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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宝书 丁兆霞
通讯员 王田 秦晓涵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1日，日照市岚山区总

投资超过80亿元的20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拉开了该区今年重点项目建设的序幕。

布局4000万吨级钢铁产能，打造沿海钢
铁先进制造基地，是省委、省政府交给日照
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已坐拥山钢集团日照
有限公司、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两大
钢厂的岚山，最大最现实的发展机遇。当天
集中开工的项目中，“吃钢嚼铁”类，就有
三个。

譬如，总投资2亿元的日通新型泡沫铝
防撞护栏项目，一期规划3条波状护栏板生
产线及相关配套设施，可利用日照钢铁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生产的3mm厚度的ESP特种钢

优质产品加工波状护栏板，就近利用产业园
5#热镀锌生产线镀锌；联创重工新能源汽
车配件项目，依托两大钢厂的钢板、卷板及
方管等板材，精深加工生产金属压延件，用
于新能源汽车配件；投资1亿元的国鑫精密
箔材及极薄硅钢项目，产品主要有压延铜
箔、极薄钛板、极薄不锈钢等。

碑廓镇农业现代产业园项目、高兴镇科
技产业园项目、岚山港城智慧物流枢纽项
目、农村四好公路建设项目……为高质量发
展储势蓄能，岚山区全面发力。当天集中开
工的项目，既有一批经济效益优、发展前景
好的产业项目，又有安置房、基础设施建设
等一批惠百姓、暖人心的民生项目，涵盖高
端装备、现代农业、智慧物流、基础设施提
升等七大类。

开工当天，计划投资4 . 8亿元的日照卫岗
乳品工业园项目备受瞩目。据投资主体之一
的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蒋临正介
绍，该项目将用18个月的时间，建设10条以打
造高端液态乳制品为主的低温奶生产线，并
配套智能化的冷库以及配套服务设施，建成
后能成为国内一流的高端智能化现代乳制品
企业。项目达产后，预计年加工鲜奶16万吨以
上，年产值14亿元以上，年利税5000万元以
上。届时，日照市奶业全产业链将进一步健
全，奶业振兴迈入新阶段。

瞄准“高精尖”，完善产业链。今年，为以
更大力度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岚山区将招商
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坚持总量扩张与质量
提升并重、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着力壮
大优势集群、加快转型升级，推动产业规模扩

大、层次提升。
瞄准今年“新签约项目50个，签约资金突

破150亿元”这一目标，该区围绕产业图谱，成
立了先进钢铁制造产业、现代高效农业、外资
外贸等8个产业招商专班和北京上海西安3个
区域招商专班，充分发挥北京协同招引中心、
上海协同创新中心、西安协同招引中心作用，
探索开辟广州、深圳、川渝等招商引资新阵
地。其中，紧盯山钢、日钢上下游产业，梳理

“原料”“产品”客户清单，大力开展“点对点”
招商、重点企业“敲门招商”，着力引进一批投
资规模大、产业关联度高、带动能力强的大项
目、好项目。

数据显示，一季度，该区共开展外出招商
136次，接待客商194次，梳理招商线索183条，
完成签约项目8个，总投资额超40亿元。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本报通讯员 卢立平

春寒料峭，挡不住发展的激情。2月26日
上午，全省2021年春季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活
动举行，日照市东港区总投资约30亿元的6个
项目参加了集中开工。3月1日上午，东港区
2021年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行，又
有6个项目挖下了开工建设的第一铲。截至目
前，东港区今年已经有12个过亿元的项目开
工，计划总投资68亿元。

引一个项目，育一个龙头，聚一方产业，
兴一座城市。对东港来说，重点项目不仅是区

域经济发展的硬支撑、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
强引擎，更是推动城乡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结
构升级的“火车头”。

以2月26日开工的吾悦广场项目为例，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15亿元，建设规模17万平方
米，创新采用5 . 0商业模式，引进知名品牌200
余个，并运用VR等大数据技术手段，全方位
打造线上线下智慧型商业综合体。2022年建
成投用后，既能更好满足日照老城区市民家
居体验、生活购物、休闲娱乐等多元化需求，
也将对周边区域新经济、新业态形成拉动作
用，有力促进东港区高端服务业提升发展，助
力日照老城区蝶变。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安全生产大排
查大整治——— 三个文件、三张任务清单，将动
员、誓师具化成一个个实战之举，砸实经济社
会发展的每一个部位。据悉，在“十四五”开局
之年，东港确定了“一个进位，五个前列”目标，
在全省县域经济实力排名中要提升2个以上位
次。具体工作中，以开展“项目突破年”为抓手，
确定重点项目127个，年度计划投资125 . 2亿元。
突出产业招商、以商招商、资本招商，大力招引
旗舰型、引领型项目，力争年内引进投资过亿
元和地方收益超200万元项目50个，过10亿元或
500强项目10个，实现考核到位资金65亿元。

不断强化的“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

就是谋未来”意识，成为东港上下抓项目建设
的强大驱动力。这些天街道党工委书记尹相村
始终奔波于三奇、比特等大项目处，帮办手续、
协调用地、解决难题，“辖区内开工项目多，服
务推进任务重，感觉坐不住、等不得。”

专班推进、清单管理、集中开工、每月调
度，将一个个项目推进变成干部作为的竞技
场、擂台赛。在老城区核心区的海曲印象文化
广场，在空港经济开发区，在三庄镇板石村的
荒坡上，聚焦城市经济、乡村振兴、园区经济

“三大突破”，围绕项目突破一个个“小分队”
“尖兵连”已经触动，一场高质量发展的大比
拼已经拉开架势。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真是太感动了！当时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拨通了日照公安交警支队静态交通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静态交通管理中心”）的救援热
线，没想到在晚高峰期间一路绿灯，原本在晚
高峰期间30分钟的车程，仅用了10分钟就到达
了医院，孩子得以及时治疗，现在也康复
了。”回想起不久前的一次惊险遭遇，陈女士
记忆犹新。

1月31日17时18分，正值晚高峰开始，日
照市城区的主要道路车流量逐渐增大。这时，
静态交通管理中心的电话铃声大作，陈女士打
来求助电话，称孩子呼吸困难，有休克的危
险，急需到日照市人民医院就医。此时，陈女
士的车辆正行驶在路上，但是晚高峰的车流量
大，车辆行驶缓慢，让她心急如焚。

早晚高峰期间，城市道路上车水马龙。这
时，万一遇到紧急情况急需送医，该怎么办？等
待医院救护车辆到来，无疑是绝大多数人的选
择，但如果距离医院路途较远，车辆到来需要等
待；而驾驶私家车前往医院，途中会遇到交通拥
堵，通行时间较长，容易错过最佳诊疗时机。

时间就是生命，为进一步提高紧急病患的
送医救治速度，保障送医过程中的交通安全顺
畅，1月22日，日照公安交警支队在日照市主城
区率先开通道路交通“绿波生命救援通道”。

接到电话后，现场工作人员立即启动“绿波
生命救援通道”系统，一名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引
导车辆驾驶人打开双闪灯，为其规划行驶路线
并实时与她保持通话。另一名工作人员根据陈
女士提供的位置信息通过视频监控迅速锁定送
医车辆，并在电脑前操作信号灯控制系统。

“绿波生命救援通道”开启后，路况大不相

同。每当陈女士通过一个路口，工作人员便通过
人工干预远程开启下一个路口的绿灯，遇到车
流量大的路段进一步提早开启绿灯确保车辆顺
利通行。整个过程中，工作人员远程人工干预路
口信号灯16处，原本在晚高峰期间30分钟的车
程，缩短至10分钟，为生命救援节省了宝贵的时
间。

2月7日16：07，静态交通管理中心接到市民
许先生的求助电话，称妻子羊水破裂，急需送往
日照市妇幼保健院。工作人员立刻根据许先生
提供的车辆信息为其开启绿波生命救援通道，
平时10分钟的车程，仅用了4分钟就抵达了医
院。2月22日，孩子的父亲刘先生将一面写有“感
谢人民好警察 情系百姓路通万家”的锦旗送
到日照公安交警支队静态交通管理中心，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从2019年开始在主城区试点设置绿

波带提高车辆通行效率，目前400余处红绿灯联
网率达80%，民警坐在电脑前可以对300多处红
绿灯进行远程遥控。”静态交通管理中心民警张
良告诉记者，日照市多年来持续开展智慧交通
建设，为“绿波生命救援通道”的开启提供了技
术基础。

“对于没有联网的红绿灯，我们会及时与相
关交警大队取得联络，由他们派出专人前往该
路口进行人工调节，确保送医车辆畅通无阻。”
张良介绍。为方便有需要的市民能够及时得到
帮助，日照公安交警支队专门设置了0633—
7997859、8780039两部热线电话并与110警务热线
实现三方通话，市民在遇到急需送医的情况下，
拨打其中任何一部电话均可与静态交通管理中
心取得联系。

截至目前，日照公安交警支队已开启“绿波
生命安全通道”保障紧急病患送医9起。

□ 本报记者 丁兆霞

“政府为家长们想得真周到，这项服务好暖
心”“田丰恺说很好吃，盼着明天的卤鸡腿
呢”……3月1日晚，日照市第三实验小学的班级
群里热闹非常，各年级家长们争相留言分享自
己及孩子对当日午餐的感受。

这是春季新学期开学首日，也是日照市在
未建食堂的中小学逐步推行集中配餐首日。今
年，“开展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集中配餐服
务，对未建食堂的184所学校实行集中配餐”，被
日照市委、市政府列入全市15项为民办实事项
目之一。日照市第三实验小学是日照市东港区3
月1日起启动集中供餐的13所城区学校之一。

如今的“暖心”，对应的是曾经的“烦心”。虽
然小区距离学校不过几分钟的路程，但对未配
建食堂的学校的家长来说，孩子中午接送和吃
饭一事并不轻松。

怎么才能让因条件限制未能配建食堂的学
校的孩子中午也能吃饱、吃好，让家长省心、放
心呢？考虑到场地限制、食品安全、运营成本等
问题，日照的驻地区、主城区东港区，选择了对8
处未提供配餐服务的农村学校，在春季学期开
学后由中心小学食堂提供配餐；对城区26处未
提供配餐服务的城区学校，由中标公司先期为
其中13处学校学生提供营养午餐配送服务。

中标的山东鲁速央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鲁速央厨”），是日照市唯一一家有
着团餐、高端净菜、卤制品等加工设备及流水线
的加工生产企业。一期占地14728㎡，已建成占
地4000m2的中央厨房加工生产车间、4000m2的智
能物流仓储中心及1000吨容量的大型双温一级
冷库。

“我们采用世界级的‘水触霉’次氯酸物
理消毒杀菌工艺、大型微波灭菌熟化设备、连
续盒餐包装设备，包装车间卫生洁净度达到10
万级。同时，组建由高级厨师、营养师带队的
近30人的菜品制作团队，按照季节、结合学生
成长发育状况进行科学配餐。”鲁速央厨总经

理郜广军告诉记者，学生午餐采用一次性食品
级PP5餐盒和可循环餐盒搭配使用。现阶段，出
于疫情防控考虑，主要采用的是一次性食品级
PP5餐盒。

3月2日11：10，两辆车体带有“学生营养餐
配送专用”的运输车缓缓驶入日照市第三实验
小学。停稳后，穿红马甲、戴红帽的鲁速央厨配
送团队迅速下车，两人一组将盛放午餐的保温
餐箱运至各教室门口。“这种保温餐箱温度设置
在75℃，可以保证4小时不下一度。”配送团队人
员介绍，运输车辆全部GPS定位并安装电子锁，

实行全程监控，到学校后由专用设备扫码开启，
确保运输途中食品安全。

11：40，舒缓的音乐响起，日照市第三实验
小学留校就餐的学生午餐时间到了。伴着学校
广播里的提示，各班级的学生陆续从教室后门
出，到洗手间洗手后，接着去教室前门排队，
自行从开启的保温箱里领取午餐。回到座位
后，铺上学校发放的餐垫，取出自备的筷子、勺
子，打开保温膜，大快朵颐起来。

当日，日照市第三实验小学1900余名在校
生中，有1024人选择在校午餐，较前一日多了15

名学生。“一顿既营养又热乎的午餐，有荤有素
有主食有水果，只需12元，主食管饱，孩子吃
得好，我们家长既省心，也安心。”学生安仲
旭的妈妈很满意。据悉，家长给学生订餐有专
门的APP，APP上可订餐、可退餐，可以实时
结算。

据统计，东港区首期集中配餐学校中自愿
参加配餐服务的学生达6995人。为确保学校集
中供餐后的饮食安全，东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在鲁速央厨派驻食品安全监管专员，以切实保
障食品安全监管到位。

■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年新作为

瞄准“高精尖”，完善产业链，全力抓招商、引资金、上项目———

岚山：“一号工程”动力足

以127个重点项目起势，聚能聚力高质量发展———

东港：项目突破催蝶变

日照公安交警支队常态化开通“绿波生命救援通道”———

拨通一个电话 开启一场生命接力

日照开展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集中配餐服务

让孩子吃好 让家长放心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3月5日，日照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指导中心正式启用。
日照市新时代文明实践指导中心是日照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的指挥调度中心，是日照志愿服务的
“大本营”。该中心由“五区一平台”构成，即品牌项目
展示区、志愿组织办公区、志愿项目孵化区、家风家
教学习区、文明实践培训区和文明实践云平台。

据悉，至去年年底，日照市共建文明实践站1817
个，覆盖全市所有村（居）、社区、城市书房。两区两县
分别列入全国和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试点县（区），
实现试点工作市域全面覆盖、城乡一体推进。

日照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指导中心启用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高凌霄 高原报道
本报日照讯 近日，省政府印发《关于下达

2021年省重大项目名单的通知》，日照市26个项目
成功入选。

26个项目计划总投资432 . 4万元，年度计划投
资65 . 2万元，包含21个省重大实施类项目和5个省
重大储备类项目。涵盖高端装备、医养健康、精品
旅游、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物流、现代高效农业
等领域，属于我省新旧动能转换“十强”产业。

日照26个项目入选

2021年省重大项目名单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李大伟
张文豪 报道
3月2日，在日照两

城河口国家湿地公园，
不少候留鸟在这里嬉
戏、觅食，蓝天、净
水、飞鸟，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生态画卷。近年
来，随着日照市湿地生
态环境的持续改善，适
宜的环境和丰富的食
物，吸引了众多鸟类前
来“安营扎寨”、繁衍
生息。

□李世伟 夏云 报道
3月5日，日照市妇联、日照市财政局、日照银

行银海中心支行等单位联合组织30余名妇女代表赴
莒县招贤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红色党建展芳华，巾
帼建功送祝福”主题活动，并看望慰问老党员。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杨京华

朱瑞福

“村书记一趟趟地到家里
来，镇领导也到家来跟俺说心里
话，我反映村干部的问题你们都
给处理了，俺在心里压了这么多
年的疙瘩终于解开了！”这是近
日莒县某镇纪委书记对息诉罢
访当事人进行回访谈心时，曾经
的信访人老王(化名)给出的反
馈。此前，老王因上世纪90年代
与村集体发生矛盾，多年来对历
任村干部心怀不满，导致其连续
多年反映村干部问题。

“办信访就是办民生，解开
一个群众的心结，能够理顺一
个家庭的生活，消除一个不安
定的隐患，同时，也激励基层干
部主动作为，从而提升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莒县纪
委监委主要负责人王希表示。
近年来，莒县纪委监委坚持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融入
到信访举报工作中，通过查化
结合，做到“问题查清、事要解
决”。为破解“事已查清、人已处
理，但信访人仍反复举报”的困
局，莒县纪委监委探索推行“双
子”工作法，通过工作让信访人
既有“里子”，也有“面子”，从根
本上化解矛盾。

“要实现矛盾化解，首先要
弄清事实的‘里子’，把群众反
映的问题彻底查清查透、处理
到位，还当事人一个公道。同
时，对有家庭困难的信访人进
行帮扶救助，让他们生活的‘里
子’更厚实。”莒县纪委监委信
访室主任葛永玲说，“‘面子’就
是镇村有关干部主动出面给予
信访人精神抚慰，同时做好被
信访人工作，通过纪法说理让
其认清自身存在的问题，促使
其主动与信访人沟通交流，最
终达到和解。”

对于老王反映的问题，莒
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查处到位的基础上，做通被
举报人的工作，让其认清自己的错误，主动到老王家
中，开诚布公地面对面交流，各退一步下“台阶”，双
方都不失“面子”的同时达成了和解。至此，这件在莒
县纪检监察系统近10年、大信访系统近20年的积案
得到圆满解决。

如果说老王信访案件是弄清事情“里子”的代
表，那莒县另一个镇的村民老史(化名)的案件就是
厚实生活“里子”的典型。

近年来，老史多次反映该村干部问题，莒县纪委
监委成立工作组开展复查，经过调查，查清了其反映
的问题，并给予被反映人留党察看处分。但结案后，
老史仍然反复信访。

莒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在走访中发现，老史年
老体弱、妻子患病，家庭收入微薄，平时在村里缺少
认同感。考虑到这一特殊情况，莒县纪委监委会同镇
上按政策为其办理了低保，镇村干部多次上门谈心
帮扶，为这个贫寒的家庭送进了温暖。最终，老史写
下息访罢访书，并感谢县镇干部的倾情帮助。

“镇村干部多次到家来嘘寒问暖，解决俺们生活
上的困难，俺们也懂得知足和感恩，不能给村里和政
府添乱。”老史感慨地说。

得益于“双子”工作法，莒县的一起起基层矛盾
迎刃而解，群众满意度和认可度不断提升。去年下半
年以来，莒县纪委监委共化解多年“老大难”积案37
起，其中省纪委交办的全部化解“清零”。

解
了
老
王
的
心
结

暖
了
老
史
的
日
子

莒
县
纪
委
监
委
推
出
﹃
双
子
﹄
工
作
法
解
开
农
村
矛
盾
千
千
结
︱
︱︱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