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吴华 张宁

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以来的一年间，随
着这场“刀刃向内”改革的不断纵深推进，
武城经济开发区（以下简称武城经开区）的
变化悄然发生：机构设置更规范、服务力量
更充实、服务模式更合理，园区企业办事更
加高效便捷。

人员精简后，武城经开区管委会现有36
人，建立全员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绩效薪酬
机制，建立重点项目服务机制，充分调动了
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对于园区发展，武城经
开区从亩均税收上做文章，引导鼓励企业建
设标准厂房，大力处置批而未供和低效闲置
土地，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聚焦聚力抓
发展。近一年来，武城经开区新落地项目14
个，计划总投资额85亿元，目前已全部开工
建设。

一张“四色”图“绘”就发展新格局

武城经开区的企业亩均税收“四色”管
理图在全县都小有名气。一张满是花花绿绿
块状区域的地图，辖区200多家企业发展现
状一目了然。“绿色的是高效优质企业，蓝
色的是重点扶植企业，黄色的是有待提升的
企业，红色的则是低效低能企业或闲置厂
房、厂区。”8月31日，武城经开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张风江指着管理图上一条
纵贯南北的河流说，“这是赵庄沟，以西聚

集了武城早期很多小微传统企业，东侧则是
近几年开发区招引来的新兴产业，蓝绿色明
显增多。”

代表着山东金信空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熔喷无纺布及净化空调项目的色块是黄色，
位于赵庄沟东侧，占地115亩，7月份刚刚投
产，预计今年的亩均税收为1 . 73万元。对
此，集团董事长吴子才略有“不服”，他解
释：“这款产品针对的是纺织企业，目前只
有一些大型公司在使用，但我敢断定两年后
将迎来市场红利期，到那时我们就很可能由
‘黄色’跃至‘绿色’。”

2020年9月，因生产规模扩大，金信集团
决定从武城鲁权屯镇迁厂至此。通过盘活原
有闲置厂房，只需更换顶棚、修整墙面即可
完成基础框架。“仅40天，企业搬迁就基本
完成，大大缩短了搬迁造成的生产空档
期。”吴子才说。

武城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王瑞志介绍，
2020年5月，武城经开区制订《武城经济开发
区低效闲置用地处置工作实施方案》，建立
以亩均效益为主的综合评价体系，组织开展
低效用土地调查摸底。“当时统一登记造册
共清理出闲置土地1215亩，这是其中最大的
一块。”王瑞志说，这些土地所属企业大多
已经停产或者部分停产，但是土地证等证件
齐全，有现成的厂房、生产设备和产能指
标，可以通过出租或售卖的方式，交由县里
统一回收、管理，进一步盘活。

有了政府操盘，闲置地很快吸引来新主
人。然而，这些厂房并不是直接就能拿来
用，很多都要处理原企业遗留问题。武城县

有关部门和引入的中介机构等全力靠上，随
着一系列遗留问题陆续被解决，这块400多亩
的招商净地就陆续吸引了9个好项目落户。

通过“腾笼换鸟”、推动企业技改等涉
企财政补助奖励政策等一系列正向推进和反
向倒逼措施，已有欧森管道和奥博环保科技
等6家企业亩均税收明显提高，在“四色”
管理图上跃入优一级色块。今年上半年，武
城经开区税收明显高于往年，进出口总额同
比去年增长63 . 5%。

点对点、全覆盖、全流程服务企业

《桐强防务服务对接单》《玲珑集团服务
对接单》《金信集团项目服务对接单》……武
城经开区企业发展服务部办公室的档案柜里
整齐码放着厚厚一摞对接单，共7个在建重点
项目，7个专班，每个专班4至6人，由管委会
主任担任组长，几乎全员参与。“我们实行重
点项目服务专班制度，进行全覆盖跟踪服务
和点对点重点引导培植，人员定期对接现场
调研，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各类问题，推进
项目建设。”武城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刘宝
旭介绍，目前来看，设立专班的意义超过预
期，不仅让项目得以尽快投产达效，还让企
业“黏”上了专班人员，“遇到难事儿先想到
我们管委会，一通电话我们随叫随到。”

日前，桐强防务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项目专班4人又来到企业，这已是当
周他们第三趟来。“项目图审、建设项目用地
和选址意见书需要办理，能不能带我们去一
趟？”刚碰面，从河北来到武城不久的企业

总经理陈宪法就跟刘宝旭说。随后项目专班4
人兵分两路，领着企业相关工作人员，分别
前往县自然资源局审批局窗口办理项目用地
预审和选址意见书，以及到县行政审批局办
理图审上传、提交建设单位电子资料。

金信集团熔喷无纺布及净化空调项目建
设完成后，项目专班的服务并未放松，这更
让吴子才心里感到踏实：“要不是他们的高
效服务，我们不可能这么快投产。当时他们
一天来两趟，现在每周也得来一两次。”他
给记者讲述了一件令其深受感动的事：在首
批产品生产过程中，公司技术人员发现纺织
空调主机的部分参数不够合理，需要借鉴中
央空调生产厂家产品。武城经开区管委会对
外合作和发展部副部长韩峰等人得知此事
后，协调鲁权屯镇多家空调企业，在告知实
情的情况下，给金信集团拉来样机。“都是
两米六的大车，满满4车，他们肯定耗费了
很多精力。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的实验室
最终解决了相关技术难题。”

帮助华宸协调雨污排放以及天然气、自
来水、专项用电等问题，给华润和凯运达协
调项目用地规划预审、审批立项等，帮龙
祥、金信集团和玲珑轮胎办理技术改造手
续……专班设立以来的一年间，常态化开展
帮办代办服务，现已辐射到所有园区企业。

“我们还大力实施‘标准地’出让改
革，建立入园企业全程管理机制，做到项目
准入、土地供应、开竣工、投达产闭环管
理。”张风江说，要充分发扬“店小二”精
神，沉下身子精准服务，以服务的“加法”
换取发展的“乘法”。

□ 本报记者 张双双

本报通讯员 刘 磊

秋风送爽，时和年丰。9
月22日，作为德州市2021年中
国农民丰收节的主会场，齐河
县的中国驿·泉城中华饮食文
化小镇热闹非凡。活动以“庆
丰收、感党恩”为主题，分为
“百年峥嵘感党恩”“五谷丰
登庆佳年”“齐鲁风情谱新
篇”三个篇章，通过文艺表
演、民俗体验、品牌展销、直
播带货等形式吸引群众参与，
让农民丰收节真正成为农民庆
丰收、晒丰收，全社会享丰
收、助增收的快乐节日。“过
几天玉米也要丰收了，全程机
械化，我们在地头等着收粮食
就行。”祝阿镇西小辛村村民
焦方义带着家人来现场观看演
出，喜上眉梢。

“德州味”“黄河味道”农
产品系列展和各县（市、区）
农产品展组团亮相，让现场观
众不仅可以一饱眼福，还能够
一饱口福。“很荣幸能成为
‘黄河味道·齐河’的首批授
权企业，我们也想借助这个载
体，把我们的品牌做大做强，
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山
东圣喜清真食品有限公司总
经理左源兵说。活动现场还
举行了“德州味”第二批授
权 企 业 代 表授牌 仪式以及
“黄河味道·齐河”首批授权
企 业 代 表授牌 仪式， 4 4家
“黄河味道·齐河”首批授权
企业、22家“德州味”第二批
授权企业被授牌。德州市农业
农村局与山东省建行德州分行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幸福源自奋斗，丰收来自
汗水。德州市委、市政府把乡

村振兴作为“三农”工作总抓手，坚定扛起
扛牢“粮食安全”“食品名市”“城乡融合”
三面大旗，努力实现由农业大市向农业强
市、由农产品大市向食品名市的跨越发展。
特别是今年以来，德州市农村一二三产业融
合势头强劲、结构调整持续升级，智慧农
业、数字农业加快崛起，农业现代化进程明
显加快。今年夏粮实现丰产丰收，种植面
积、总产量、单产呈现“三增”势头；齐河
县入选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平原县王杲铺镇入选全国农业产
业强镇；山东沿黄优质小麦产业集群入选全
国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名单；禹城市、乐
陵市成功创建国家级绿色种养循环农业试点
县；整建制成功创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市，“德州味”品牌发布会成功在北京举
办，德州现代农业发展已步入快车道。

齐河县瞄准全国现代优质粮食产业示范
区、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示范区和现代都市农
业示范区“三区”，构建粮食、蔬菜、肉制
品、饮品“四链”，推动农业向规模化、组
织化、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产业化
“六化”发展，全力争创“绿色优质高效农
业大县”。作为全省4个年产22亿斤以上的超
级产粮大县之一，不断增加粮食生产投入，
改善粮食生产条件，提升粮食生产水平，打
造了全国面积最大的80万亩粮食绿色高质高
效示范区，带动全县粮食连年丰产稳产，粮
食总产连续13年超22亿斤。今年夏粮喜获丰
收，总产达到13 . 07亿斤。

□ 本报记者 张海峰

本报通讯员 聪聪 赵帅 占英

9月23日，禹城市举办2021中国农民
丰收节庆祝活动，现场表彰十大“禹种不
同”代表产品，充分展示“禹种不同”名
优农产品的与众不同，推动区域农产品品
牌建设，让更多的禹城农产品走出禹城、
走进千家万户。

本次丰收节庆祝活动现场，众多“禹
种不同”农产品集中亮相。“保龄宝”“福
田”“百龙创园”老少皆宜的功能糖产
品、获批为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发
酵工艺的“大通手纺”空心面、麦润九州
香溢四方的“麦香园”大馒头、专注健康
冷鲜羔羊肉的“乐塞肥羊”、有滋有味的
“鸿兴源”调味品……一个个“禹种不
同”名优农产品，展现着禹城市农产品品
牌发展的累累硕果。

“禹种不同”是禹城市的农产品区域
品牌，于2020年正式对外发布。“禹种不
同”以“种子、叶子、禹王像”作为品牌
标志，寓意“大禹神品、出于息壤”，展
现出禹城特有的大禹文化。禹城市农产品
选用优良品种，种植方式绿色高效，因此
生产出的农产品品质优良，安全又富有营
养，这与传说中大禹治水成功的关键———
珍贵的息壤之内涵相契合。

“禹种不同”立足百姓需求，当前
禹城市凭借坚实的农业基础、厚重的产
业支撑，已逐步形成农产品加工门类齐
全，农业结构调整完善的大好局面。立
足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打造供应链，构建“四大链条”，
综合打造从“种子”到“筷子”的全过
程医养健康产业，分别是以东君为核
心，集奶牛养殖、乳制品加工、循环经
济于一体的“奶链”；以保龄宝、百龙创

园为核心，功能糖、特医食品为产品的
“糖链”；以禹王公司、鲁樱食品为核
心，大豆蛋白、豆沙馅为产品的“大豆
链”；以麦香园馒头、五得利面粉为核心
的“小麦链”。“四链”齐发力，彼此相
辅相成，实现以龙头企业带动全链条收
益增值。

禹城市委书记，德州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管委会主任滕海强表示，禹城培
育了北纬37度中国最好的麦谷，生产了
亚洲最好的牛奶，培育了世界最大的功
能糖基地，并设立全省唯一设在县级市
的国家级高新区，医养健康产业开始在
此崛起。今年农民丰收节，禹城同步举
办电商云购节，结合线上线下更好地推
介“禹种不同”品牌。日前，德州市在
全国首倡“吨半粮”基地建设，禹城要
坚定不移地走在前面，继大禹治水、黄
淮海开发后，为推动农业发展的第三次
飞跃再次书写禹城担当。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张兆坤 报道
本报宁津讯 “有了党群服务中心，我们老旧小区的

居民也有地方协商议事、开展文娱活动了。”“家门口就
能挣钱，我们再也不用舍下老人、孩子外出打工了。”
“电梯里安装了显示屏，孩子在上面学到了不少党史知
识。”今年以来，宁津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持从
群众关心关注的操心事、热点事入手，走访8万余户25万
余人，把他们的“小麻烦”变为工作的“小目标”，共
办成“为民小事”2527件，这些“小实事”给群众带来
了“大实惠”。

9月14日至15日，在宁津县委统战部的积极帮助下，
津城街道办事处联合眼科医生为辖区65周岁以上有眼科诊
疗需求的210位老人进行眼部检查并免费配眼镜。

“以前都是将秸秆砍掉，自家人手不够了还要花钱雇
人。”长官镇的农民赵书册说，长官镇政府邀请县农业农
村局的农技推广研究员为农户指导秸秆深耕还田综合再利
用，受到农户的欢迎。

宁城街道办事处以打造“红色矩阵”党建共同体为总
抓手，指导小区物业办公室建立“一事一办、特事特办，
周周说事、随时议事”的精准化问题解决机制；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成立“政务直达、审批到家”党员志愿服务队，
为老人、残疾人等特定群体上门办理政务服务；宁津县中
医院成立“医护到家”团队；县残疾人联合会上门为残疾
人拍照、评残、办证……宁津县还创新推出基层金融服务
联盟机制、惠企政策“免审即享”机制等，进一步推动了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向深入。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俊良 凡存 洁令 报道
本报庆云讯 日前，庆云县举办庆祝第四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活动，斥资50余万元购买大型农用三轮车和优质肥
料等农用物资，真金白银奖励农村致富带头人，鼓励更多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致富能手在乡村振兴中勇挑重担，挺
起产业振兴脊梁。

为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乡村振兴脊梁，该县把
现代高效农业作为十大产业链之一，成立招商专班，以国
家、省、市、县四级现代农业园区为载体，招引上下游企
业，沿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注册“食在庆云”农产
品区域公共品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走品牌化之路。
出台金融、补贴、科技支持、免费培训等各类惠农政策，
帮扶解决实际困难。该县成立返乡创业服务中心，在资
金、政策上向基层倾斜，改善乡村环境，建设乡村展馆，
把年轻人的心留在乡村。截至目前，全县建成农村党支部
领创办合作社235家，上半年全县实现村集体收入2147万
元，其中5万元以上村148个，10万元以上村68个；建成家
庭农场288个，引进和培育涉农企业42家，培育新型农民
700余人。

庆云：奖励农村致富带头人

宁津：2527件“小实事”

带来大实惠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周明明 报道
本报禹城讯 禹城市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协同联动区中

枢纽带作用，建立市纪委监委、协同联动区、镇街三方联
动机制，开通“信访快速路”，全力打造涉农领域“服务
型信访”品牌。今年以来，全市涉农领域信访举报102
件，同比下降23 . 5%。

禹城市纪委监委要求镇（街道）畅通自收信访渠道，
目前近40%的涉农信访举报在镇（街道）自收阶段实现了
首接化解。为提高协同联动区接访质量，变上访为下访，
变接访为迎访，通过“下沉式接访”，能够实现近50%的
涉农信访举报吸附在协同联动区的目标。制度层面上建立
健全重要案件接访包案制，针对群众关注度高、问题线索
清晰的重要举报，市级层面由委班子成员接待挂包，镇
（街道）层面由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包案。协同
联动区运行以来，涉农初次信访举报按期办结率100%，平
均办结时限25 . 5天，环比缩短20%，答复反馈率100%，首
办结服率92%，同比增长8个百分点。

禹城：三方联动

开展涉农领域“服务型信访”

做强“亩产税收”，实行专班服务，武城经开区———

以服务“加法”换取发展“乘法”

“禹种不同”齐亮相

开发区改革一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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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菅李峰 沙莎 报道
日前，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党员魏

智（左）自费购买部分防疫口罩，开学之后送到了胜利十
七中学。魏智热心公益事业，多次获得胜利油田文明建设
先进个人、临盘采油厂优秀党员等荣誉称号，被同学们亲
切地称为“魏阿姨”。

□记者 张海峰 通讯员 白聪聪 报道
9月23日，在禹城市举办的2021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上，由辣椒和小米组成的国旗图案非常醒目，吸引不少人合影留念。

欢庆丰收节

□记者 张双双 通讯员 吴华 于宁 李振 报道
本报武城讯 “这是咱农民自己的节日，辛苦一年

了，给自己鼓个劲儿。”9月23日，数百位农民欢聚武城
县武城镇肖邢王庄村，共同欢庆2021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几年前，我们村还是武城有名的‘落后村’，2017
年注册成立全县首个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如今已蜕变成
远近闻名的‘小康村’。”肖邢王庄村党支部书记高振河
介绍，依托现有农村资源，把果树种植、肉牛养殖、产
品加工融为一体，大力推进种养循环产业发展，走出了
一条集种、养、加、销为一体的产业发展路。2020年，
肖邢王庄村村集体年收入达到20余万元，村民人均收入
达到15000元。

2019年以来，武城县年新增粮食生产能力951 . 53万公
斤，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3%，“全
程全面”农业生产机械化率达到92 . 5%，成功创建全国主
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省“两全两高”农业
机械化示范县；涉农金融服务到位，累计整合利用资金
7 . 5亿元，为130个涉农重点项目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
障。“通过激活乡村人才、‘三农’资金、产业结构等要
素，奏响了‘三农’欢歌。”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董君说。

武城：激活要素

奏响“三农”欢歌

□ 本报记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大伟 曹伟 辛凯

9月23日至24日，平原县举办农民丰
收节暨“原质原味”区域公用品牌发布
会，同步举办农民文化艺术活动、农民运
动会、最美农民等系列评选、农博会、

《乡村振兴促进法》宣传活动等群众性系
列活动。

“原质原味”区域公用品牌发布，并
为首批12家平原特色产品授牌。“发展品
牌农业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
由之路。‘原质原味’取谐音‘原汁原
味’，寓意平原农产品的品质和味道。首
批12个特色农产品，既有中华老字号、山
东名小吃，又有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优质
农产品。‘原质原味’区域品牌发布后，
将开辟平原县农产品集聚发展新渠道，提

升县级农业品牌的综合竞争力。”平原县
农业农村局局长魏凯章说。

活动现场，最美农民、乡村好青年代
表、星级美丽庭院代表获得表彰。63岁的
桃园街道吴家庄村村民赵建平管理的920
亩地今年分红8 . 7万元，荣登麦季“粮
王”。“去年千亩农场分红是2 . 7万元，今
年较去年亩均收益提升近3倍。预计今年
玉米季的分红收益还将翻番。”赵建平自
豪地说。桃园街道办事处土地鲁望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16名农场主，领到了56万元的
麦季分红。

平原县委副书记、县长王玉东介绍，
作为全国产粮大县，平原立足百万亩良
田，探索“党建＋产业联合体”模式，健
全粮头食尾全产业链条，唱响借智、融
资、引才“三部曲”，抓牢粮食生产，端稳
百姓饭碗，全面提升产粮大县的含金量。

向品牌要效益、向产业链要附加值、

向改革要活力，深挖百万亩良田“亩均收
益”，持续开展粮食绿色高质高效项目，
全县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68万亩，完成总
投资6000万元的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
务。总投资1 . 5亿元的2021年10万亩高标准
农田，已完成招投标工作。全县发展设施
蔬菜种植面积4 . 5万亩，总产量达26万
吨，总产值近10亿元。发展各类畜禽规模
养殖场450多处，全面推进投资8600万元
的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
目。全面完成投资1600万元的中央财政农
作物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废旧农膜回收率
达90%以上，探索推广鲁望农牧循环和思
玛特养殖蔬菜循环等多种绿色发展模式。
目前，平原县拥有“三品一标”认证品牌
55个，其中认证无公害农产品26个，无公
害畜产品27个，绿色食品1个，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1个，认证面积占平原县食用农
产品面积60%以上。

“原质原味”提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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