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企业走上创新之路

青岛海润自来水集团始建
于光绪 25 年(公元 1899 年)，迄
今已有 110 年历史，拥有资产
21 亿、员工 2600 名，主要担负
青岛市内 5 区供水任务。经过
多年建设，已形成白沙河、大
沽河、黄河三大水系，崂山水
库、白沙河、仙家寨三大水厂
为主，供水管道 1500 余公里的
综合供水体系，日综合供水能
力 70 . 12 万立方米，最高日供
水量 71 . 97 万立方米，年供水
总量 2 . 2 亿立方米。多年来为
青岛的城市发展、经济建设、
人民生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

创立“润万家”品牌

自 2 0 0 2 年起，海润自来
水集团以转变员工观念为首要
任务，以优化供水服务，确保
城市公共安全，和谐发展，大
力争创服务名牌为目标，在全
国供水行业率先注册“润万
家”服务品牌。以此为契机，
海润自来水集团全面加强企业
内部管理，不断优化供水服务
质量，创新服务方式，精心打
造“润万家”服务品牌，使
“润万家”服务品牌的服务满
意度、美誉度越来越高，企业
形象不断提升，先后被青岛市
民海选为“十佳诚信企业”、
“百佳服务单位”，“履行消
费 者 维 权 社 会 责 任 良 好 企
业”，荣登“ 3 . 1 5 诚信金
榜”，跻身于“全国服务企业
500 强”之列，荣获全国、山东
省“用户满意单位”等称号，

“润万家”服务品牌荣获山东
省、青岛市“服务名牌”，山
东省著名商标称号等市级以上
荣誉称号 228 项。

走上创新之路

供水企业承担着对政府负
责、对人民群众负责的艰巨社
会责任。海润自来水集团精心
打造培育具有鲜明行业特色的
全国供水行业首个服务品牌
“润万家”，精心诠释了其内
涵为主动服务、用心服务、适
时服务、情感服务、超值服
务 、 知 识 服 务 的 “ 六 个 服
务”，实现“七个创新”：通
过设计十大文化理念，强化对
员工教育培训，实现“观念创
新”；通过观念创新、制度创
新、体制创新、服务方式创
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改
革创新均有效地改进了企业内

部 管 理 ， 优 化 了 对 外 服 务 质
量。

海润自来水集团开展“创
诚信企业”、
“诚信海润、
创青岛市服务
名牌”、“观
念更新、服务
创新，让用户
满意”、“员
工素质工程”
等活动。先后
将创建省市服
务名牌纳入每
年度重点工作
目标，纳入党
委对各级党组
织年度工作考
核目标，落实责任人、责任部
门，并将此紧密地与企业生产
经营、对外服务、改革发展、
稳定融为一体，在高峰供水、

防汛、安全、节能降耗、一户
一表改造、五十年以上供水管
网改造等重点工作中，突出发
挥“润万家”的引领凝聚、示
范作用。

争创全国服务名牌

2 0 0 7 年 1 月，接收原李沧
自来水公司后，及时注入“润
万家”服务理念，改善服务模
式，维护供水设施，提高了提
高供水保证率，使李村地区的
供 水 服 务 等 难 题 得 到 有 效 遏
制，供水状况得到极大改善。
2 0 0 8 年，海润自来水集团提出
举全集团之力，全力以赴，确
保奥帆赛供水“零差错”的奋
斗目标，圆满完成了供水保障
任务。

2 0 0 9 年承担的改造 6 5 公
里供水管网、 5 万户一户一表

改造任务的两大市办实事正在
稳步推进，全体员工也正在为
“润万家”争创全国服务名牌
这一服务行业最高荣誉而不懈
努力。

“润 万家”服务品牌荣获
山东省、青岛市服务名牌称
号。

企业荣获全国精神文明建
设先进单位，全国建设系统先
进单位，山东省文明单位，全
国质量信誉 AAAA 等级企业，
中国优秀企业公民，中国服务
企业 500 强，全国、山东省用
户满意单位，全国、山东省“安康
杯”劳动竞赛优胜企业，全国模
范职工之家，全国工人先锋
号，全国巾帼文明岗，山东省
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富民
兴鲁劳动奖状，山东省劳动关
系和谐企业，山东省办事公开
示范点，山东省厂务公开先进
单位，山东省企业文化建设示
范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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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个体经济马路“出生”

“在中国现代史上，1978年是
一个十分微妙和关键的时代，是邓
小平主导中国命运的元年，是改革
开放的一年，是经济复苏的一年。”
青岛市社科院城市所副所长冷静
评价说。
“当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打开

缺口时，那种‘井喷’是必然
的。我个人认为马路市场应该是
当时市场经济最早的一种表现形
式。即墨路小商品市场就是个体
私营经济在青岛快速发展的一个
典型。”冷静说。

据了解，到1979年底，中国
出现了31万个体工商户。而在上

个世纪80年代，城市的大型商场
缺乏，商品种类无法满足市民需
求的情况下，青岛市大量的个体
私营经济便在马路上诞生了，其
中就包括即墨路小商品批发市
场、台东大市场等一大批青岛市
场。不少市民在那时“下海”经
商，诞生了当时最早一批个体经
营业户，而至上个世纪90年代末
全市已经发展形成35家大型露天
市场。
“青岛的马路市场规模能有这

样一个快速发展，是与上个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
市发展相适应的。”冷静说。

社会转型 马路市场再“开花”

冷静告诉记者，2000年后，
青岛的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
土地市场的开放又使得全市城
市化建设速度加快。

也在此时，市北区、四方
区一批有着悠久历史的青岛老
企业破产倒闭，大量职工，特
别是双职工下岗，给这些家庭
的生存造成了不小压力。而在
青岛东部、北部，不少农民面
临城市化改造后失去土地的境
况，同样面临着就业和生存问
题。

正在那时，曾经淡出人们
视线中的马路市场再次在青岛
大街小巷“开花”。记者发现，在
此次市北区依法取缔以及允许
开办的41处马路市场，其位置
无一例外位于破产老企业集聚
区以及农村土地城市化改造区
域中。

冷静告诉记者，马路市场
的再次出现，在当时确实起到
了解决下岗、失业人员生存，吸
纳社会富余劳动力就业“蓄水
池”的作用。

退路进室 马路市场为市容让路

上个世纪 9 0年代后期，随
着青岛城市发展逐渐成为国内一
线滨海旅游城市，正规商贸流通
业态逐渐取代了粗放式、个体经
营的马路市场，而造成环境脏
乱、影响交通的马路市场也对青
岛的对外形象造成了影响，马路
市场的功能和形象逐渐不再适应
青岛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

冷静告诉记者，自 1995年底
开始，青岛市开始实施马路市场
退路进室工作，全市 35处集贸市

场全部退路进室，退出道路 7 6
条，面积 1 7．8万平方米，实现了
还路于车，还路于民，净化了城市
环境。

而市政府在出台有关政策文
件和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方案的基
础上，成立了由城建、工商、财贸、
公安、市政等部门组成的协调领
导小组办公室，在全市相继建成
78处室内市场，原有的马路市场
全部入室经营，就此改善了青岛
的市容市貌和道路交通。

马路摆摊 不为赚钱为过瘾

“一般人认为摆摊就是为
了赚钱，但是最近两年在马路
市场出现了一些开私家车过来
摆摊的‘白领’，可以看出他们
摆摊不是因为缺钱，而是当成
了某种潮流。”

冷静对记者说，在辽阳西
路、台东一路的马路市场上，驾
驶私家车过来摆摊，销售具有
创意的个性商品或外贸“尾单”
商品的新一代摆摊族的出现，
给传统意义上环境脏乱、以蔬
菜、副食品以及小百货为主的
马路市场带来新鲜血液，马路

摆摊已经不再是养家糊口的手
段，而是成为年轻人当中争相
仿效的时尚。

市劳动保障局有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就业压力加
大使得不少刚毕业的大学生
加 入 了 马 路 市 场 的 经 营 ，
“而这部分群体吸纳新鲜事
物的能力更强，这些新鲜事
物被带到了马路市场，使得
市 场 上 商 品 种 类 和 样 式 更
多，更具有新意，吸引了不
少市民购买，也延续了马路
市场的活力。”

马路市场成长“路线图”———

一场与政府的拉锯战
本报记者 张潇元 张榕博

从青岛第一批中
国个体经济业户产生
的“摇篮”，到解决下
岗、失业人员生存，吸
纳社会富余劳动力就
业的“蓄水池”，再到
城市里处处“开花”，
青岛马路市场客观
上成了城市居民“菜
篮子”需要的民生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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