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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于有 无中生有 有中生新

抓项目，菏泽在产业链上做足文章

□ 本 报 记 者 纪伟
本报通讯员 孙磊 殷伟杰

5月1日，在临沂市兰山区方城镇
东朱汪村，有一处农业产业园区，循
环水从黝黑的泉池里冒出来，远处的
白鹭在藕池扑棱起水花，千亩蔬菜、
果树大棚掩映在这片春意盎然中。

在园区的西北角，是“85后”园
区负责人李广阅居住的小院。小院里
有一处玻璃房，阳光投在藤桌藤椅
上，花草正艳。闲暇时李广阅会坐在
这张藤椅上小憩，但更多的时间，她
的身影是在各式大棚间穿梭。

“两万步的微信步数是很平常
的，因为农业是一个细心的产业，有
一点看不到，损失就会放大好几
倍。”李广阅说，农业产业园内设有
特色热带水果棚、精准化管控设备
棚、水肥一体化棚以及育苗棚、高温
棚、食用菌棚等系列大棚，即使是假
期，自己的日常管理工作也不能停
歇。

2015年，李广阅从山东农业大学
硕士毕业后，家里人都劝她在城市里
找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李广阅却早已
打定了主意扎根农村。“农民种地大
多还是靠经验、靠力气，我在学校里
学的理论知识正好可以帮助他们提高
生产水平，这是我选择扎根农村的原
因。”李广阅说，最终她选择来到方
城镇的鼎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
农业产业园区，做一名技术员。

看着刚来的年轻技术员，从周边
村过来管理大棚的村民并不服气。56
岁的村民王京花在园区里负责叶菜大
棚的管理，刚进入园区工作时，她看着
面庞稚嫩的李广阅颇有些不服气：“俺
都种了一辈子地了，还能不如个丫
头？”

东朱汪村党支部书记王洪志来农
业园里参观了几次，看到李广阅正在
对接科研院所，准备将一整套的现代
农业技术引入园区，便对王京花说：“咱虽然种地年数不少，但
年年都是一个样，小李这一套整下来，肯定能有新变化。”

摸索几年后，李广阅与临沂大学合作，将这片农业产业
园区打造成了“农校对接示范园”，利用临沂大学的平台优
势，李广阅将高校农业科研成果直接引进田间地头。这几
年，她在方城镇推广应用了一系列先进的蔬菜种植技术，让
东朱汪村的蔬菜种植模式改头换面。之前，村民们在大棚内
采用人工授粉的方式种菜，李广阅改用了更安全、成果口感
更好的雄蜂授粉。前段时间，她还申请了种植韭菜的实用新
型专利。

积累了大量田间地头的经验，李广阅从2019年起开始负
责园区的全流程管理。“我们吸纳了郭兴庄村等周边四个村的
30余位农民，到我们这里管理大棚的生产，他们薪资最高能拿
到5000块钱一个月，多劳多得。”李广阅细化了管理条例，将大
棚产量、日产管理与绩效挂钩，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如今，李广阅还加入了农民培训讲师团，经常到田间地
头给当地农民讲解高效种植和绿色防控等方面的知识。日复
一日，李广阅带着一股拼劲，不断应用先进的种植技术，她
的付出也得到了老一辈农民的一致认可，王京花坦言：“俺
们再也不敢小瞧现在的年轻农民了。”

即使每天都在园区从早忙到晚，李广阅仍觉得不够，于
是，她和丈夫从城区里搬出来，搬进了园区。如今，李广阅
的孩子已经6个月大了，她们一家人现在就住在园区里，平
时打理几十个蔬菜大棚也更方便了。“我相信我的孩子在这
样的环境里成长，会更贴近自然，更能释放孩子的天性。”
李广阅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兰山区大力开展人才回引行动，
尤其注重引进优秀的农业人才回乡工作创业，2020年该区企
业网签大学生1 . 8万余名，并为466名高学历人才发放津贴合
计817万元。

□通讯员 孙兆军 报道
今年5月16日是全国助残日。日

前，平邑县残联工作人员走访来到卞桥
镇高家寨村村民高召亮家里。高召亮肢
体一级残疾，自学了桃木手工艺品雕
刻。

为解决销售问题，残联工作人员手
把手教他上网直播，帮助他销售精美的
桃木雕刻手工艺品。

助残到家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张文娟 报道
本报青岛讯 5月10日，在青岛市民中心工程建设窗口，

青岛恒泰盛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分管负责人仝晓雪领取了由青
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资质电
子证书，这也是全省发出的第一张建筑业企业资质电子证书。

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技术手段，在制证过程中同
步读取照面信息，推送生成电子证照的同时与工商系统数据
自动匹配，确认信息无误后纳入电子证照库统一管理。企业可
通过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微大厅“扫码亮证”中选择添加电子
资质证书直接领取，还可以通过证照授权持电子证书办理相
关审批业务，不再需要提供证书原件进行现场核验。青岛市建
筑业资质电子证书生成数据与住建部四库一平台数据同源，
通过扫描电子证书上的二维码即可查验证书真伪。

全省首张建筑业企业资质

电子证书在青发放

□ 本 报 记 者 王兆锋
本报通讯员 陈新振 刘翔云

4月下旬，位于菏泽市定陶区的斯瑞药
业倍他米松等高端原料药多功能生产平台项
目正在紧张施工，这个平台是由山东赛托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浙江仙居、湖北人福等上
市药企进行技术合作的新项目，总投资6亿
多元。该项目补齐了甾体药物产业链中的最
后一个链条，使赛托生物成为国内唯一一家
甾体药物全产业链生产企业。

“赛托生物是定陶的本土上市企业，不
断向上下游延伸产业链条。”山东赛托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文起介绍，赛托生
物主要生产甾体药物AD、ADD等原料，由
于没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企业的发展一度停
滞不前。

2019年，赛托生物收购了意大利LISA制
药公司，采用LISA的硫糖铝混悬凝胶制剂
技术，投资8亿元，上马了和诺倍康年产8亿
支注射制剂项目。赛托生物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家拥有此项生产技术的企业，为赛托生物
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建设和诺倍康之

前，我们的产业链到了原料药就截住了，下
游的制剂是没有的。这个项目建成后，我们
将实现从甾体药物基础原料到终端制剂的全
产业链布局，能够实现由生产原料药到成品
药的跨越。”李文起说。

4月中旬，复星二叶项目在定陶区正式
建成投产，标志着定陶区倾力打造的青霉素
医药产业链进入开花结果的阶段。复星二叶
由复星医药集团子公司苏州二叶投资建设，
是山东省首届儒商大会签约项目和2019年省
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设计年产青霉素
类无菌原料药500吨、注射用无菌粉针剂3亿
支。从产品链向销售链延伸，复星二叶山东
斯凯威医药销售中心也落户定陶区，已投入
运营，年可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税收1亿
元。

记者了解到，定陶区不断壮大生物医药
产业，已经形成了涵盖原料药、中间体、创
新药的全产业链，涌现出了山东二叶、斯瑞
药业等一批优质项目。

在菏泽经济开发区，一期总投资7 . 5亿
元的康沃动力项目正安装调试生产线，为6
月的投产作准备。

康沃动力主导产品覆盖11个系列300多
个品种，广泛应用于军工、航天、高铁、船
舶等领域。项目全部达产后，年可生产各类
发动机、发电机10万台套，实现年销售收入
35亿元。同时，企业还计划用5年左右时
间，力争培育制造板块和数字平台板块2家
上市企业。

敢为天下先，康沃动力实现多个突破：
引进的机器人自动配送生产线为全国行业内
首条，打造首家数字化透明工厂；以数字工
厂为基础，建立全球首个以发动机为核心的
工业数字平台；甲醇/柴油组合燃烧系统发
动机，率先实现量产，技术全球领先，被工
信部装备工业司认定为首台（套）重大技术
装备。

康沃动力吸引来配套产业项目——— 德国
蠕墨铸铁、德科电机落户菏泽经济开发区。
德国蠕墨铸铁项目由德国弗里温兹特投资建
设，蠕墨铸铁主要用于康沃发动机的配件加
工。项目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税收
8000万元。

高端化工产业是菏泽重点打造的两大核
心产业之一。东明石化100万吨连续重整项

目，总投资30亿元，亩均投资强度达3600万
元，是东明石化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炼
化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项目。“该项目拥有国
际专利175项，是目前国内连续重整装置中
专利最多、技术水平最高、综合收益最好的
生产工艺。项目预计5月底竣工投产，年可
新增销售收入66亿元，利税9亿元。”山东
东明石化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湘平说。

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表示，抓项目关键
靠谋划。这个“谋”至少有三个层次。最基
本的谋是“立足于有”，围绕当地特色资源
谋划，有什么就发展什么。第二个层次的谋
是“无中生有”，围绕产业链的延伸做文
章，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高层次
的谋是“有中生新”，就是占领产业链的顶
端，打造某个产业链的“链主”，完全拥有
核心创新技术。

记者了解到，今年是菏泽市“重点产业
突破三年行动”的开局之年。菏泽市提出，
强化链式思维、生态思维、长期思维，把产
业链研究透，在更高层次上谋划实施一批建
链补链、延链强链项目，夯实高质量发展的
产业根基。

□通讯员 肖颖 报道

“晚间七点半课堂”开讲
为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菏泽市郓城县张营街道制订

了定期学习计划，在每周五晚上开设党史学习教育大讲堂，被
形象地称为“晚间七点半课堂”。据悉，张营街道还创新学习参
与形式，设立街道、村两级会场，街道全体工作人员在主会场
参会，各村“两委”成员及全体党员在村委会参会。

图为张营街道工作人员正在“晚间七点半课堂”进行党史
学习教育。

□记 者 从春龙
通讯员 李宏业 王小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烟台市蓬莱区总投资5 . 31亿元、总
建筑面积137471平方米的开元山海小镇二期项目正式开工
建设。该项目备案及用地证、不动产证、工程证、施工许
可证等前期手续办理全程用时16天，扣除公示时间11天，
审批时间仅仅5天，比《山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行动方案》规定的30天审批时限缩短了25天。“没想到这
么快就拿到了施工许可证，我们对蓬莱的营商环境充满了
信心。”该项目负责人说。

蓬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先后制定出台了工程建设项目
“拿地即开工”审批模式实施办法(试行)、投资建设项目区
域化评估工作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改革配套文件，确保工作
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先后启动推进一链办理、区域评
估、拿地即开工和承诺告知制等30多项改革事项，为政务
服务升级提效奠定了扎实基础。

截至目前，开元置业、顺基建材等6个项目已按照“拿
地即开工”完成审批；北沟友谊胶带、大金重工等项目已
应用区域评估的编制成果。

蓬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划设了专门审批区域和工作部
门，为项目精准高效落地提供全面支撑。组织自然资源与
规划、生态环保、应急管理、住建等部门联合成立烟台市
首个投资建设项目审批区。审批区实行“模拟审批、一
窗受理、并联办理、一窗出件”办理流程，建立联办会
商、保姆代办、现场办公、节假日预约等4种机制，统一
办理近40项审批事项，并不断增加完善“一链办理”审批
事项。

当地还成立重点项目绿色通道管理办公室，对全区
重点项目手续办理情况全面梳理，逐个对接镇街及项目
单位，掌握项目审批“一手”信息，提供全程跟踪跟办
保姆式服务。

今年以来，蓬莱区已组织自然资源与规划、生态环
保、应急管理、住建等部门先后深入大金重工、北沟友谊
胶带、嘉信染料等项目现场，为企业解决多个手续办理的
难点问题。

■编者按 深化制度创新、加快流程再造，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是推进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重要

举措。今年以来，我省各地贯彻省委部署，加快制度创新，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营商环境不断优化、群众办事

效率不断提升。请看，烟台市蓬莱区、日照市岚山区加快流程再造，不断助力项目建设提速；德州市平原县推出“身

后一件事”网上联办系统，让“伤心事”安心办、宽心办、暖心办。

流程再造跑出加速度

□记 者 吴宝书 丁兆霞
通讯员 姚文凤 丁明杰 报道

本报日照讯 4个小时能做哪些事情？近日，日照市岚
山区“拿地即开工”的一份时间表给出了答案。

上午7:30，项目签订土地出让合同；9：00，各审批
部门完成模拟预审转换；10：00，办成不动产权登记
证；10：20，办成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工程规划许可证；
10：50，办成图纸审查合格书和直接发包备案表；11：
20，办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在儿童家具加工企业山东联硕木业负责人岳仁强的
印象中，跑部门、走流程、等审批，项目五证到手时间
至少是100天。然而，这一次，国土部门提前一小时上班
签订合同，行政审批部门无缝衔接办证，短短半天时间
就具备了开工条件。这不仅彻底改变了他的印象，还让
他意外之余更多了惊喜。于是他将本来安排在下半年的
开工日期，整整提前了三个月。

项目方看到的简短时间表背后，是岚山区优化办事
流程而作出的扎实努力。在《日照市岚山区“拿地即开
工”项目审批服务流程图》上，清晰标注了审批的各个
阶段和各个部门的职责，展示了项目落地“加速跑”的
“核心密码”：部门间紧密协作和无障碍交流，以及科
学的时间管理。

今年2月，日照市工改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关于进
一步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拿地即开工”审批流程的实施
意见》后，岚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联合区自然资源局、
区住建局、区规划服务中心等部门围绕“拿地即开工”
确定了“一二三”工作法，即“一个专班、两项保障
（推行告知承诺和容缺受理；推行并联预审）、三个同
步（规划方案审查与施工图设计审查同步进行；中介服
务与施工前准备同步推进；规费核算与土地招拍挂同步
进行）”。工作专班成员采取主动上门服务，面对面辅
导，容缺受理，实行模拟预审，把“等地期”变为“工
作期”。

“拿地即开工”，4小时办齐5个证，山东联硕
木业项目已于5月6日顺利开工。

□记 者 贺莹莹
通讯员 李明正 报道

本报平原讯 “身后事”办理手续多、材料多、多处跑、程序
繁等问题困扰着很多逝者的亲人，平原县由行政审批服务局牵
头，公安、民政、人社等7部门配合，梳理改造“身后事”办事流程，
科学设计“一链办”，系统重构7部门13个事项操作流程，在全省
率先推出“身后一件事”网上联办系统，构建“只到一窗、一套材
料、一个流程、统一送达”的审批闭环，让“伤心事”暖心办。

日前，家住平原县前曹镇的麻先生在亲人去世后来到前曹
镇便民中心开具死亡证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麻先生填写了

“身后一件事”申请表，提交了逝者身份证、逝者户口本，并填写
了“身后一件事”承诺书后，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办理事项，就完成
了全部申报工作，后续的户口注销等事项全部通过联办平台线
上流转一链办完。

“以前群众办理亲人身后事共13项业务，其中不乏重复的材
料。现在通过改革，群众提交一次材料，只去一个地方，一站办
理。”平原县行政审批服务局“身后一件事”专班负责人展瑞科介
绍。

“身后一件事”联办系统是将原先需要重复提交的死亡证
明、火化证明、户口注销证明三份主要材料和后续涉
及的补助发放、账户资金提取、身份注销和待遇停发
等多部门的事项进行关联，申请人只需在殡仪馆、
政务服务中心或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任意一处发
起申请，就可“一件事、一链办”。系统将申请
材料依次推送到下一环节，经办家属
可以实时接收信息，知晓办理进
度，通过“数据跑腿”的方式
走完流程，实现在一个平
台集成办理。

把“等地期”变为“工作期”

日照市岚山区

30天审批时间缩短了25天

烟台市蓬莱区

为群众办好“身后一件事”

德州市平原县


	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