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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卢立平

冬日，日照市东港区钢铁配套产业园区内
一派繁忙。传送带不停旋转，产品不断下
线……投资56700万元的济钢金属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一期工程，4个月前就已经投产。从签约
落地到项目竣工，一期仅仅用了13个半月，比
预期缩短了42天。

“除了安心搞建设，搞经营，其它的事都不
用我们操心。”项目负责人高鹏说，“东港的干
部不仅态度好，效率也高，光办理各种手续就
比预计节省了一个半月的时间，让我们这些在
东港投资的客商感受到了浓浓的‘发展温
度’。”

2月1日，在济钢金属资源综合利用项目项
目区，井忠刚一忙起来脚不沾地——— 污水管网
配套设计、片区用地规划、惠企政策落实等一

摊子事等着他去协调。作为东港区钢铁配套产
业园区副主任、区派济钢金属资源综合利用项
目专员，井忠刚已经习惯了这种跑步前进的
节奏。

2019年6月20日，济钢金属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正式签约落户东港，厂址早已选好，就
在东港区钢铁配套产业园区的最南端，离下
游产业链山钢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不到3公里。
但刚刚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高鹏，心里多少还
有些忐忑：初来乍到，各种手续、评审怎么
开展？项目用地怎么腾空？

顾虑很快被打消：签约当天，井忠刚被
派到项目区担任项目专员，全程提供“一对
一”包保服务，为项目推进纾困解忧。

“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园区第
一时间送来了口罩等防疫物资，帮助落实防
控措施，确保尽快复工，让我们感觉暖
心。”高鹏说。东港区建立重点项目推进周

报制度和区、镇街、村居三级纵向攻坚机制，
将服务项目关口前置，与时间赛跑，靠前对疫
情防控、手续办理、土地清表等方面的问题进
行跟踪调度，精准施策，合力突破。

在项目专员的协调下，涉及100余户村民
的120亩土地腾空，地上附着物的无震荡清除，
仅用了不到一个月，项目建设一路提速。各种
手续办理和各项评审工作也同步进行，有关部
门开通办事绿色通道，实行容缺受理机制，
非要件先办后补，提高办事效率。

主动衔接规划、主动对接产业，在项目
建设不断提速的同时，更多的部门也“跑”
了起来。由东港区区直部门、钢铁配套产业
园区、涛雒镇组成的保障突击分队全程跟
进，随时为项目清“路障”。

在济钢金属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厂房建设
的紧要关头，2条高压供水管道、1条光缆管
线、2条高压电线影响了项目进展。如果改

迁，不仅牵扯部门多，而且费用来源是个问
题。关键时候，东港区政府主动对接，并投
资600万元用于高压供水管路改线，不到1个
月的时间，就将管道、管线全部安全迁出。

项目产能如今每月能达5万吨，预计一期
完全达产年可实现产能100万吨，高鹏由一开
始的担心变为现在的安心。“有了党委、政
府的全力支持，我们更坚定了投资东港、扎
根东港的信心。”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赢得发展“加速
度”，更多的项目保持高效推进。来自东港
区发改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东港区109个
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8 . 8亿元，超年度计划56
个百分点。

“手拉手，肩并肩，当好店小二。”东
港区委书记王世波表示，东港区要用最精准
高效的服务、最优质温馨的环境拴住企业的
心，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强力引擎。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张守部 王俊懿

“真是没想到，临近中午提报的验收备案
材料，下午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书，太快了！”2
月4日，在日照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刚刚拿到
不动产证的山东传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办公
室负责人梁颖开心地说。

当日，梁女士在公司新建的库房、车间等
经过相关部门完成联合验收后，通过线上提报
了相关资料，当天下午便领到了不动产权证
书。“有了不动产权证书，公司在后期办理抵押
融资等业务更加方便，让我们早投产早受益。”
梁女士说。

为了更好地服务企业，日照经开区在日照
市率先实现了工业项目“验收即办证”。日照经

开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充分利用项目竣工综合
验收的时间跨度，创新实行前置测绘审核和竣
工综合验收“双线办理”，将“联合验收”
“竣工验收备案”“不动产登记”三大模块
“串并结合”，减材料、压时限。同时，设
立“联合验收”“交房即办证”“验收即办
证”窗口，为辖区内工业企业项目提供竣工
验收服务和指导，一举解决了工业项目竣工
验收后不动产权证书发放滞后的问题。

致力于提供一流政务服务，去年，日照
经开区持续深化“一次办好”改革，“需求
侧”推进审批模式创新，方便企业群众办事
创业。集中进驻21个部门1166项政务服务事
项，在日照市打造出进驻事项最多、集中程度
最高的政务服务大厅；深入实施“一窗受理”

“一件事”主题服务、“一业一证”试点改革，依

申请服务事项归集率达到99 . 71%，居于全省领
先地位；业务全程网办率达到99 . 13%，最多跑
一次事项占比达100%；491项事项可应用电子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实现“手机亮证、线上办
理、授权打印”。

前不久在日照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企业
开办统一出件窗口，日照市舜达机械工程有限
公司经办人尹悦在免费领取到营业执照和5枚
免费印章的同时，还同步领取到了用于开具相
关发票的税务Ukey。在此之前，新开办企业需
要通过第三方机构发放税控盘，再由税务部门
进行开通，流程相对复杂。

为方便企业办事，日照经开区在政务服务
大厅设置了包含统一出件、税务、银行开户咨
询在内的“企业开办综合窗口”，企业直接在政
务服务大厅“一站办齐”免费领取营业执照、印

章及税务Ukey等业务。
同时，日照经开区积极践行“最暖店小二”

服务理念，创新实施工作日午间晚间、节假日
预约服务，特殊群体上门服务，把服务扩展到
全天候，解决群众“上班没空、假期没人”的办
事难题。为让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率先启
用“免跑腿”信封，补充材料、证照章等实现双
向免费寄送。率先推行视频模式办事指南，已
在企业开办、人力资源等6个方面发布、应用。

此外，日照经开区还坚持开门搞服务，畅
通群众监督评议渠道，倒逼服务水平提升。率
先聘请政务服务行风社会监督员、与邻市审批
局互相暗访测评，全面开展线上线下“好差
评”。2020年，日照经开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各
类业务38 . 67万件，通过评议和电话抽访，群众
满意度达到99%。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金康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2日，第12届全国体育科学

大会、第2届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新闻发布会以
视频连线形式在北京、济南、日照三地同时召开。

据悉，第12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定于今年10
月份在日照市举行。大会由山东省体育局、日照市
人民政府、山东体育学院和山东体育科学学会共
同承办，主题为“科技赋能体育·创新驱动融合”。
大会同期举办的以“科技创新助力体育强国建设”
为主题的第2届全国体育科技创新大赛由山东体
育学院承办。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日照本土网络电影《布娃娃》

定档2021年大年初一，由腾讯视频独播。
《布娃娃》由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西海岸分公司出品、山东省互联网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照分公司联合出品。这是
一部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的影片，电影于
2019年6月开机，从筹备到开拍总共花费1万元左
右，从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历时1年半。电影以
一种荒诞离奇的表现手法，围绕爱情、友情、亲
情三条主线，演绎男主在梦境中体验人生百态，
最后幡然醒悟、浪子回头的故事。

■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年新作为

从签约落地到项目竣工，项目一期用时13个半月，比预期缩短42天———

“东港温度”催化“东港速度”

日照经开区立足企业“需求侧”营商环境再提升———

项目验收即办证

第12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

将于10月在日照召开

日照本土电影《布娃娃》

大年初一上线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王永玲

2月1日，记者来到五莲县叩官镇的小槐树
村，高大的现代农业大棚矗立在田间，整洁的
水泥硬化路直通村内，透水铺装的青石板路直
达村民家门口……

9时，一辆辽宁牌照的大货车稳稳地停在五
莲县小槐树村前的广场上，引擎的轰鸣声打破
了乡村的宁静。早已在村委等候的几名村民一
起走到车前，将事先打包好的蜜薯装上卡车。

“我们种植的蜜薯是第一代脱毒苗，不但
产量高，而且口感好。去年秋天我们在村合作
社投资建设的仓库里储存了20万斤，原本还没
打算开仓销售，一下子就被买走了4万斤。”
小槐树村党支部书记刘中新边说边望着正在忙
碌的村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是村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让俺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等到元宵节，大棚里的菠菜、油菜就能上
市，到时候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

小槐树村是五莲县典型的山区乡村，居住
在这里的62户村民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靠
天吃饭。后来，村里的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
大量土地撂荒无人耕种，村集体收入寥寥无
几，环境脏乱差……

“乡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我们以星级
党组织建设为中心，以现代农业、林果采摘、
乡村旅游等产业为多点，列出5种党组织领办
合作社实现形式和8项推进措施，探索‘支部+
合作社+农户’‘支部+合作社+公司+基地’等
模式，推动合作社与项目深度融合、与产业有
效对接。”五莲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孙鹏霄
说。

为改变山村的落后面貌，五莲县立足山区
农业县实际，打造因地制宜、“一心多点”工
作格局，深入推进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

“把撂荒的、零散的土地从村民手中流转
出来，由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统一经营，每年

支付给村民保底租金，有剩余的再分红！”刘中
新和日照市科技局派驻小槐树村的“第一书记”
孙清昱二人一拍即合，商量着在村里成立合作
社发展规模农业，唤醒这片“沉睡”的土地。

说干就干，小槐树村的合作社很快便成立
起来，刘中新第一个带头将全家的10亩地加入
其中。看到村干部主动作为，村里陆续有36户
村民加入，共流转土地100亩，建设大棚5个，
当年实现收益10 . 6万元。去年，村里扩大蜜薯
生产规模60亩，投资30万元建设蜜薯仓储地

窖，储存蜜薯20多万斤，零售每斤1 . 5元，仅此
一项就能年新增利润20万元。

如今的小槐树村，党群干群关系融洽、村集
体收入持续增加、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昔日贫穷
的小山村发展成为美学乡村建设试点村。

同样享受到支部领办合作社红利的远不止
小槐树村一个，潮河镇后仲金村发挥距离市北
开发区近的区位优势成立劳务合作社，为周边
企业提供用工服务。自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
社每天组织村民向白鹭湾等地输送工人，最多

时每天输送50余人，合作社可获得收入1000余
元。不仅一举解决了本村和邻近村村民的就业
难题，也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难题。户部乡时家
沟村结合本村土质等资源，成立合作社发展辣
椒产业80亩，产品打包销售给日照市集泰食品
有限公司作为“老干妈”和韩国化妆品企业的
原材料，合作社成立当年获得净收益22 . 4万
元。

目前，五莲县已成立党组织领办合作社
179家，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33%。

五莲县因地制宜推进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沉睡”土地被唤醒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卢立平 焦庆安

1月28日，冬日的阳光洒在东港区涛雒镇
东石梁头村，田园、农舍开始暖起来。村南的
芹菜大棚内，63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牟敦香采
收芹菜、清理杂草，干得格外起劲。

每一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背后大都有一个
心酸的经历。牟敦香也不例外。20多年前，老
伴滕兆松患上股骨头坏死，双髋关节严重磨损
变形，不仅失去劳动能力，就连下地行走都困
难。家里没有收入来源，还要支付医疗费，生
活的重负压得牟敦香喘不过气、抬不起头。

牟敦香也曾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到城区各大

工地四处找活干。但即便是在工地，她满脑子
想的还是老伴：上厕所没问题吧，能不能吃上
午饭……“怎能不惦记？可不出去挣点钱，一
家人在家里干耗着，日子怎么过？”生活的困
顿，让牟敦香陷入了两难。

生活在几个月前有了转机。去年9月份，
占地60亩的芹菜大棚在东石梁头村建成，并以
本村的特产芹菜为主营方向。这个由东港区投
入462万元扶贫资金建起来的产业扶贫项目，一
方面可以吸纳本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其他村民
就近就业，另一方面可以为带动全镇32个村的
277户488名贫困人员稳定增收持续“造血”。

项目建成第二天，村里的干部就上门把这
个消息告诉了牟敦香。牟敦香家曾经搞过蔬菜

大棚，对此并不陌生。东港区扶贫办一名负责
人表示，“一天干8个小时，能挣70块钱。仅
此一项，一年就能给她带来15000元左右的收
入，加上其他扶贫政策，只要坚持干，稳定脱
贫不是问题”。

家门口就能挣钱，牟敦香感觉生活一下有
了奔头。每天，她总是早早上工，抢着干这干那。
遇到芹菜种植、采收忙时，她赶回家给丈夫做完
饭后，自己顾不上吃一口便又回到大棚。

27日的当天，从芹菜大棚基地收工，牟敦
香不到10分钟便回到家。当天，她特地到村里
的超市买了肉准备包水饺。能让老伴吃上可口
的、热乎的午饭，这让她很欣慰。

更让她高兴的是，得益于当地医疗扶贫政

策，前不久医院为她老伴进行了髋关节置换手
术，并为他们免除了大部分医疗费。目前，老
伴正在恢复中，已经能拄着双拐下地了。挣钱
的活计有了，病也能治了，牟敦香感觉，自家
原来愁云笼罩的日子终于“放晴”了。

闲暇的时候，牟敦香会擦一下棚子里的小
三轮。这是牟敦香一家最贵重的设施。多年
前，这辆小三轮为老两口种菜卖菜时立下了汗
马功劳，如今默默地停在那里。

“总不能老靠政府养活，等你身体好了，
我们接着种菜卖菜，争取再把房子修一下。”
吃饭的工夫，老两口聊着今后的打算。桌子
上，一盆仙人指已经盛开，给这个严冬带来缕
缕春意。

贫困户牟敦香家的日子“放晴”了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姚文凤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第二批全省医养结合示

范先行市、县（市、区）及示范乡（镇、街道）
名单公布，岚山区及黄墩镇、中楼镇榜上有名。

据悉，黄墩镇养老院是医康养结合“岚山模
式”的试点单位。在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黄墩镇
政府授权镇卫生院全面托管镇敬老院，建立医疗、
康养一体化管理机制。镇卫生院结合岚山区长期
护理保险，与第三方建立合作关系。合作中，黄墩
镇卫生院专注于做好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专业性
强的疾病诊疗工作，将常规查体、健康教育、疾病
愈后康复等工作交由第三方运营。同时，建立10个
社区照护中心，医康养生命养护综合体可实现全
镇老年人服务全覆盖。中楼镇则以镇养老院为龙
头、幸福院为载体，探索实施全域康养服务一体化
新模式，打通老年人健康养老“最后一公里”。

目前，该区65岁以上老年人家庭医生签约覆
盖率达到75 . 3%，65岁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达
到国家确定的目标要求；全区46处农村幸福院及
6处城市日间照料中心满足老人社区餐饮、娱乐
和医疗需求；全区8处公立养老机构全部与相邻
医疗单位签订医疗协议。

岚山区医养结合

获评省级称号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日照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积极开展信号调优和绿波协调工作，绿波工作取
得了积极成效。目前市区50条道路路段实施双向
绿波协调控制，绿波控制信号灯交叉路口289处，
根据不同路段以及不同时段的车流量情况，每个
路口根据高峰、平峰时段设置不同的信号配时方
案，大幅度减少了车辆停车次数，降低了行程时
间，使得道路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了40%以上。

在打造绿波带的同时，日照公安交警搭建交
通诱导系统，共计安装76块绿波交通诱导屏，结
合平峰、高峰不同时段方案，展示某绿波路段建
议时速，将绿波速度可视化，提高驾驶体验。

日照市区50条道路

实现“绿波”通行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2月5日，记者获悉，2020年，日

照市区环境空气质量细颗粒物（PM2 . 5）、可吸入
颗粒物（PM10）、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
臭氧（O3-8H-90per）、一氧化碳（CO-95per）浓度分
别为35μg/m3、62μg/m3、8μg/m3、31μg/m3、158μg/
m3、1 . 3mg/m3，同比分别下降22 . 2%、27 . 1%、11 . 1%、
11 . 4%、4 . 2%、18 . 8%。其中，PM2 . 5、PM10同比改善
幅度居全省第一位，二氧化硫、二氧化氮稳定保
持国家一级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4 . 11，同比下降17 . 1%；重污染天数为6天，同比
减少2天；省控及以上站点空气质量优良率82%，
全面达到“十三五”环境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同时，
市区环境空气省控以上地表水断面水质全部达
标，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近岸海域海水水质优良
面积比例保持100%，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
胜利。

去年以来，日照市加强精准预报溯源，依托专
家团队力量，及时会商发布管控建议，结合7处雷达
扫描、188个微站、66座高空瞭望系统，精准溯源，线
上线下联动，及时处置到位，共发现处置各类大气
污染问题2379个。狠抓工业污染防治，完成121台工
业窑炉整治，对38家重点企业实施24小时驻厂帮扶
督导。日照市钢铁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山东钢
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成为全省唯一一家重点行业
绩效评级为A级的长流程联合钢铁企业。

同时，强化重点行业领域管控，日照市建立扬
尘治理五级责任制，多次联合开展现场督导，对责
任落实不到位的，实施集体约谈、问责，10—12月
日照市降尘量连续3个月全省最低。在应对重污染
天气方面，日照市完善1184家重点企业应急减排
措施，在深入开展“四不两直”检查基础上，统筹指
导做好自主减排、错峰运输，防止“一刀切”。推进
主城区雨污分流改造，完成建成区黑臭水体治理、
饮用水水源地整治、农村环境整治，以及入河、入
海排口溯源监测任务。

日照2020年污染防治攻坚圆满完成

PM2 . 5、PM10
同比改善幅度全省第一

□吴宝书 李世伟
报道
春节临近，日照银行正

阳支行联合日照老年大学的
书法爱好者，开展为市民免
费送春联活动。

图为日照市老年大学的
姜海正在为市民写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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