标高”。
聚焦“散改集”，做大适箱货源，今年以来，山东
港口日照港新开通铁路班列7条，推动铁矿石、
铝矾土、焦炭、散粮等货物通过铁路敞顶箱发
运，“散改集”箱量同比大幅增长。其自主研发的
高科牌LED灯具，推进港区照明系统节能改造，
一年来累计安装使用LED灯具1300余盏，节约用
电量78万千瓦时。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山东港口日照港大力
建设港口环境监测网络。设立市控点2个、自控
点13个，实时发布PM10监测数据，并加大考核、
问责力度。同时，深度开展港口环境治理，组织
升级短倒车辆、散货作业的抑尘设备，做到汽运
疏港全封闭、散货作业全抑尘。

今年，山东港口日照港计划投资1亿元，分
期建设总长度近1 . 2万米的挡风抑尘墙并引进
了山东港口首台智能高炮复合作业抑尘车。目
前，山东港口日照港清扫车、洒水车达210
台，洗车设施共20处。港界市控监测点PM10平
均浓度同比改善25%，港区总绿化面积达到62
万平方米。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9日，第四届中医药文化

大会在日照召开。400多位医药领域院士专家、
业界翘楚会聚一堂，围绕“疫情常态化下中医药
作用与创新发展”主题进行了研讨。

本届大会开设中医药健康旅游暨地方传统文
化论坛，道地药材与海洋食药材产业发展论坛，中
医、民族医疑难杂症论坛，涵盖中医防疫经验成果
分享、中医药健康旅游产业发展等13项议题。

开幕式上，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日照中医
院正式揭牌；“医疗洗消一体化”投资经营管理平
台合作、日照市智慧中药产业化建设项目战略合
作、医学检验和中医智慧平台战略合作、生物医药
及高性能医疗器械产业发展合作项目、日照市莒
县中药材扶贫合作项目等八大项目现场签约。

山东港口日照港工程建设大提速，接卸效率再提升，环保攻坚再抓实———

打响三场“会战” 冲刺年度目标

日照通用航空产业“多翼共振”
截至今年8月，航空产业项目投资总额达110亿元

□ 本报记者 吴宝书

几天前，记者参加日照市的一个高质量发
展情况调度会。一进会场，参加会议的人员
都领到一张座次表，一些部门的“一把手”
发现，此次会议座次的安排和往常有很大不
同：以前习惯于坐前排的市里比较重要的部
门领导，却被安排在两边和后排就座，而靠
近主席台的最前排的一些单位，座次表上标注
的是红色。

“今天的会议座次安排，让‘亮红灯’的
一些单位领导坐前排，是因为这些单位近期在
高质量发展考核综合绩效评价中，排名靠
后。”主持会议的日照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杨

原田开门见山，直接说明原因。
听闻此言，一些坐在前排的市直部门的领

导，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有的很不自然。
不过，杨原田话锋一转：“当然，排名靠

后，原因很多。让‘亮红灯’单位的领导坐前
排，不是为了让大家‘难堪’，而是传导压
力，给大家发言的机会，大家一起分析问题，
找出对策，迎头赶上，增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动力和信心。”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
日照和其它地区一样，克服重重困难，按照中
央和省委工作部署，全力做到“六稳”“六
保”，经济社会实现了稳定发展。同时，由于
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重化工业

占比重较高的特点，日照在一些发展指标考核
上并不尽如人意，在专利数量、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安全生产等方面落在全省的后面。

会上，坐在前排的这些部门领导逐一发
言，就如何改变落后的状况详细地分析原因，
提出了具体的举措和建议：加大对高科技企业
的帮扶力度，设立相关引导基金，在政策制定
和措施落实到位方面多倾听企业意见，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改进招商引资方式……

会风变了，大家的发言更实了，台上台下
的互动更强了。“这样清新的会风，不搞形
式，注重实效，能让大家更言之有物，既传导
了高质量发展的紧迫感和压力感，又鼓舞了干
劲。”一位参加会议的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

“亮红灯”的单位坐前排
日照清新会风传导高质量发展紧迫感压力感

第四届中医药文化大会

在日照召开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李世伟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5日，大众报业集团《经

济导报》媒体联动走进“江北绿茶之乡”日照市
东港区后村镇，全方位感受日照绿茶魅力，进一
步加深了对日照绿茶的了解。

据悉，东港区后村镇是日照绿茶引种最早的
镇之一，目前全镇共有茶园近4万亩，茶叶加工企
业百余家，年产干茶3400吨，产值6 . 8亿元，是东
港区茶产业发展的主阵地。

媒体采风团

走进“江北绿茶之乡”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办公厅发布了“第二批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和产
业基地”名单，认定日照市等18个城市为第二批装
配式建筑范例城市。

近年来，日照市制定出台了行之有效的激励
政策，装配式建筑发展工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日照市已累计发展装配式建筑260万平方米，日照
市的山海大象集团获批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
地，国丰远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入选首批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

日照市被认定为

装配式建筑范例城市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高凌霄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发改委会同财

政、税务等部门对今年以来各级政策落实情况开
展了排查评估。从排查情况看，各项政策落实取
得良好成效，日照市累计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32
亿元左右。

据悉，为加快推动“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
转变，最大限度地方便企业及时精准查找、申领、
享受各项政策“红利”，前期，日照市发展改革委急
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创新政策集成、推送
和落实机制，在全面梳理各级政策基础上，牵头搭
建了惠企政策“一站通”平台。平台坚持用户思维、
需求导向，具有企业获取政策“一项不落”“一键查
询”“一机即查”三大功能优势。自4月份平台上线
至今，政策已动态扩充至496条，点击量已达19万
次，日均点击量达1352次。

日照市今年

为各类市场主体减负32亿元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国家首

批66座“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名单，日照黄海中
心渔港顺利通过评审，成为日照市唯一获批渔港。

为更好地服务渔业、推动海洋经济，日照黄海
中心渔港利用现有资源，规划建设渔港经济区，主
要包括渔业配套的港务区、海洋装备制造区、冷链
物流区、休闲渔业区。目前，港务区的交易大厅、海
产品加工车间、加油站已基本完成施工；海洋装备
制造区的海上旅游装备生产维护车间已完成建
设，并配套建设了2100米的港区道路。

日照黄海中心渔港入围

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物

定点上岸渔港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1日，日照市政务服务

管理办公室梳理公布市直各有关部门（单位）
第二批可应用“电子两证”的事项清单（777
项），其中可应用电子身份证的依申请政务服
务事项467项、可应用电子营业执照的依申请
政务服务事项310项。

据悉，自8月17日起，日照市全面推行身份
证、营业执照“电子两证”应用，第一批梳理可应
用电子身份证的依申请政务服务事项市级486
项、区县级1913项，可应用电子营业执照的依申
请政务服务事项市级565项、区县级1657项。办
事群众在业务申报时，通过“爱山东”APP、微信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等，在线获取省内电子身
份证和电子营业执照。

日照第二批777项

政务服务事项

应用“电子两证”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9月20日上午，由五莲县人民政府主办，五莲县委宣传部、五莲县教育和体育局、五莲县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0中国·五莲第一届

“绿水青山”运动会正式开幕。本次赛事时间为9月20日—10月18日，赛事突出“绿水青山”主题，打破传统运动会模式，将体育与旅游
相结合，设置10项分赛。开幕式当天，共有山地越野跑、龙舟、休闲垂钓、亲子定向越野等4项比赛同时进行。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边灵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9月18日，由国网江苏省电力有

限公司、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日照睿运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南钢一号”电动轨道机车在
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日照睿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正式下线，这是国内首台新型充电式智
能轨道机车。

据介绍，该电动机车是为南京钢铁集团定制
车辆，首批生产17台，主要用于厂区内部货物倒
运。该车搭载了日照睿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自主
研发的蓄电系统和远程数据监测和控制系统。最
高设计时速可达60公里/小时，满载2500吨货物的情
况下可连续行驶160公里。远程数据监测系统可在
线对机车进行数据管理和维护，智能控制系统可
实现远程遥控驾驶和自动充电。相比于时下主流
的电力机车，该机车具有自动充电、蓄电运行、
剩余电力回收等优点，无需对铁路线路进行电气
化改造即可在内燃机车轨道上投入使用。在相同
工况下，相较于传统内燃机车该机车运行费用可
降低80%、维护费用降低60%，机车各项关键参数
均优于传统内燃机车，并且噪音小、无尾气排
放，可在低速重载等应用场景完全替代内燃机
车。

国内首台充电式

智能轨道机车

在日照经开区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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