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杨胜男 胡宇斐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 月 15 日，东营经济技术
开发区与北京建中集团在上海共同签约总投
资28 . 3 亿元的东营新能源碳材料数字产业园
项目。项目的签约落地，将对开发区产业转
型升级，做大做强相关创新链和产业链起到
强大的助推作用。就在今年2月份，建中集团
已在开发区正式签约北储千万吨碳材料综合
性数字集散交易中心项目，目前项目正顺利
建设中。
  今年以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把
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抓
手，围绕数字经济、高端装备、海上风电、
新材料等主导产业，积极“走出去”“请进
来”，多举措开展精准招商，高起点、高标

准、高质量做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招商
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
  聚焦招商推介，今年开发区组织或参与
东营市数字经济项目集中签约暨悦来湖数字
经济产业园项目推介会、开发区招商引资重
点项目（上海）集中签约等活动，现场签约
项目40个，签约总额达318 . 3 亿元。为给企业
“减负”，让经营主体吃下“定心丸”，开
发区聚焦企业需要破解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托全国一体化在
线政务服务平台、爱山东App 等渠道，在政
务服务大厅设置网上办事自助区，配足配优
帮办代办服务专员实施事前全方位引导、咨
询，事中全链条帮办代办，不断提升“现场
办、网上办、掌上办、自助办”服务水平。
同时，全方位优化审批程序，压缩办事时
限，推行企业开办“四免四减一集成”服
务，充分满足办事群众、企业的多元化办事

需求。开发区还将500余项惠企政策细分为10
大类35 小类，梳理商标注册、专利申请等涉
企服务资源200 余项，建立中介技术等8类资
源清单，在企业进驻第一时间，将由服务专
员向企业精准匹配，让惠企政策和优质服务
直达企业。
  今年1至5月，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引进
内资到位资金67 . 9 亿元，同比增长4 . 9% ，约
占东营市内资到位资金总量的五分之一。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妍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今年以来，东营市河口区健全管理
机制，发挥平台作用，积极探索服务退役军人就业创
业和企业发展新模式，实现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
  全区充分发挥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窗口作用
和末梢优势，发展壮大兵支书、乡村振兴带头人等，
还依托“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家”，深化“就业直通
车”机制，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同时深入推进
退役军人事务领域“放管服”改革，为退役军人提供
“一站式”服务，并深度整合医疗、养老、医保、康
复等政策资源，将辖区1645 名高龄、残疾、失能优
抚对象纳入医养结合保障范畴，逐步满足全区优抚对
象多层次、多样化、全方位的医养结合需求。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娜 报道
  本报利津讯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30
万吨/年直接氧化法环氧丙烷项目基础施工已完成
93%，山东智途汽车减震器项目第一条生产线已试生
产，第二条生产线设备购置洽谈中……近日，利津县
利津经济开发区各项重点项目正在有序推进，项目建
设的忙碌场景随处可见。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开发
区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工作的主抓手，全力以赴
抓投资上项目。”利津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红
雷说。该开发区全力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大提速、
大突破，营造抓投资、抓生产的浓厚氛围，努力在高
质量发展上走在前列，为推动园区高质量发展蓄力
赋能。
  好项目、新项目穿成链，项目集聚力量正在逐步
迸发。目前，利津经济开发区总投资187 . 84 亿元的15
个重点建设项目已完成年投资率43%。为确保项目顺
利推进实施，开发区推行周汇报重点项目工作进度，
并安排帮办人员到项目现场去、到推进一线去，为企
业排忧解难，营造了“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
目干”的浓厚氛围。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晨晨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深入推进党建引领幸福家园建
设，进一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近来，东营
市垦利区垦利街道积极号召各社区持续开展“为民办
实事”系列活动，推动社区党组织发挥引领优势，更
好服务群众。
  聚焦专业化、特色化等需求，社区不断丰富内容
和形式，着力提升公益市集对居民的吸引力，同时结
合公益市集，定期开展社区运动会，带动居民走出家
门、融入社区、参与治理。聚焦居民“急难愁盼”问
题，街道统一建立台账，逐一攻破，目前各社区已完
成小区活动广场围栏安装、更换破损井盖等多个民生
项目，有效提高了居民满意度和归属感。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李姝毅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赵大哥，你又过来了。”“是
呀，我既是咱们选区的人大代表，又联系咱们这个网
格，得经常到街坊邻居家里坐坐，跟你们拉拉家常才
行呢！”利津县盐窝镇人大代表赵永房早已记不清自
己这是第几次这样回答乡亲们了，像这样到自己所联
系的网格进行走访，开展联系选民工作已是常态。而
这样的场景，也是盐窝镇人大代表积极开展联系选民
工作的一个缩影。
  在代表所在选区内，开展联系选民活动是人大代
表的应尽之责。今年以来，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密切
联系选民的特点和优势，盐窝镇人大多次组织开展
“人大代表进网格”专项活动，通过入户走访、选民
座谈、电话联络等形式，倾听选民所思所想，做到为
民发声、履职尽责，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联
系，人大代表与选民之间的连心桥更为牢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房传坤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以前家里用的是旱厕，不方便也
不卫生，改成水冲厕所后方便多了，原来的卫生问题
也不复存在了。”提及旱厕改造成果，东营市垦利区
黄河口镇万尔村村民李庆军很满意。
  近年来，黄河口镇持续推动旱厕改造规范升级，
率先建立起“建”“用”到“管护”的闭环管理体
系，真正让“厕所革命”落到实处。全镇不断开展
“回头看”行动，今年以来已排查问题户厕 440 余
户，并针对报修、报抽的问题户厕进行维修管护，截
至目前，前期排查发现问题厕所已全部完成整修。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文静 云杰 文浩 报道
  本报东营讯 “王道船闸正式交工验
收，标志着我们标段内所有结构物提前20 多
天全部正式完工，为小清河全线正式通航，
提供了有利条件。”近日，中国铁建港航局
小清河项目部项目经理魏贤华介绍。位于广
饶县的王道船闸是整个小清河复航工程中规
模最大、建设难度最高的重要控制性节点工
程，随着王道船闸正式通过交工验收，小清
河复航工程向全面通航目标迈出了重要
一步。
  记者了解到，王道船闸所在地属于黄河
三角洲冲积地层，靠近小清河入海口，施工

区域受到潮汐河段往返水流频繁变化及地下
水渗透影响，船闸深基坑施工面临诸多挑
战。“施工期间，我们采取了‘止水帷幕’
加‘气动管井降水技术’，有效解决了地下
水丰富和河道水位较高对于深基开挖的影
响，大大节约了施工工期，保证了施工进
度。”中国铁建港航局小清河项目部三工区
常务副经理踪家信说。
  据了解，此次率先完工的标段由中国铁
建港航局承建，跨滨州、东营、潍坊三市，
全长82 . 36 公里，合同额32 . 58 亿元，是整个
复航工程中合同额最大、里程最长的标段。
施工内容包括2座船闸、 1 座节制闸、 4 座倒
虹吸和13 座大跨径跨河桥梁，涵盖水运、水

利、公路、房建等各类工程。“为了实现今
年6月底小清河全线正式通航的目标，我们努
力克服了施工技术难度大、任务重、工期紧
等困难，严格把控安全、质量、进度和物资
供应等“关口”，在去年年底，提前半年实
现了博兴港以下60 公里试通航的目标。”魏
贤华介绍。
  作为山东省重点工程，小清河复航工程
建成后，将为东营市沿线企业带来便利的水
路运输服务，既可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又能带动沿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流域
生态环境、提高防洪排涝能力。据了解，内
河水运的综合成本仅为公路运输的1/6、铁路
运输的1/3。此外，内河水运具有能耗低、污

染小的显著优势，每吨公里能耗仅为公路的1
/10、铁路的1/2 ，每吨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
仅为汽车的1/6。
  山东半球面粉有限公司采购经理解磊
近期一直关注着小清河复航工程的进展。
“我们企业年加工小麦 35 万吨左右，有将
近 60% 的小麦需要从我们周边地区运送，
主要是淄博、滨州和潍坊等地，这几年小
麦价格逐渐上涨，运输成本也在增加，每
吨小麦 60 公里内运费就要 35 元左右，小清
河复航后，沿线地区小麦靠航道运输，运
费能省一大半，我们的面粉和面条也可以
通过航道运送出去，对企业来说是个大好
事。”解磊说。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尚应刚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从这齐刷刷的麦秸就可
以看出，这大片土地是沃土良田！”6 月 18
日，刚刚割过小麦的田野一眼望去依然遍地
金黄，东营市东营区金丰农场场主庞增华蹲
下身扒拉一下已悄然萌发的玉米，格外开
心。这大片地曾是重度盐碱的撂荒田，如今
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受益于东营
区盐碱地综合利用等耕地保护举措的实施，
金丰农场“化零为整”流转农户近7000 亩农
田进行土地改良，种植效益逐年增高。
  金丰农场的嬗变是东营区实施耕地保护
带来成效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东营区积极
探索土地资源综合利用新路径、新模式，实

施了总投资1 . 69 亿元的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
源综合利用试点项目，坚持“以地适种”和
“以种适地”原则，引进耐盐小麦、耐盐大
豆、耐盐高粱等品种，围绕“田成方、路成
网、旱能浇、涝能排”治理盐碱耕地总规模
0 . 83 万亩，建设农田路网水利设施670 处，新
增耕地3127 . 5 亩，增加粮食产能281 万公斤。
近三年来，东营区共实施12 个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总规模达9万亩，项目区内粮食单产
提高可达10%左右。
  东营区是石油之城，如何复垦利用大量
废弃油井、闲置工矿大院是耕地后备资源挖
潜的重要内容。工作中，东营区坚持耕地保
护和服务油田增储稳油并重，着力破解土地
复垦费预存、土地复垦和临时用地期限3大难

题，采取未利用土地整理、工矿废弃土地复
垦、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等方式，形成了
“地企融合、粮油并举”的独特优势。目
前，以复垦还耕、治理移交、有偿收储等方
式，已有3023 亩油气废弃地得到盘活利用，
实施4个油田工矿废弃地复垦项目，产生耕地
占补平衡指标157 . 65 亩，增减挂钩节余指标
1285 . 45 亩。同时，油田工矿废弃地治理带动
废弃地周边约1 . 1 万亩耕地得到有效治理。
  实施城市更新是东营区提高节约集约用
地的有力举措。去年，东营区仅在东辛片区
就拆除油田院落28 处、个人和非油田院落45
处，总建筑面积达11 . 5 万平方米，腾空土地
1068 亩。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东营分局
党组书记、局长杨成武介绍，“东营区坚持

把节约集约用地作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转
型升级的有力抓手，聚力以新思路新举措打
破要素‘天花板’加快西城更新改造、老旧
小区改造、烂尾工程和闲置厂房专项整治
等，积极推动低效用地出清、盘活、提效，
为城市更新发展提供储备用地，最大限度释
放存量土地潜力，有效助力城市品质提
升。”
  东营区还创新“党建+网格”基层治理模
式，选取219 名网格员，同东营区、胜利油田
网格化管理相结合，构建“分级管理、层层
履责、一岗多责、责任到人、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纵横交错、全面覆盖”的网格化管
理模式，实现了33 . 87 万亩耕地、 16 . 77 万亩
林地、 14 . 95 万亩湿地资源保护责任全覆盖。

重度盐碱撂荒田成粮仓
东营区新增耕地3127 . 5 亩，增加粮食产能281万公斤

全长82 . 36 公里，合同额32 . 58 亿元

小清河复航工程最长标段提前完工

全链条帮办代办让企业安心发展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隆成成
      郭峰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
赫邦化工有限公司的“液体氯化
氢加压深冷技术的应用研究”项
目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经评价委
员会认定，该项目评价等级 I
级，综合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赫邦化工科技成果的重大突
破是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坚持科技
赋能发展的一个缩影。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
局副局长隋林林介绍，开发区聚
力实施“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
合作、集群转化打造”三大行
动，助力区域性创新高地建设。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通过引进培
育、合作共建、扶持升级等方
式，集聚催生了一批与产业发展
紧密结合、各具特色的科技创新
平台。截至目前，全区51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均具备独立的研发
实验室，各级科创研发平台 62
个，其中，省级平台8 个，市级
平台 5 4 个。企业研发投入占
GDP 比重 5 . 4% ，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聚焦高端石化产业创新发展
瓶颈问题，开发区积极探索与省
内高端化工园区及科研院所建立
合作关系，不断为园区创新发展
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同时，充
分发挥山东高端化工创新创业共
同体平台作用，推动高阻氧高阻
水全生物降解膜等7 个中试项目
以及45 万吨/年丙烷脱氢、阿托
伐他汀钙原料药等31个新建产业
项目实现就地转化。 2022 年技术
合同交易额完成8275 万元，同比
增长98 . 2% ，技术合同成交额完

成8 . 8 亿元，同比增长近20%。
  将技术创新作用于产业链条，方能拉动产
业集群崛起。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聚力产业链条
打造提升，发挥产研中科高端化工产业技术研
究院的创新引领作用，征集国内外重大科技成
果，分配到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进行转化，
不断延链、补链、强链，推动产业链条往下游
精细化、高端化方向延伸，促进全产业链资源
整合与协同创新。 2022 年，区内芳烃与丙烯
集群荣获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东营港经济开
发区成为全省首个高端化工和新材料领域“雁
阵形”产业双集群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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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任万帅 报道
  本报利津讯 连日来，利津县刁口乡沿
海潮间带上，几台机械正在对互花米草进行
翻耕作业。“现在清理的是零星复发的互花
米草，经过这几年的治理，潮间带上已经看
不到大面积互花米草了。”利津县海洋发展
办公室主任张新说。
  据了解，互花米草是一种外来物种，适
宜在滩涂生长，繁殖扩散能力超强，侵占盐
地碱蓬、贝类、虾蟹等其他动植物的生存空
间，导致生物多样性降低，被戏称为“绿色

沙漠”。利津县拥有90 多公里海岸线，沿线
形成大面积潮间带，为互花米草繁衍提供了
充足的条件。
  改善黄河三角洲生态环境，互花米草治
理是绕不过去的难题。 2021 年开始，利津县
投资1900 多万元，采用刈割+翻耕的方式对区
域内互花米草进行了全面治理，治理面积427
公顷。同时，采用卫星遥感和无人机监测等
方式进行跟踪监测，对斑状、零星分散复发
的区域进行大面积翻耕，做到应除尽除。
  为做好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2023
年，利津县投资4400 多万元实施盐地碱蓬修

复工程618 公顷，4-5 月份、 11-12 月份，分
两次进行播种，在互花米草清理后的潮间
带区域种植盐地碱蓬。“盐地碱蓬是本土
植物，秋冬季会变成红色，是改良盐碱地
的‘先锋卫士’，能增加土壤养分含量、
改善土壤肥度，降低土壤中重金属镉含
量，让盐碱地变‘健康’。”张新介绍，
互花米草治理和盐地碱蓬种植相辅相成，
治理入侵物种、提高本土植被覆盖，恢复
原生态本底环境，加快滨海生态系统自我
修复进程，让“绿色沙漠”重新变回“红
地毯”。

“绿色沙漠”变回“红地毯”

  为进一步规范锚地船舶管理秩序，全面提升东营港锚地管控能力，近日，东营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组织开展锚地突击巡查。通过巡查，
有效提升了东营港口岸水域见警率和管控影响力，弥补了水域管控短板，对做好锚地常态化监管，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起到了积
极的推动作用。

突击巡查提升锚地管控能力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蓓蓓 报道

健全管理机制
多样化服务退役军人

重大项目为高质量发展
蓄力赋能

聚焦“急难愁盼”
为民办实事暖民心

零距离听民声
心贴心解民忧

旱厕改造惠民生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石若琳 报道
  6 月 15 日至17 日，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
营公司举办了第三届职工技能竞赛。此次共有66 名
选手参加比赛，涵盖了工务、机务、车务三大板
块、九个工种，让参赛者进行全面展示和比拼的同
时，提高企业活力，增强市场竞争优势。
  图为来自山东铁路维管处的选手王盼，正在进
行道床标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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