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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公示
了2023年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创建名单，潍坊2
项目成功入选，其中，诸城市、高密市、安丘市参
与的山东省肉鸡产业集群入选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拟建设名单，寿光市稻田镇入选国家农业产业强
镇拟创建名单。对批准创建的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农业产业强镇，中央财政分年分类给予奖补支持。
  近年来，潍坊市财政部门不断加大资金筹集力
度，为各类农业发展项目争取和顺利建设提供了坚
强保障。一方面，潍坊市级财政整合下达资金73.24亿
元，有力保障了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等领域重点项
目、重点工程建设。另一方面，打好财金融合支农组
合拳，充分运用贷款贴息、风险补偿、农业信贷担保、
工商资本投资奖补等方式，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
入农业农村领域超过160亿元，进一步拓宽了“三农”
发展投资路径，有力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欧盟是我们公司胡椒出口的主要市场，按
照欧盟现行标准，胡椒中草甘膦的限量是
0.1ppm。然而，欧盟在几年前提出要在2022年底
开始禁用草甘膦，一旦这个标准开始推行，我们
的胡椒产品进入欧盟市场的难度就会加大。”4
月7日，福克斯食品有限公司进出口部经理杨海
云谈及技贸措施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时说。
  草甘膦是全球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
广的除草剂，因其高效、广谱、低毒、安全等特
点，被广泛应用于去除农作物种植杂草。2017
年11月，欧盟规定草甘膦在欧盟的使用期到
2022年12月。2019年9月，欧盟第396/2005号法
规，下调茶叶等153种农产品中的草甘膦残留限
量值。草甘膦的使用在我国有登记的作物51

个，产品达1400余种。
  针对禁令，潍坊海关从2020年开始关注欧
盟法规及行业变化，并在2021年和2022年先后两
次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欧盟开展磋商，
在中国、美国等全球主要生产国的共同努力
下，成功推动欧盟在2022年12月2日发布(EU)
2022/2364号公告宣布延长草甘膦批准有效期。
“多亏了潍坊海关提前对欧盟禁令进行研究并
向欧盟提出了我国相关行业的诉求，确保了我
公司产品能正常出口。欧盟禁令延期实施也给
我们调整基地用药争取了宝贵的缓冲期。”杨
海云说。
  2022年，潍坊市农产品出口135亿元，同
比增长15.6%，连续4年过百亿元，农产品出口
为全市外贸稳定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作为全国
首个农食产品领域“国字号”评议基地，位于

潍坊国家农综区的潍坊食品农产品技术性贸易
措施研究评议基地，主要职能是整合关、地、
企力量，实现评议基地预警、破壁、转化“三
环联动”，充分运用WTO贸易规则，积极开
展技贸交涉应对工作，大力服务农食产品贸易
高质量发展。
  为切实帮助农食产品企业应对技贸措施，
近年来潍坊海关积极发挥农食产品技贸评议基
地专业技术力量，持续对美国、日本、韩国、
澳大利亚、欧盟、东盟等主要贸易伙伴的农食
领域技术法规和标准开展跟踪研究。其中，成
功应对韩国“肯定列表”制度，促使韩国修订
标准，放宽异菌脲在蒜薹、蒜苗中的残留标
准；促成韩国采信中国认证机构泡菜HACCP
（危害分析和关键环节控制点）认证结果，为
我国泡菜企业减少认证费用逾1500万元。

  同时，潍坊食品农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
究评议基地还通过搭建预警信息平台，收集主
要出口国家、地区农食技术法规4000余项，为出
口企业首次搭建起权威的预警和国外技贸法规
数据库。开展行业性技贸政策培训10余次，指
导企业转化应用最新法规标准，推动产品提质
升级，先后帮助辖区蚕种、黑蒜、榛子乳等特色
产品顺利出口。
  “下一步，潍坊海关将继续以实效为导向，
主动收集跟踪农食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充
分发挥海关技术性贸易措施职能作用，扩大研
究领域，从传统食品农产品行业延伸到农药、农
资等‘大农业’产业，加大农业全链条技贸措施
工作力度，帮助企业降低国外技术壁垒影响，服
务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潍坊海关副关长朱耀
武说。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张敏敏 

  近日，在诸城市相州镇马家屯社区股份合
作社高端食用菌产业园，56岁的社区居民张学
春正手脚麻利地将一根根菌棒摆放整齐。从务
农到外出打工，再到返乡种植大棚，张学春的
收入翻了一番，“之前在外打零工，收入不稳
定。现在一个月能赚4000多元，而且在家门口
挣钱很方便！”
  “这些是羊肚菌包，来瞧瞧，它可是咱们
社区里的‘金饽饽’。”马家屯社区党委书记
杜峰听到有人来，从大棚里探出头，拉着来人
介绍起来。
  菌菇能为社区带来多少收益？去年，马家
屯社区立足产业资源优势，对区域内的旧棚区
进行修缮改造，成立了马家屯社区股份合作

社，招引山东田园牧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进
驻，进一步盘活经营，成立了马家屯社区股份
合作社高端食用菌产业园，主要栽培羊肚菌、
草菇等高端食用菌。
  目前，该园区共建成冬暖式大棚8个、大
拱棚8个，年可产羊肚菌8万斤、草菇240万斤，预
计年产值可达2000万元。其中，35户农户以土地
经营权作价入股，占股20%，马家屯社区股份合
作社以资金50万元入股，占股80%。
  杜峰告诉记者，合作社统一将土地经营权
出租给山东田园牧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年可
实现土地租赁收入18万元，按照入社成员持股比
例进行分红，预计社区经联社可增收1.8万元，每
个网格集体可增收2.6万元，农户每亩土地在保
底收入1000元的基础上，可获得二次分红。
  不远处，相州镇小梧村成立了以网格党支
部为引领的粮食种植股份合作社，主要种植小

麦和玉米。目前已发动105户农户参与到合作
社中，共整合了500亩土地进行自主经营，属
于党组织引领的生产经营型股份合作社。农户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占股50%；村集体以资产
入股，占股20%；理事会成员以资金和管理服
务入股，占股30%，依据“保底收益+按股分
红”的方式，全体成员在享有保底收益的基础
上，再按照持股比例进行分红，真正实现了农
村土地资源有序流动。
  去年，小梧村农户曹芸将家里的十亩地入
股了合作社，“当年，我们家就领到了近1万
元的土地保底收入，第一次以‘股民’的身
份，领到了土地分红。”如今，曹芸在社区开
办的面点坊找到了工作，每月有4000多元收
入。她的丈夫在青岛务工，每个月还能挣8000
多元，夫妻俩的月工资就超过了1万元。
  相州镇是诸城市探索推行党建引领股份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如今，诸城市用
工业化思维发展盘活农村经济，激活农村资产
资源，通过成立股份合作社，发展土地股份
型、资产整合型、劳务服务型、生产经营型
“四大合作”，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三大变革”，赋予农民更加
充分的财产权益，以股连心连责连利，促进村
集体和入社社员双增收。
  “我们现在推行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是在充
分考虑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际的前提下，由党
组织引领成立股份合作社，村集体、入社农户
以及其他成员全部持股入社。这个股份合作社
兼具‘股份制’和‘合作制’的优势，既是聚
集资源要素的平台，又是对接各类经营主体的
接口，更是推动集体增收益、农民增收入、企
业增效益的共富公司。”诸城市农机农经发展
中心副主任宋晓敏说。

诸城市推行党建引领股份合作社，盘活农村资产资源

村集体和入社社员双增收

搭建“国字号”技贸措施研究评议基地，推动食品农产品提质升级

潍坊服务出口产业高质量发展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鲁兵
       胡振兴 报道
  本报昌邑讯 3月31日，昌邑市
召开“智联百校 赋能发展”活动座
谈会。为进一步发挥企业“出题”

“阅卷”作用，这场会议专门邀请了
部分科创企业家出席并对有关单位
活动开展情况和取得的经验做法进
行现场点评。
  区域竞争的核心是人才竞争，
昌邑市将“智联百校 赋能发展”活
动，作为推动各级部门单位主动“走
出去”的重要抓手，竭力促成高校成
果落地转化，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助
力全市产业转型升级。
  据昌邑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利
介绍，自活动启动以来，昌邑市成立
科技人才服务团，调研摸清企业人
才、技术、项目需求，清单式引进行
业、企业急需的人才和项目。他们
先后组织开展多种形式校地交流对
接活动120余场次，发布首批“招贤
领题”项目20个。累计引进高层次
人才170余人，双一流高校博士研究
生11人，硕士研究生32人，培育省级
及以上人才12人；与中科院、中国水
科院等25家高校、科研院所共建科
技研发平台；促成校企合作项目56
个，帮助企业解决各类生产技术难
题近百个。
  今年以来，昌邑市创新服务机
制，始终秉承“以项目引才，以服务
留才”的工作理念，坚持一手抓项目
服务，一手抓人才引培，扎实做好人
才引进工作，全方位推动人才队伍
建设，强化人才支撑和政策保障，着
力打造人才工作新高地。
  位于昌邑市的山东同大海岛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现为全国最大

的超纤研发生产企业之一。在了解到企业在开发涤纶超
纤过程中碰到了很多技术难题后，昌邑市服务企业专员
主动靠前，量身定制个性化服务方案，满足企业诉求。
  “市里积极帮助我们对接青岛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专家来企业进行现场交流，给我们项目研发提
出很多新方案，为我们后续研发带来新思路，有力推动
了我们后续技术攻关。”山东同大海岛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技术研发部部长张丰杰说。
  昌邑市切实推行“零距离”为项目服务模式，专人
包靠项目实地了解项目手续进展和发展规划，加速投
产落地进程。在了解到海能化学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
存在技术、手续等问题后，立即组织队伍赴无棣县点对
点考察特大型生物天然气项目筹建、手续办理、项目建
设、运营情况，解决项目建设、运营难题；赴宁夏对接考
察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创新团队在芦竹种质资源创新、
芦竹种苗高效繁育、高产栽培技术研究方面的情况，促
成海能化学与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业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签署合作协议，在昌邑市建立芦竹种苗高效繁育基地，
解决生物质来源问题，获得了项目组的一致好评。
  此外，昌邑市完善政企沟通机制，及时掌握最新人
才需求，制定并落实《昌邑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励
政策40条》和昌邑市人才安居工程等政策，帮助技术
人才应享尽享优惠政策。“我们在线上建立‘24小时
服务响应’机制，坚持‘互联网+’服务理念，通过
微信工作群、微信公众号、政务网站等平台，在线发
布人才引进落户等政策，实时回应解答热点难点问
题，有效解决人才政策宣传和落实‘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实现政策服务零距离。”昌邑市委组织部人才
办主任臧明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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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袁明国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15日，第40届潍坊国际
风筝会将在滨海国际风筝放飞场开幕。
  自2016年起，潍坊国际风筝会相关活动
移师潍坊滨海区，每年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
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队前来参加放飞
比赛，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近年来，潍坊滨海区坚持将体育融入城
市，以举办精品体育赛事助力打造“海洋旅游
城”品牌，连续多年成功举办了潍坊国际风筝
会、世界风筝帆板锦标赛、全国水翼帆船冠军
赛、山东省半岛帆船拉力赛（潍坊站）、全国龙
舟比赛、潍坊滨海马术文化节、草莓音乐节、
电音节、K歌大赛、模特大赛等多项国家级和
省级精品节会赛事，实现了“旅游+体育”的
深度融合发展。

  潍坊滨海区锚定美丽海滨城市建设目
标，聚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海洋旅游目的
地。从夙沙氏煮海为盐到管仲霸齐，从东方

“海上丝绸之路”到红色“渤海走廊”，铸就潍
坊滨海区独特鲜明的城市气质。文化旅游产
业已成为特色产业。滨海区拥有欢乐海省级
旅游度假区，A级旅游景区4家，有1.6公里黄
金沙滩，还有白浪河景区、弘润融汇温泉小镇
景区等国家AAA级旅游景区。
  潍坊滨海区通过创新机制、政策、运营模
式，实现搭建大平台、建立广渠道、促进快
发展。
  风筝冲浪的兴起，带动了潍坊滨海区水
上运动的腾飞，也为潍坊滨海帆船运动的发
展推波助澜。2009年8月，中国潍坊首届国际
风筝冲浪邀请赛在潍坊滨海区举办，2016年
举办了世界风筝冲浪竞速锦标赛。

  一项项节会赛事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实
现了体育、旅游、文化等产业的融合发展。潍
坊滨海区持续擦亮盛会品牌，打造世界一流
的体育旅游品牌赛事，让文体旅游业向更加
广阔的领域拓展延伸。
  2022年，潍坊滨海区文旅总收入3.20亿
元，同比增长3.29%；接待游客429.62万人次，同
比增长4.27%。潍坊滨海区精品旅游和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增速稳居潍坊市前列。
  今年，随着一系列利好政策落地实施，潍
坊滨海区文旅消费加快复苏，人气越来越旺。
今年前两个月，潍坊滨海区共接待游客37.38
万人次，同比增长38.4%。
  2023年，潍坊滨海区正抢抓文旅复苏契
机，发挥好独特优势，加力实施文化赋能，积
极嵌入节会元素，深度推进文体旅融合，拼出
潍坊海洋文旅业发展新局面。

节会赛事带动文体旅游业融合发展

两项目入选国家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创建名单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29日，山东宏力异型钢管有
限公司（股票简称“宏力型钢”）在美国纳斯达克
挂牌上市，成为今年潍坊市第一家上市企业，也是
全省首家纳斯达克上市企业。
  宏力型钢成立于1999年，主营业务为设计、生
产、深加工和销售机械设备所需的定制型钢材，是
国内领先的冷轧成型钢材制造商。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250万股，首发募集资金950万美元。今年以来，
潍坊市新增上市、过会、受理企业各1家，目前有
深交所在审企业3家，在辅导企业16家，上市公司
总数达39家。

潍坊一企业在美国

纳斯达克上市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鞠录玲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一季度，潍坊市省级重点项
目开复工率达到92.5%，较好实现了开门红。
  为联合督导服务，潍坊市发改委会同潍坊市政
府督查室、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统计局等部
门，组成4个督查服务组，深入各县市区项目建设
一线，实地协调解决项目问题困难，共现场督导服
务项目53个，推动新开工项目37个。联合潍坊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精心梳理涉及项目用地方面的10大
类共135条及2023年10个方面新政策，汇编印发《潍
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服务项目建设政策手册》；筛
选梳理用地需求项目150个，拟保障土地指标约2.5
万亩，推动实现送政策、送“土地”上门。
  此外，组织举办全市“项目为王 金融赋能”主
题活动，建立重点项目与金融机构双向对接机制，集
中推介融资需求521亿元的优质重点项目150个，推
动46个重点项目与相关银行达成签约意向，意向合
作金额170亿元，为重点项目建设注入金融活水。

一季度省级重点项目

开复工率超九成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8日，第四届潍坊古琴艺术节
在潍坊市博物馆开幕。当天，近现代琴人书画展、中
国古琴名家制琴展(倪诗韵作品邀请展)、中国古琴
名家音乐会举办。
  潍坊作为诸城琴派的发源地，在古琴的发展与
传承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中国·潍坊古琴艺术节”活动已成功举办三届，曾邀
请近百位海内外及港澳台琴家赴潍，并吸引来自全
国的琴友前来参加活动。据悉，本届艺术节演讲与
演奏结合、学术与艺术并重，还开展了山东琴集、古
琴名家沙龙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

第四届潍坊古琴
艺术节开幕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4月7日，鸢都清风——— 潍坊市廉
洁文化展在潍坊市博物馆启动。本次展览展期3个
月，至7月中旬结束，免费向社会开放。
  展览分为千秋咏清廉、非遗载清廉、万卷颂清
廉、史鉴润清廉、翰墨抒清廉、家风传清廉六个板块，
精选了潍坊史上60位清廉人物和清廉故事，120多件
廉洁主题非遗成果，180多幅廉洁主题书画作品和
200余套影视、图书资料等教育制品，并首次展出馆
藏廉洁主题文物170多件，包括青铜器、铜镜、书画、
瓷器等众多类别，以物说廉、以史为鉴，教育引导党
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

潍坊市廉洁文化展启动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李国庆 梁 湲 报道
  本报昌邑讯 “我们不用担心农田浇不上水，
排不出涝了。”近日，看到农田水利沟渠疏通工程
全面开展，正在筹备春灌的昌邑市柳疃镇西陈村的
群众心里乐开了花。
  开展农田水利沟渠疏通工程，是昌邑市落实政
协委员建议，全力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
问题的一项措施。从事农业生产多年的昌邑市政协
委员杨召强提报了社情民意信息，建议在昌邑市范
围内同步疏通农田水利沟渠，修复水利闸门、涵洞，
全面解决农田用水、排水难题，保障粮食生产。
  昌邑市政协充分发挥社情民意直通车作用，经
专委会研究后，将社情民意信息报到昌邑市政府，
转交到有关职能部门办理。该市农业农村局、水利
局作为建议主办单位，制订工作计划，指导各镇街
充分利用春季良好时机，全面开展农田水利沟渠疏
通工程，清除占用沟渠、堵塞沟渠现象，打通原来
堵点，修复各项闸门，让农田水利设施重新畅通起
来。截至目前，已清理干支渠321公里，新修闸门
28个，维修管涵112处，部分镇街已开始从上游引
水灌溉小麦，为粮食生产提供了坚强保障。

“小农水”解农田渴

润群众心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李 妮 报道

  4月8日，在诸城市常山脚下的金查理小镇演艺广场，“跟着苏轼游密州”——— 2023“春满常山”慢游活动启动。活动旨在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

式、振奋干部群众精神气势、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策划组织了文艺展演、体育赛事、游园体验、小镇露营、开放游览等五大类20多项活动，为诸城人

民和外地游客呈现一场奔向温暖春天的文旅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