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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上合工业互联智能共享工场内的全自动帽檐机等智能缝制设备。图②：李哥庄镇制帽企业车间，工人正在加工帽帽檐。图③：李
哥庄镇制帽行业商会展厅内陈列的样品。（□记者 白晓 报道）

□ 本 报 记 者 白 晓
本报通讯员 周宣辰

在位于胶州市李哥庄镇的青岛鑫耀青
制帽有限公司，记者见到总经理黄淑青
时，她正忙着与客户沟通订单，两部手机
铃声此起彼伏，她告诉记者，今夏帽子销
量不错。

在行业摸爬滚打了30多年的黄淑青是
当地制帽业兴起的见证者。20世纪80年代
中期，一名香港客商来到李哥庄镇建起了
第一家制帽企业——— 青岛飞龙金冠帽
厂，拉开了当地制帽产业发展的大幕。
黄淑青是第一批进厂工人，当时金冠帽
厂为当地培养了大量熟练工人，同时也
走出了一批制帽业老板。

黄淑青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业，
那时的制帽业尚处在小作坊时期，上到70
岁的老人，下到20岁的年轻人，都能在制
帽产业链上找到就业机会，全镇“村村
机器响，家家致富忙”。2000年后，李哥
庄镇党委政府提出特色乡村和特色产业
建设，出现了冷家庄、小辛疃等制帽特
色村，制帽产业在全镇遍地开花。

2009年12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
国少数民族用品协会共同授予李哥庄镇
“中国制帽之乡”称号，经过不断发
展，如今李哥庄镇已是全国中高端运动
帽的主要产区，聚集各类帽子生产及配
套企业400余家，可年产各种中高档六片
运动帽、休闲帽近亿打，产值近40亿元，运
动帽产量占全国近半，90%以上的产品出
口欧美等上百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全球
近三分之一的六片运动帽产自这里。

然而，近几年随着劳动力成本不断
上升，海外订单又面临着东南亚等地工
厂的竞争，李哥庄制帽业面临着转型升
级的挑战。在胶州市制帽行业商会党委
书记、会长陆玉珍眼里，如今的制帽市
场，早已不是一双巧手走天下的时代。
“一顶好的帽子不只是工艺出色这么简
单，用料、设计都是关乎其品质的重要
因素。”陆玉珍说，“我们围绕制帽产
业上下游搞配套，形成了集原材料辅
料、绣花、包装、运输、缝纫设备销售
于一体的产业链。”

“一顶帽子需要18道工艺，近10种辅
料，我们不用到处跑，在‘家门口’就能
实现自给自足。”胶州市李哥庄镇冠达制
帽总经理孙勇说。

在产业链完善的同时，一场生产效率
革命也在当地制帽行业展开。在位于李哥
庄镇的上合工业互联智能共享工场，百余
台机器在1000多平方米的车间内工作着，
操作台上，忙碌的机械臂、激光切割机代
替了传统的穿针引线、缝制裁剪，现场只
有十几名工人，只需操作显示屏就可实现
对机器的控制和维护。

“共享工场可使制帽行业成本降低
30%，在解放传统劳动力的同时，还可实现
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加速李哥庄镇制帽业
从‘制造’向‘智造’迈进。”青岛上合工业互
联网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天昊说。

郭天昊曾是李哥庄镇制帽企业的设备
供应商，他将“智能共享工场”的概念引
入了李哥庄制帽业。目前，共享工场可提
供帽檐、帽带和魔术扣等智能制造服务，

已服务当地近300家企业。
以魔术扣生产为例，它看似不起眼，

但以前需要5道工序，耗费大量人工，质
量参差不齐。交由共享工场生产后，标准
化生产提高了质量和稳定性，日产能是传
统产能的6 . 5倍，产品合格率高，客户的
满意度高。此外，共享工场的智能设备
多、速度快，接单和交付都很迅速，提高
效率的同时，减少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在共享模式的重塑下，李哥庄镇的很
多中小型制帽企业不用自行购买也能用上
智能生产设备，没了升级设备的资金压
力，能够投入足够的精力和成本去打造品
牌。目前李哥庄镇90%以上的制帽企业配
备了专门的研发设计人员，自主设计产
品，打造自主品牌，金冠线业的“金冠”
牌丝线通过欧盟纺织品出口认证。

据悉，接下来，当地将打造“研发贸
易型制帽企业——— 共享智慧工厂加工———
物流平台出货”的全新产业生态链，实现
“中国制帽之乡”产业新革命。

沂蒙六姐妹：

支前拥军 水乳交融

唐和恩：

推独轮车的特等功臣

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
诞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儿
女，沂蒙六姐妹带领乡亲们筹
备军粮、护理伤员，支前拥
军，谱就了一曲英雄赞歌。

1947年5月13日，孟良崮战
役打响了。离孟良崮不过30公
里的蒙阴县烟庄村，每天都有
解放军部队从这里经过，赶赴
前线。

部队进村，需要筹备军
粮、护理伤员。村里的男人都上了前线，只剩下妇女和孩
子。眼看支前工作要耽搁，村里六个年轻的姑娘、媳妇儿张
玉梅、伊廷珍、杨桂英、伊淑英、冀贞兰、公方莲站了出
来，“部队有需要，找俺们就行。”

六人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筹集5000斤军马草料。她们
翻山越岭，走了一个个村庄，把凑足的谷草和料豆送到指定
地点。拖着疲惫的身子刚回到村里，第二个任务接踵而至：
两天内把5000斤粮食加工成煎饼，运往前线。“绝不能让解
放军饿着肚子打仗”，六人马上分头到山里，叫回了躲避敌
机轰炸的乡亲们。

夜里，村里户户灯火通明，碾滚磨转，到处飘溢着煎饼的
香味。在六人的安排下，乡亲们熬红了眼睛赶进度，终于按时
把5000斤粮食加工成的煎饼运到了前线。任务完成后，六人顾
不上多休息，又赶紧去照顾被抬到村里的解放军伤员。

行军打仗，战士们急需耐用舒适的鞋子。六人又接到了
在5天内做出245双军鞋的任务。她们立即发动全村妇女打壳
子、纺线、捻麻绳。一只鞋底要纳120行，一行要过30多
针。麻绳要在腿上搓，时间长了，大伙儿腿上都磨出了血。
没有布料，她们就把身上的大褂撕下来当鞋帮。不分昼夜地
劳作，252双崭新的军鞋按时送到了部队。战斗最激烈的时
候，六人还带领妇女运输队送过弹药。一箱弹药150斤重，
一个人扛不动，就两人抬。她们翻越20多里山路，冒着敌人
的炮火，一趟趟把弹药送往前线。

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支前拥军样
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
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了整个
沂蒙山区。

解放战争中，六姐妹带领全村为部
队烙煎饼15万斤，筹集军马草料3万斤，
洗军衣85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她们
用柔弱的肩膀和男人们一起撑起了战争
的胜利，为民族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作
出了独有的贡献。 (□张立婷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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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依盟
实 习 生 马肖琦

曲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打造撬动民生福祉的“幸福杠杆”

“能工巧匠传承”变输血为造血，促进
乡村振兴；“民法典进万家”增强群众法律
意识，捍卫百姓合法权益；“文明礼仪普
及”促进公众文明守信、崇德向善……曲阜
市的志愿服务队伍传递着互助向善的美德，
推动文明实践动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曲阜市委书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
任刘东波介绍，曲阜市围绕新时代、新思
想、新农民、新生活“四新”主题，开展以
“讲评帮乐庆”为主要形式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一方面，建立了1个县级实践中
心、12个镇街实践所、318个村级实践站，
实现了场所建设全覆盖。另一方面，精准对
接群众需求，建立起2万余人的57个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伍，上线“云平台”，形成

“线上+线下”的志愿服务模式。
曲阜市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在阵地建

设、活动设计中突出“爱诚孝仁”等儒家文
化核心元素，广泛开展百姓儒学工程、善行
义举四德榜评选等活动。此外，针对鳏寡孤
独、空巢及贫困老人，曲阜市建设“幸福食
堂”39个，800余位老人直接受益；广泛开
展“家风工程”，开展圣地颂家风等活动
1100余场；针对留守儿童推出“呵护假期”
等项目，累计服务儿童1000余名。

刘东波表示，下一步，曲阜市将进一步
拓展文明实践阵地功能，提升志愿服务队伍
精准化水平，把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试点工
作当作撬动民生福祉的“幸福杠杆”。

荣成市人和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四步递进”走出“人和路径”

荣成市人和镇北齐山村的“暖心食堂”
经常很热闹，志愿者们从家里拿上食材，亲
手包水饺，送给村里60多位高龄老人。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开展以来，人和镇通过聚群
众、树思想、兴风尚、夺阵地“四步递
进”，走出一条“以党建为引领，以征信为
抓手，以志愿服务为载体，以新时代文明实
践为平台”的社会治理“人和路径”。

荣成市人和镇党委书记、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所长王军强介绍，新时代文明实践践行
的是新思想、引领的是新风尚，群众是受益
主体。人和镇组织活动提高群众参与感，先
后设计千人志愿者锣鼓比赛、千人志愿者红
歌大赛等活动。此外，人和镇还精选“拥军
船”等具有人和印记的9大主题进行宣讲，
精心打造“暖心饭盒”“金银花开”等49个
志愿服务品牌，以志愿服务实践基地群为载
体，将新思想宣讲融入服务实践中。

此外，人和镇实施信用激励机制，评选
“最佳志愿服务团队”和“最美志愿者”，
兴起“志愿有礼、信用有价”新风尚；通过
为星级志愿户挂牌、近亲属颁奖等形式，兴
起“一人奉献、全家光荣”新风尚；推出优
秀志愿者免费游槎山、镇内行政服务免待号
等活动，兴起“奉献服务、社会尊崇”新风
尚；建立优秀志愿者人才库、列席村庄会议
等措施，兴起“志愿有为、志愿有位”新风
尚。

肥城市汶阳镇西徐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打响“中石故里 书香西徐”品牌

我国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欧阳中
石的故乡是肥城市汶阳镇西徐村。近年来，

西徐村围绕传播新思想、引领新风尚，挖掘
欧阳中石先生书法艺术资源，打响“中石故
里 书香西徐”品牌，推动文明实践凝聚群
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肥城市汶阳镇西徐村党支部书记、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站长侯培广介绍，西徐村整合
以书画为重点的公共服务阵地资源，实现了
“一个基地、N点辐射、多重功能、共享使
用”。

西徐村成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队长、
村“两委”成员为带头人的“肥乐宣”中
石文化志愿服务宣讲队，创新开展“讲+演
+问”“新农村大喇叭”等形式的宣讲。整
合民间豫剧团、秧歌队等文艺团体资源，
组成“肥城红”中石文化志愿服务艺术
团，推动传统文化热起来、红色文化火起
来、自办文化旺起来。还成立了“肥城
红”欧阳中石农民书法协会，发展农民书
法家60人。

此外，西徐村还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群
众，开展中石文化、中石书法等特色培训活
动。截至目前，西徐村农民书画家联合“中
石基金”已开展书画教育培训10期，培训学
生200人。开发中石扇面、字画工艺品等特
色文化产品，建立“书画文化大市场”，年
可增收10万元。

让文明实践志愿服务触手可及

九成以上产品出口，“智能共享工场”重塑产业链，胶州市李哥庄镇———

“中国制帽之乡”年产帽子近亿打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
打响。纵横 3 0 0 0公里的战线
上，数百万解放区人民上演了
一场令世界震撼的奇观。他们
推着独轮车，冒着枪林弹雨，
把粮食、弹药不断地送上前线。
唐和恩和他的小车队就是这浩
浩荡荡支前大军中的一支。

唐和恩是山东省莱阳市西
陡山村的一个普通农民。1948
年9月，听到支援济南战役的消

息，他放下手中农活，主动报名支前。临近中秋，来不及和
家人吃一顿团圆饭，就跟随小车队出发了。济南战役胜利
后，唐和恩又随军赶赴千里之外的淮海战役前线，承担起往
前线运送公粮的任务。

1948年11月20日，华东野战军在徐州碾庄圩对黄百韬兵
团展开最后的围歼。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进入最紧张最关键的
时刻，保证前线粮食供应极为重要。

“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哪里；前线需要什
么，我们就运送什么。”唐和恩向上级保证。他带着运送军
粮的小车队急速行进，在行至碾庄圩附近时，被一条河拦住
了去路。

天已临近傍晚，天空飘着雪花，寒风刺骨，河面上还结
着一层薄冰。如果绕路要多走20多里，而小车队必须在天黑
前把军粮送到对岸的牌庄。

望着数十米宽的河水，看着停在河边的一车车粮食，唐
和恩脱掉棉衣，扛起粮包跳入河中。在他的带动下，队员们
也纷纷脱衣下水，有的扛粮，有的抬车，在齐腰深、冰冷刺
骨的河水里徐徐前进。虽然冻得直打哆嗦，但大家相互鼓
励，终于平安到达对岸。这天晚上，唐和恩在随身携带的竹
竿上刻下一行字：（农历）10月20日，牌庄。

这根竹竿，是唐和恩从老家带出来的，每到一地就刻下
地名。自9月出发，唐和恩和队员们风餐露宿，顶风冒雪，
将小米、白面运往前线，自己和同伴却以粗粮充饥。雨雪天
气，大家脱下蓑衣、棉衣盖住粮食，宁愿自己受罪，也不让
军粮受损半点。四个多月里，竹竿上留
下了88个村镇名，跨越3省，小车队行程
5000多公里。

1949年春天，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
利。唐和恩被评为特等功臣、华东支前模
范。淮海战役期间，像唐和恩一样的支前
民工达500多万人。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
战役的胜利 ,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
的。” (□张立婷 赵琳)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6月28日申请审批，6月30日四证连发，7
月初项目就开工了，比原定开工时间提前了
两个月。”这样的速度得到了济南临港经济开
发区大博智能机器人和电力配套设备研发生
产基地项目负责人程军峰的点赞，“如果不是
各项评估评价成果现成可用，我们的项目现
在还开不了工。”

大博智能机器人和电力配套设备研发生
产基地项目主要负责智能巡线机器人、智能
接地电阻测试仪研发生产。按规定项目需要
进行水土保持、环境影响、地质灾害、压覆矿
产等十几项评估评价。“以前我们需要自己找
第三方评估机构，一项一项编制报告，再进行
专家评审，整个流程走下来至少也得一个
月。”程军峰表示，如今这些工作都由政府“代

劳”，工作都做在了前面。
“我们连资料都不用提供，签订一份综合

告知承诺书就行了。”程军峰说，光成本就节
省了五六十万元，更关键的是大大压缩了时
间。据介绍，该项目占地105亩，投产后，年产
总值将达到10亿元。其生产的智能接地电阻
测试仪，填补了国内空白，目前临时租用场地
生产，急需场地进行产品研发升级、批量生
产。“因此选址时，我们就看中了较为成熟的
临港经济开发区。”程军峰说，若基地能提前
投产，将有利于公司提前抢占市场。

大多数企业拿地后，都希望尽早开工，尽
快投产。不过，繁琐的项目报建审批流程，往
往费时费力。“每家企业做完建设方案后，都
需要进行相关评估评价，最快也得一个月。”
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审批服务部副部长王勇
介绍，一旦某个事项不到位，就会耽误工期。

王勇介绍，为了加快进度，让企业对评估
评价成果“一目了然”，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
管委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主动“代
劳”，提前对剩余13 . 5平方千米土地进行区域
性综合评价。“开发区2019年底就完成了环境
影响、地质灾害、压覆矿产、水土保持4项评
价。今年5月17日起，又启动了11项区域性综
合评价工作。”王勇介绍，经过3个月，目前开
发区已完成所有15个事项的区域性评价，成
为全国完成区域性评价最多的连片区域。

单个企业单个项目的繁琐报建审批，变
为政府出资、区域打包式的主动“代劳”，大幅
提升项目落地速度的同时，也减轻了企业负
担，实现了实体经济项目审批的“零成本”。

“开发区共投入了800余万元用于区域性评
价。”王勇介绍，“算大账”“算长远账”，项目提
前开工，带来的税收、人气等收益，都是无法

估量的。据悉，经初步核算，区域性综合评价
预计可为园区项目节省直接审批成本1 . 06亿
元。截至目前，已有24个项目享受区域性评价
成果，节省成本约1500万元。

今年以来，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打出营
商环境“组合拳”。前期，绘制出省内首张项目
落地全域流程图，将土地熟化、项目审批、项
目验收无缝对接，将17个部门78个事项整合
进三个阶段，压茬推进，并压缩80%的申请材
料，以流程图的形式展示出来，为项目审批落
地提供了无障碍高速“导航”。

在此基础上，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近期
又率先梳理出了建设单位视角的“零基础”审
批服务模板，整合信息公开、权责清单、窗口
受理、后台审批、网上咨询等五个方面的标
准，实现“一看就明白、一填就正确、一审就符
合，一次就办好”。

青岛鑫耀青制帽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淑
青：30年来，我从一个制帽厂的女工成
长为一家制帽企业的负责人，既是赶上
了时代的大潮，也是付出了艰辛努力。
如今因为成本不断上升、消费者的差异
化需求越来越多，企业面临着不小的压
力，只有通过革新技术装备、创新经营
方式，才能加快走出困境。下一步，我
打算将更多的订单交给共享工场完成，
实现自身轻资产运营，将更多的资金和
精力转移到品牌设计、渠道拓展等工作
上来，走出制造业企业的低端原始生
态，向高端新业态转型升级。

依托共享工场

走向高端新业态

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大幅提升项目落地速度，打出优化营商环境“组合拳”

15项区域性评价政府“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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