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杨学莹
    本报通讯员 王志强 李景金

  近日，巍巍沂山下，有湖的地方天鹅或在
水面游弋觅食或盘旋空中；游人沿蜿蜒道路
攀上高处，鸟儿受惊叽叽喳喳飞出槐树林，
鸟羽拍打、干叶落地带来一阵嘈杂。
  生态好颜值不仅让游客赏心悦目，沂山
下50多个自然村获得诸多投资，沂荷现代化
万头奶牛基地、沂山蓝莓特色产业园、伏峪蚂
蚱养殖基地、沂山绿茶种植示范园、中华蜜蜂
养殖基地等一批特色农牧业项目令集体经济
大幅增加。2022年11月，受益于国土绿化等
政策，临朐县还成为生态环境部第六批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实践创新基地。

  从去年开始，潍坊市就在推动国土绿化
行动，深入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获
得上级支持，强化财政引领+生态赋能，在
了解到财政部、自然资源部要在全国开展支
持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后，潍坊市财政局
第一时间成立专门工作组，会同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在短短两天时间内就明确责任分
工，细化具体措施，制订了《潍坊市申报支
持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工作方案》。
  “我们专人专职负责，全力做好国土绿化
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强化部门协同，按
照‘符合申报要求、反映山东特色、突出潍
坊优势’要求，会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
开工作推进会8次，认真研究申报政策要
求，组织6次项目论证，最终选定临朐县
‘山东省潍坊市沂山区域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作为我市项目进行申报，最终成功争
创2022年中央财政支持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
目，这是我省唯一入选项目。”潍坊市财政
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寇瑞国说。
  根据方案，该项目实施期为2年，计划
总投资3 . 1 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持2亿
元、省财政支持0.3亿元，主要进行山地造
林、退化林修复、森林抚育、村庄绿化提
升及引水上山、生物防火隔离带等附属工
程项目建设。
  为推动绿色发展和生态建设，2022年，
潍坊市财政局充分利用生态文明奖补、绿色
门槛等制度办法，取得显著成效。“我们配
套建立‘1+8’生态文明建设财政奖补政策
机制，完善落实生态环保资金管理、海洋环
境质量生态补偿、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等办

法，推动环境治理成效与经济利益挂钩，变
过去的行政驱动为行政、经济双驱动，树立
污染者多付费、保护者多获益的导向。”寇
瑞国说，潍坊探索完善“绿色门槛”制度，
牵头成立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工作专
班，全市落实“绿色门槛”制度支持企业
1568户，发放扶持资金5亿元，引导资金资
源流向生态与绿色产业领域。
  潍坊市统筹资金，持续加大污染治理
保障力度，强化各级资金统筹整合，重点
用于该市空气、地表水、土壤等污染防治
项目实施，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着
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2022年，该市统筹各级污染防治资金4.31亿
元，较20 1 3年增长3 . 0 3亿元，增长率达
236.7%。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石 琳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来，潍坊市在能源结构优化
方面不断开创新路径，圆满完成五大专项执法任
务，依法对87台（套）落后电动机提出淘汰建
议。为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状况分析，为40余
家企业进行节能诊断指导，促进企业节能降耗。
  加快新能源项目建设，昌邑三峡30万千瓦海
上风电项目顺利实现并网发电，潍坊（临朐）抽
水蓄能电站项目加快建设，9个国家整县屋顶分布
式光伏开发试点力争年内实现新增并网55万千
瓦。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725万千瓦，居全省
第二位。其中，光伏装机规模500.3万千瓦，居全
省第一位。氢能产业发展换挡提速，滨海氢能源
综合利用项目、山东海化新能源氢气项目即将投
运，华电潍坊发电有限公司制氢加氢一体站项目
开工建设，全市已建成加氢站6座，投运氢燃料公
交车250辆。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杨学莹
    本报通讯员 马立强

  2022年10月中旬，家住潍坊市奎文区的
刘女士到银座商城采购了一台电冰箱，
“国庆期间，我抢到了一张潍坊市的消费
券，这次买电冰箱因为满了5000元，就减
免了500元。”
  2022年以来，随着潍坊市出台的一系列
促消费政策的落实，消费又热了起来。来自
潍坊市商务局的统计显示，2022年1至11
月，潍坊市限额以上零售额681.8亿元，同比
增长4.8%，高于全省2.2个百分点。
  从去年5月到12月底，潍坊市在购物、
餐饮、家电、汽车4个行业，分15批次发放
政府消费券1.62亿元，实现了月月有政府消
费券、时时有促消费活动，4045家商业餐饮

企业、440个家电门店和274家汽车销售企业
参与，消费券发放金额和核销情况均居全省
前列，获得省奖励资金2150万元。
  潍坊市在组织发放政府消费券的同时，
按照政府和企业1：1的比例，引导龙头零售
企业配资，发放购物定向券2000万元、家电
定向券1200 万元，拉动直接消费超过47 . 1
亿元。并支持零售、家电企业消费券与政府
消费券错时发放，发挥了带动居民消费热情
和企业踊跃组织促销的双重作用。
  不仅如此，潍坊市还突破汽车消费券传
统发放思路，将汽车消费券转换成购物消费
券，选择潍百集团、全福元商业集团、世纪
泰华、百货大楼4家领军零售企业门店作为
汽车消费券使用网点，在拉动汽车消费的同
时，引导二次消费，实现了车企、零售企业
和消费者三方获益的良好效果。

  跨年晚会、锦鲤抽奖、满减促销……
2022年12月31日晚，众多市民齐聚潍坊市奎
文区泰华城参加跨年活动，丰富多彩的活
动，向人们传递着新年到来的喜悦。据初步
统计，潍坊泰华城跨年夜当天吸引客流达
23.4万人次，实现综合营业收入308万元，元
旦假期，泰华城客流量达48.5万人次，拉动
综合消费887.5万元。
  包括泰华城在内，潍坊市推进商圈智慧
化建设，世纪泰华智慧商圈成功入选全省首
批智慧商圈试点范围，支持谷德锦商圈、全
福元中心商圈进行智慧化建设。该市还推进
商业街（步行街）改造提升。青州古城步行
街、十笏园步行街、泰华城中兴商业街加快
街区环境改善，增加绿化、亮化及景观小
品，招引新品牌、新业态以及网红店铺。利
用春节、中秋、国庆、元旦等节日举办一系

列传承中华文化、促消费等活动。 
  此外，2022年1至11月，潍坊市累计网
络零售额达351亿元，同比增长24.4%，高于
全省1.7个百分点，总量、增幅均居全省第
五位，增幅较去年同期进升6个位次。围绕
春节等电商节庆消费热点，潍坊市组织开
展“2022网上年货节”“2022金秋双节直播
季”等系列电商促消费活动。推荐青州坦
博尔等5家电商企业的21款潍坊好品，入选
东方甄选齐鲁山海行直播专场活动。全市
累计7099家电商企业和15000余个店铺参与
相关线上促消费活动，累计拉动全市网络
零售额超过90亿元。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潍
坊市一系列促消费措施的实施，潍坊市的
消费市场在回暖，生活的浓浓烟火气也在
升腾。

潍坊市出台一系列促消费政策

消费热起来，生活烟火气升腾

潍坊市强化财政引领+生态赋能，提升群众环境获得感、幸福感———

资金资源流向生态与绿色

高质量发展看潍坊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寒冬腊月，行走在寿光市孙家集街道
的大棚区，处处可见一些小的温室大棚。
这样的温室大棚长60米左右，宽12米左右。
因为棚小，智能化设备用不上，到冬天保温
性不强，棚内温度低，蔬菜长不好。加上大
棚口处有10米左右的低温区，整个棚的产
量效益较低。
  孙家集街道胡营二村党支部书记刘海
东说，种植小棚的多为60多岁的人，年收入
四五万元，孩子已经成家立业，不想着再去
种更大的棚。但现代智能大棚一般长200米
以上，宽25米左右，以长茄或者黄瓜套种苦
瓜的种植方式，年收入在40万元左右。良
好的效益吸引着人们种植现代智能温室
大棚。
  包括孙家集街道在内，潍坊市目前蔬
菜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300万亩左右、年产
量1300万吨以上、占全省的14.8%，位居全
省第一。其中，设施蔬菜面积200万亩、产
量810万吨、全省第一，年外调量1000万吨

左右、全省第一。2022年潍坊蔬菜预计总
产量1310万吨，同比增长0.77%。
  作为我国冬暖式蔬菜大棚发祥地，经
过30多年的发展后，寿光市孙家集街道温
室大棚蔬菜获得巨大进展，也面临土地
紧缺、产业链不全、管理薄弱等问题。
在一个老棚区，如何破解这些制约现代
农业的难题，孙家集街道从建设现代农
业园区入手，蹚出一条现代农业发展
之路。
  建设新式大棚，首先要解决土地问
题。寿光市孙家集街道成立专班摸排闲置
土地资源，登记在册、分类管理，科学评
估价值，绘制存量闲置土地分布图，一地
一策确认盘活方案，整合土地资源2000亩
发展瑞景农业园等8处现代农业园区、家庭
农场。
  胡营村、胡营二村交界处有闲置的地
块和几处老旧大棚，共占地240 亩，如今已
经建起了24个高标准冬暖式大棚。棚内补
光灯、智能放风机、浇灌等设施一应俱全。
该园区由寿光市瑞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投

资4500万元建设，配套净菜加工车间、育苗
育种车间、预制菜加工车间、中央厨房、高
标准预制冷库、物流蔬菜交易车间等。园
区负责人郑景渠说：“我们将以‘基地+中央
厨房+餐饮服务’模式的现代农业园区，实
现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产品市场
服务的深度融合，把传统农田打造成‘食材
车间’，形成‘从种子到筷子’的无缝产业
链。”
  这24个大棚已经全部承包给附近的菜
农。按照郑景渠的经验，一个240米长、15
米宽的新式大棚，可以种植1万株大龙长
茄，一株茄子毛收入45元。如果种植黄瓜
可种1.7万株，再套种苦瓜1700株，盛果期
一次可以摘约1万斤黄瓜。
  “党委牵头，我们才能完成土地流
转，确保园区顺利建成。有了规模，就有
了效益和质量。数据显示，新棚区单位面
积人工成本节省30%，收益增加40%。”郑
景渠说。据统计，2022年，孙家集街道共
建好瑞景农业园、泽科农业园、肖家家庭
农场等7处现代农业园区。

寿光孙家集街道———

一年建成7处现代农业园区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去年4月17日，
潍坊市和韩国利川市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城市，潍坊的“朋友圈”再
次扩大。这是潍坊文化为媒的生
动实践，此前，双方都有一个共同
的身份：世界手工艺与民间艺术
之都。
  “陶瓷是利川的经济支柱之
一，双方在手工艺与民间艺术方
面有共同语言。”潍坊市非遗保护
协会会长范新建说。2022年，潍
坊市以文化赋能这条主线，不断
延展城市历史文脉、丰富优质文
化供给、打造文旅融合高地，以文
化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潍坊市积极创建东亚文化之
都，开展180余场对外文化交流活
动，签署4项国际文化合作交流协
议，实现潍坊文化走出去的新突
破。2022年9月8日，潍坊市以总
分第一名的成绩当选2024年东亚
文化之都。
  “潍坊是距离韩国最近、韩国
民众非常喜欢的地方。”韩国文化
遗产国民信托理事长金宗圭直
言。他说，去年年初，“飞扬和平，
潍坊——— 风筝之都走世界”非遗
展走进首尔，很多市民看了展览
后，纷纷计划去风筝之都观光。
潍坊用一张张世界级文化金名
片，为提升城市能级活力注入了
新动能。
  两个月后，好消息再次传来，
中宣部公布了民间文艺版权保护
与促进试点地区首届入选名单，
潍坊成为全国8家、全省唯一试点
城市。这是继中国版权金奖之
后，潍坊市在创建全国版权示范

城市期间获得的又一国家级荣誉。  
  如何用文化提升城市魅力？深挖历史文化资
源、丰富城市记忆数据库、厚植城市文化底蕴……
在寻找最优解上，潍坊人不遗余力。
  为让百姓生活更有质感和温度，潍坊2022年
新增设立备案博物馆11家，博物馆总量达74家；在
全市城乡新建成以“超然书房”为代表的新型公共
文化空间26家和一大批小而美城市书吧、书屋、书
柜、书角，打造15分钟城乡阅读圈。在2022新时代
乡村阅读季活动中，潍坊荣获全国四连冠，书香

“溢满全城”。
  同时，创新提升第六届潍坊文旅惠民消费季，
全市参加活动企业276家，开展“潍周末 一元游”
等主题活动700余项、4000余场，发放文旅消费券
460余万元，拉动社会消费近亿元；首次评选“潍坊
旅游十佳”系列产品，催动旅游市场热起来。
  为了让传统文化焕发蓬勃生命力，评选100个
“山东手造·潍有尚品”项目，建成全省首家潍坊手
造博物馆；成立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年画专委会，成
为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在山东省设立的第一个分支
机构。
  一手抓传承，一手抓保护。潍坊用科技赋能，
在全省率先采取“文物+遥感”模式，通过“卫星天
上看、人员地上查”，对全市市级及以上文物保护
单位进行全天候实时监控，同时对建设工程文物
安全进行跟踪监测，变事后被动执法为事前主动
作为，文物保护效能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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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能源结构优化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提振消费信心，加快全市消费
市场恢复，潍坊市商务局指导全市重点商贸流通企
业，在春节假期开展“钱兔无量”年货节系列
活动。
  “钱兔无量”年货节系列活动通过强化美陈氛
围打造、多平台发放消费券、让利促销、主题展
演、全民互动的方式营造火热节日氛围。同时，加
大与天猫、京东、抖音、拼多多等知名网络平台的
合作力度，举办“老字号”网上年货节、“甄选潍
坊好品 过个幸福好年”直播带货等系列活动，打
造“吃、住、行、玩、乐、购”全方位的年货
盛宴。

潍坊市“钱兔无量”

年货节上线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日前，潍坊2022年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调整工作顺利完成。
  据悉，潍坊市从2022年1月1日起调整增加机关
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自2022年7月1日
起，将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由每
人每月152元提高到162元，即每人每月提高10元。
　　经过调整，全市符合2022年调整基本养老金条
件的企业退休人员50.97万人，1至7月共补发养老金
4.67亿元，人均月增加132.01元；符合2022年调整基本
养老金条件的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1.82万人，1至7
月共补发养老金1.55亿元，人均月增加187.12元；符合
2022年调整基本养老金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新中
国成立前老工人248人，1至7月共补发养老金36.44万
元，补发2至4个月生活补贴10.01万元。另外，此次调
整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是潍坊市居民养老保
险制度实施以来第9次调整基础养老金标准，惠及全
市167万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补发基础养老
金4984万元。

2022年基本养老保险

待遇调整完成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1月12日，记者从潍坊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潍坊推出冬季旅游
五大欢享主题线路，组织一系列春节文化惠民活动。
  今年春节文化惠民活动，时间自2022年12月底
开始，持续至2023年2月20日，潍坊推出冬日五大欢
享主题线路。线上线下开展“文化走亲”“群众演群
众看”“潍坊文旅云春节”等文化惠民活动。此外，潍
坊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青岛、烟台、威海、日照市文
化和旅游局承办“山东省非遗年货购物节暨胶东五
市云上非遗购物节、非遗年货大集系列活动”。活动
分为云上非遗购物节、非遗年货大集两部分，线上和
线下举办。

潍坊市冬季文旅活动

异彩纷呈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于凤杰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去年以来，潍坊综合保税区全力
服务潍坊加快打造元宇宙技术创新与产业之都，围
绕产业特色和项目发展“靶向引才”，营造尊才、爱
才、引才、育才的良好氛围。
  潍坊综合保税区深化“最优加一点”理念，
出台推动虚拟现实产业领域人才集聚的十条措
施、《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定向引进紧缺急需
青年人才扶持办法》等个性化人才政策，对引进
的元宇宙产业高精尖领军人才提高科研项目及
住房生活补贴；并给予青年人才和技能人才引育
经费支持等，以人才集聚促进元宇宙产业创新发
展。2022年，通过发挥政策“强磁场”作用，共吸
引1283名本科及硕博研究生到区就业创业，高端虚
拟现实硬件产值已超过300亿元，出货量占全球70%。

人才集聚

打造元宇宙产业之都

□记者 张蓓 通讯员 肖延安 报道
  1月14日，2023年“文化进万家——— 视频直播家乡年”活动在潍坊市十笏园非遗空间启动，活动吸引各地非遗传承人和广大网友在网络
平台开展年俗非遗直播和短视频展播。活动现场，还举办了十笏园非遗特色文化街区新春庙会暨年货大集，来自全省各地最具代表性的非
遗项目，为潍坊人民献上了一场丰富的年节购物盛会。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阮泽会 报道
  本报寿光讯 2022年以来，寿光市建立完善领
导干部联系专家常态化机制，由县级领导干部联系
34名市级以上重点人才，推荐24名专家人才担任地
市级以上“两代表一委员”。
  寿光升级人才服务平台功能，发布重点人才工
程申报、科创平台建设等“免申即享”政策清单
187项，开发“桑梓寿光”人才服务码，扫码即享
68 项人才优惠服务。全市建立一对一专项服务机
制，为5名高层次人才办理山东惠才卡，为34名人
才办理鸢都惠才卡，解决人才子女入学、家属安
置、住房安居等问题56个。

寿光优化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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