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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陈国亮 李晓康

王璐雯

3月19日，国网潍坊市寒亭区供电公司承
担的110千伏贾固线10#至12#线路拆除、负荷
割接顺利完成。至此，历时41天，影响潍坊理
工学院中心校区建设的供电线路成功“让
道”，当天施工塔吊开始进场施工。原定于3
月底完成的线路迁改任务，提前12天完成。

潍坊理工学院中心校区建设项目坐落在潍

坊经济技术开发区，计划于2021年秋季招生。
项目占地500亩，计划总投资15亿元，分三期
建设，可容纳在校生15000人，建成后将有力
促进人才培养与引进，加快科技研发与成果转
化，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助力潍坊市乃
至山东省在新旧动能转换进程中走在前列。

贯穿校区南北的110千伏贾固线3基杆塔
400米线路，成为项目“拦路虎”。如不拆
除，将影响3栋楼宇的建设进程。2月8日，正
值腊月二十七，潍坊理工学院中心校区线路拆
除任务落到寒亭区供电公司。时间紧迫一刻也

不容耽搁，当天工作专班成立，勘察现场、确
定方案、筹备物料等工作马不停蹄地进行，2
月10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九日，终于克服春节
假期厂家停产困难，完成电缆等主设备订货。

贾固线是110千伏固堤变电站的电源线，拆
除3基杆塔，牵一发动全身，势必影响电网安全
可靠，需要跨路新敷设3公里电缆、沿虞河岸畔
新设架空线路2公里。然而，工程期限仅电缆敷
设一项就远远超出工期，困难远比想象的多。

把“不可能”变成“一定行”，唯有分秒
必争。“一把手”带队到潍坊理工学院、经济

区住建局等单位沟通协调，紧锣密鼓敲定方
案；建立健全供电专员服务机制，委派一名班
子成员担任服务专员，日调度、周安排，全程
跟进；成立项目专属服务支撑团队，挑选33名
精干人员上阵，发扬“三千精神”，力克雨雪冰冻
等恶劣天气重重困难，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科
学施工，保障迁改任务安全优质高效完成。

“比计划提前12天，等于给我们争取了一
个月的工期，我们一定兑现8月1日完成工程10
万平方米、9月1日秋季开学的承诺。”潍坊理
工学院校长金德禄信心十足。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徐春光

连日来，在位于诸城市东南部山区林家村
镇的润竹山农业有机玉米种植基地，工人们正
忙着施土粪肥，黑乎乎的粪肥与农村牲畜土杂
肥看似无异。

“这些看似寻常的肥料，其实是经过高密
度蚯蚓处理过的牛粪，还申请了国家专利。”
基地负责人佟继刚说，将被农民焚烧的秸秆等
废弃物，利用大型青贮池技术将秸秆微发酵生
产出微储鲜秸秆配合花生糠喂牛，通过大型反
刍动物转化，产生大量的粪便，粪便中添加适
量矿质肥如磷矿石等以补充P、K肥，添加虾
蟹壳粉起到抗生作用，堆肥时间为三个月；然

后粪便经过蚯蚓处理，为改造薄田提供了优质
的肥料来源。

致力于有机种植与生态观光农业，山东润
竹山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从秸秆、害虫、杂
草、堆肥综合开发利用入手，种养结合，改善
土壤，逐渐成为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我
们在种植中采用‘六不用’理论，即不使用化
肥、农药、杀虫剂、农膜、添加剂和转基因技
术，通过引进农业技术人才，与全国10多所大
专院校和研究机构建立了良好的科研合作关
系。目前公司已申报商标19项，授权专利证书
42项，其中发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41
项。”公司总经理卢德鹏告诉记者。

诸城市知识产权部门积极深入企业挖掘专
利申请潜力，开展知识产权导航，推广知识产

权辅导、预警、代理、托管等服务，并打通专
利申请“快速通道”，加快专利审查授权进
程，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实现了专利变红利。

山东艾泰克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
家从事汽车尾气环保产品的设计、研发与生产
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年来依托国家产业政策，
持续完善和延伸现有产业链，不断研发先进的
环保技术，致力于降低发动机的污染排放。该
公司技术总监唐蛟介绍，去年公司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23件，为公司产品在汽车零部件领域争
夺市场提供了有效支撑。

为加快“知产”与“资产”的双向转化，
诸城市在推动企业申报的同时，积极搭建“绿
色通道”，加速专利申请授权。该市进一步实

施专利申请精准制导计划，强化企业的知识产
权创新意识，对创新能力强的重点企业进行科
学分类、全面分析、深入研究，加强与企业的
沟通、联系、调研，为企业做好服务，专利申
请授权数量稳步增长，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不断
提高。一季度，该市完成专利申请593项，专
利授权413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46件，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342件。

“围绕赋能全市企业高质量发展，我们将
持续推进专利导航工程和专利创新奖励政策，
把知识产权事业发展提高到企业生存、持续发
展的战略新高度，加强与企业双向联动，将知
识产权转化为企业资产的强大后盾，提高市场
竞争实力。”诸城市知识产权事业发展中心主
任武培锋说。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潘 盈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市编制印发《潍坊市
2021年企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导向目录》，建立省
市重点工业（技改）项目月度调度机制。共谋划重
点技改项目787项，计划总投资3335亿元，年度计
划投资907亿元。一季度共实施504项，完成投资91
亿元，全市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32 . 4%。其
中，歌尔股份“基于安全信息编码技术的智能家居
产品数字化车间建设”等36项省重点技改优选项
目，已完成投资7 . 2亿元。

潍坊市工信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投
资促进局等市直部门单位，探索全市项目建设推进
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从数量、结构、速度等方面
建立项目管理指标体系，真实客观公正衡量项目建
设水平，并通过项目调度督查、考核奖惩等举措推
动投资稳定增长。

为持续推进智能化绿色化改造，该市组织召开
全省工业企业智能化绿色化技改潍坊高新区、寒亭
区（经济区）、高密市、临朐县等多场技改云对接
会，借助全省智能制造资源要素，帮助企业精准对
接咨询，加快企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

□记者 张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26日是第21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当天，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市法院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介绍全市法院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取得的进展成效，并向社会各界发布
《2018-2020年潍坊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
书》。

据统计，2018年至今，潍坊全市法院共受理知
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3924件，审结各类知识产权民
事案件4182件，其中调解撤诉结案2382件，调撤率
为57%；受理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45件，审结41
件，收结比为91%。全市知识产权案件总体呈现出
“案件数量迅猛增长、涉互联网案件增速明显、涉
名牌案件不断增多”的特点，反映出通过裁判激励
科技创新的效果逐步彰显，知识产权司法公信力不
断提升，企业尤其是知名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持
续加强，互联网新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

潍坊市不断完善司法保护体制机制，加强审判
体系建设，指定寿光法院管辖部分案件，发挥跨区
域集中管辖制度优势，完善诉调对接，依托“一站
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案件繁简
分流、多元化解、快速审理，加强协作联动，与中
国（潍坊）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会签《关于知识产权
保护合作的框架协议》，推动建立知识产权纠纷在
线诉调对接机制，运用智慧法院建设转变审判模
式。深入推进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机制改革，
报请省法院增加潍城法院、奎文法院作为知识产权
“三合一”审判基层法院，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的整体效能，加强司法能力建设，依法适用惩罚性
赔偿制度，不断提升审判工作水平。

诸城市持续推进专利导航工程和专利创新奖励政策———

知产变资产 专利变红利

国网潍坊市寒亭区供电公司多方协调，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奋战41天———

供电线路为大项目建设“让道”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吕艳霞

高密市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融合，整合教育、公安、卫健、民
政、党史办等力量，打造起覆盖城乡的
“百姓学堂”，通过“讲、传、学、用”
的良性互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
广传播。自3月份以来，已开展“百姓学
堂”授课80余场，受众5 . 4万人次。

“盼着胜利向着党，革命战士振雄
风……”近日，高密市崇实小学茂腔班的
小演员们正在排练以高密革命烈士为原型
创作的茂腔小戏《信仰》。“高密茂腔中
蕴含着丰富的经典人物事迹。我们结合党
史学习教育，对茂腔进行传承与创新，为
老曲赋新词，老曲新唱，歌唱祖国，歌唱

中国共产党。”崇实小学副校长杨妮说。
在不久前举办的“我们的中国梦”——— 文
艺进万家暨庆祝建党100周年第九届高密兰
亭雅集活动现场，艺术家们以书法、诗
文、音乐、朗诵等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宣
传，歌颂新时代发展盛景，庆祝建党百
年。

在高密市委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部长张言良看来，“党史学习教育，要讲
究方式方法。如果一味地照本宣科，会令
人觉得枯燥无味，也就无法达到学习教育
的目的。”为此，高密市不断丰富党史学
习教育的形式、内容和载体，变死记硬背
为现学活用，将党史学习教育持续下去、
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高密市将党史学习教育融
进了浓浓的乡土内容，组建起一支由200多

名退休教师、医疗专家、乡贤能人等组成
的“草根”宣讲队伍，创作编排课程170多
堂，按照“群众点单、平台派单、志愿者
接单”模式，通过讲座、小品、快书、戏
曲等轻松活泼的形式，推动党的历史和惠
民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其中，在高密
市醴泉街道爱国村，正在规划建设的“红色
记忆”党史一条街和“爱国”“诚信”“明礼”

“崇德”主题小胡同惹人注目。他们还组建
“小马扎”等党史故事讲师团，让党史学
习教育融入群众生产生活。

记者注意到，高密市将党史学习教育
融入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市场景区，通
过组织开展“看大戏·感党恩”戏曲进乡
村、“高密印记”百年图书展等特色活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实里
走、心里走。

高密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全覆盖、广传播

“百姓学堂”融入城乡群众生活

□ 本 报 记 者 石如宽
本报通讯员 李炜波

“到王望片区担任党总支书记
2个月内，先后化解了多个信访遗
留问题……评价等次：A。建议提
拔重用。”这段文字是2 0 2 0年6
月，寿光市稻田镇党委书记李树俊
对该镇王望片区党总支书记范涛的
点评。因大胆泼辣、敢于碰硬，32
岁的范涛现已被提拔重用为寿光团
市委副书记。

近年来，寿光积极探索实施
“调研式”考察干部，推动干部考
察由任前急“考”向日常细“察”
转变，为精准科学选人用人提供依
据。

从2018年开始，寿光市实行
“双月点评”，每2个月由乡镇和
市直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对
市管干部综合表现以及完成重点任
务情况等，按比例分“优秀、良
好、一般”三个等次进行差异化点
评。寿光市委组织部“一人一档”
对点评情况及时进行汇总，串点成
线建立起干部表现“动态图”“数
据库”。通过横向比较找差距，考
准干部“实干指数”，纵向比较看
进步，预测干部发展趋势。

结合点评掌握情况，寿光市从
组织、人社、编办等部门抽调人员
成立专项调研组，每半年对镇街、
部门单位进行一次专题调研，通过
个别访谈、实地查看、听取干部群
众意见等方式，多维印证干部表
现。

2020年，寿光市举全市之力，
打响了涵盖16条河流、战线长度
569公里的水利大会战，成立7个片
区指挥部，1023名干部下沉一线包
靠工程建设施工。寿光市委组织部
紧盯干部在重大关头、关键时刻表
现，实行“贴身式”“参与式”考
察，选派7名干部考察员下沉一
线、全程参与，与干部们同吃同住
同劳动，在服务中心工作的同时，
一线收集干部现实表现情况。根据
工程进展情况，先后派出5个调研
组，两次深入水利会战一线近距离
考察干部。

“第六标段包靠干部甄世森，
自正月初九来到指挥部，每天围着
工地转，脚底磨起一层又一层血

泡，正常码号的鞋穿不下，他就穿着凉鞋坚持巡检堤
坝。”……这些典型事迹，都被调研组翔实记录下来。通
过两次调研，共发现坚持原则、兢兢业业、甘于奉献的干
部214人，71名表现优秀的干部被提拔重用或晋升职级。

寿光实行“一事一评”，对市委、市政府安排的重点
工作任务，成立专门调研组进行跟踪考察。近年来，先后
围绕脱贫攻坚、扫黑除恶、人居环境整治等13项重点工作
开展专题调研，354名工作实绩突出的干部受到提拔重
用。

前不久，在寿光市政务服务中心大厅，寿光市委组织
部副部长李飞随机访谈了6名前来服务窗口办事的群众，
听取他们对工作人员工作作风、服务效率和质量的评价。
干部干得好不好，群众最有发言权。李飞说，应该以群众
满意不满意为评判标准，不能只听分管领导怎么讲、干部
自己怎么讲。

根据调研式干部考察结果，寿光市建立起263人的专
家型干部人才库、112人的后备干部储备库、560人的干部
动态实绩档案数据库和8类23项干部能力需求数据库，选
拔配备水利、卫生、安全、环保等紧缺专业干部42人，及
时调整不胜任干部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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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建立省市重点工业

（技改）项目月度调度机制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整体效能显现

□记者 宋学宝 通讯员 王继林 报道
近年来，青州市积极调整优化种植结构，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采取“基地+农户”“合作社+农户”等模式，引导农户种植大棚

樱桃，促进农民增收。目前，该市樱桃种植面积已达万余亩。图为青州市王母宫经济发展区王母宫村一处大棚内，果农农正在采收樱
桃。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王金明 郑华欣 报道

本报诸城讯 4月19日，省能源局下发《关于
公布2021年度省能源节约资金入围名单的通知》，
诸城市成功获批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重点县，获得
1300万元省能源节约资金扶持。作为潍坊市唯一获
批的县市，此次被评为全省生物质能源推广应用重
点县将有力推动该市节能减排、煤炭压减工作和清
洁能源的快速发展。

在国家提出“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后，诸
城市不断完善布局新能源发展格局，实施可再生能
源替代行动。此次生物质能源推广示范县工程拟支
持的石桥子镇分散式生物质供暖及太阳能+生物质
多能互补清洁供热示范、石桥子镇岳旺小区周边集
中供暖、辛兴镇生物质民生热电联产、华源生物年产
10万吨生物质固体成型燃料产业化二期、相州镇北
部生物质集中供热5个重点项目，总投资1 . 98亿元，
计划于2022年底全部建成。这批项目的实施，在加
快该市能源绿色低碳发展，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
级，从而实现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将发挥极为重要
的作用。

诸城成为山东省生物质

能源推广应用重点县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高质量发

展。我们将继续加强与企业联系沟通，帮助企业解
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和项目提
速，鼓励企业坚定信心，谋划创新，开拓市场，把
企业做强做优。”近日，奎文区大虞街道党工委书
记陈国玺表示。

今年以来，奎文区大虞街道把服务企业发展作
为工作的重要内容，成立服务企业工作专班，将辖
区18家限上企业落实到16名科级干部。建立科级干
部联系楼宇制度，将14栋商务楼宇全部落实到专
人，建立健全“每周一学”分享包靠楼宇企业情
况、每周三定时调度服务进度和公开比晒服务企业
实效机制，确保服务企业各项措施在大虞街道落实
落地落细。

截至目前，大虞街道今年已举办企业家座谈
会、楼宇经济发展论坛等活动5场次，征集企业代
表提出的意见建议20余条，对制约楼宇发展的停车
难等问题，认真梳理，制订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通过与企业面对面沟通交流，宣传解释市区政策，
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和服务需求，企业知晓率达
100%。

面对面交流

化解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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