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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都镇强 杨学莹

  “今天我很开心，与一家科技皮材供应企业
进行了洽谈，目前，在沙特的市场，这类材质的
皮鞋皮包很受青睐，这家企业的产品价格合理，
接下来，我会去企业深度洽谈合作的事。”5月15
日，在潍坊综合保税区举行的2024潍坊国际精
准采购对接活动纺织服装专场上，来自沙特的
客商哈瑟伯表示。
  纺织服装产业是潍坊市重要的传统产业之
一， 截至2023年年底，规模以上纺织服装企业
达到495家，实现营业收入450亿元，总量占全省
七分之一。本次活动通过专业平台面向境外目
标客商精准推送，邀请到102名国际采购商来潍
坊采购对接。此外，还邀请了87名跨境电商、国
内电商和各大商超采购商，与潍坊市纺织服装
企业精准匹配、供采直通，实现以精准对接促成
合作。“这次采购对接活动期间，有236人次实地

验厂45家企业，达成意向订单117份，意向成交
额2876万元，搭建了国内外采购商一站式采购、
本地企业一对多对接的展洽撮合新平台，真正
实现了买家上门送订单。”潍坊国际风筝会综合
服务中心主任、潍坊市商务局副局长赵海龙说。
  据介绍，作为潍坊开埠120周年系列活动的
重要内容，2024潍坊国际精准采购对接活动纺
织服装专场以开放汇合作之力、聚创新之势，对
外展示潍坊市纺织服装行业发展的优秀成果和
优质产品，助力行业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120年前，潍县自主开埠，打开了潍坊与世
界交流合作的大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潍坊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
扩大开放的战略部署，统筹用好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全面推进市场、资源、人才、规则国际化，
实现了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由0.7平方公里特
定区域开放向1.62万平方公里全域开放的转变，
由商埠贸易领域开放向全领域、全行业开放的

转变。作为全国最早自行开埠的城市，潍坊始终
在开放中领时代之先，彰显着开放进取、兼容并
蓄的城市特质。
  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潍坊的综合实力越
来越强。潍坊经济总量居全省第4位，本外币各
项存贷款余额居全省第3位，规上工业营业收入
居全省第2位，农业发展水平居全省第1位。去
年，潍坊GDP超过7600亿元，外贸进出口超过
3000亿元。蔬菜、禽肉出口量分别占全国1/8、1/
6，歌尔居全国VR50强榜首、高端产品占全球
85%，豪迈是世界最大轮胎模具研发与制造基
地、国际市场占有率达30%以上。
  与此同时，开放促进全方位交流，潍坊的
“朋友圈”也越来越大。潍坊已与218个国家和地
区有贸易往来，吸引了94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
在潍坊投资兴业，在72个国家和地区建设布局
海外项目，与24个国家的44个城市建立友好城
市或友好合作关系。

  “回望开埠120年特别是40多年改革开放历
程，潍坊始终与时代同步、与祖国同行，始终以
开放促进发展、在发展中扩大开放。年初的全市
工作动员大会，作出了‘开放大比拼，打好市场
开拓攻坚战’的部署。潍坊市委、市政府决定，举
办‘传承开放基因·建设更好潍坊’系列活动，动
员全市上下进一步发挥产业好、区位优、市场大
的优势，主动服务融入‘双循环’，努力打造对外
开放新高地。”潍坊市副市长狄波说。
  系列活动包括召开“传承开放基因·加快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举办“开埠两甲子 开放向
未来”潍坊开埠120周年开放历程展、开展“百年
老字号讲述百年开埠史”活动、举办2024潍坊国
际精准采购对接活动、组织“潍有尚品”系列促
消费活动等。其中，“潍有尚品”系列促消费活动
自5月份至12月份，围绕促进汽车、家电、家居、
餐饮、老字号等领域消费，市县联动，每月举办
专场精准促消费活动。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杨瑞清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来，潍坊市对全市400个重
点项目，逐个组建由1个牵头部门＋1个总管家＋N
个管家组成的“管家”服务团队，并按照“拿地即
开工、验收即拿证”的工作思路，逐个项目制定审
批时间表、报批流程图，明确服务责任岗和帮办管
家团，开展全流程服务。
  该市审批部门搭建“市县两级审管联动”工作
机制，根据项目需求，定期组织相关单位开展“进
现场、送服务、讲政策、解难题”活动，全力护航
重点项目建设；出台《潍坊市投资项目审批会商联
审制度》，明确项目联审范围、联审成员部门及主
要职责等内容，推动项目立项高效完成。

  □记 者 张 蓓 
   通讯员 刘 洋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17日，潍坊市寒亭区高里
街道一空桥村党支部书记张萍与“金田麦香”党
建引领共富片区党委的几位村党支部书记，在
一空桥村的地头开起了党委会。“去年咱们6个
村共1万亩地挣了1200万元，今年加把劲，争取
年底都多分点。”“俺们村还有9户的土地要流
转，争取这个月就签合同。”大家兴奋地议论着。
  眼前这一幕，正在寒亭区许多村里上演。聚
焦破解村小村弱、资源匮乏、发展动力不足的难
题，寒亭区全域建设党建引领共富片区，以党建
链动地域互邻、资源互通、产业互动的村庄抱团
发展，指导9个党建引领共富片区发展大田种
植、连片光伏、乡村旅游等17个“共富”产业项
目，推动42个联建村实现集体收入2000余万元，
带动7200余农户增收致富。

  在联建共富中，寒亭区不搞一刀切、拉郎
配，以强村带动、弱村抱团、项目领动等方式，引
导适联村庄自觉抱团，攥指成拳。比如，郭家楼
村新建莱士顿五星级酒店后，就联合周边两个
村成立“商农融合”共富片区，签订劳务输送和
果蔬供应协议，共享项目红利。
  最近，双杨发展中心“东篱”共富片区党委
正在操办一件大事，就是成立村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党建联盟。片区核心村前阙庄村与1家规上
企业达成了落户意向，企业进驻后将带来大量
的肉蛋供应订单，单靠前阙庄村自身产能，根本
无法满足。“片区搭台跟周边村党支部领办合作
社结对子，既解决企业的原料需求，又能带动联
建村一起致富，预计还能带动1200余名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双杨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张振
平说。
  片区建起，谁领头干？寒亭区强化组织引

领，组织相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担任片区党委
书记，核心村党组织书记担任副书记，其他联建
村党组织书记任党委委员。通过党建一起抓、发
展一起商量、难题一起想办法，有效凝聚共富
合力。如固堤街道引导6个产业强村抱团组建

“瓜甜蔬香”共富片区，成功与两家企业谈成蔬
果团购价，平均每公斤可节省运费1.2元，破解
了农产品外销运费过高的问题。
  为更好扶持片区发展，寒亭区面向社会发
布乡村振兴招募令，先后吸引专家学者、致富能
手、种养大户等16名“红色合伙人”认领“共富”
项目，汇聚发展合力。如杨家埠发展中心有4个
薄弱村抱团联合成立党建引领共富片区，片区
招募了2家龙头合作社作为“红色合伙人”，打包
流转土地1500余亩，为联建村集体平均增收4
万元。
  结合全省实施“万村共富”计划，寒亭区还

积极探索“飞地抱团”模式，先后将11个上级资
金扶持集体经济薄弱村项目纳入了党建引领共
富片区，一体谋划推进。
  片区要发展，单打独斗往往心力不足。为
此，寒亭区由组织部门牵头，统筹整合11个职能
部门精干力量，成立发展服务团，在项目审批、
人员招募、技术指导、资金申请等方面提供“进
驻式”服务。并从区直部门精选44名科级以上

“老街道”干部，成立9个“乡村善治”工作组，分
别包靠1个“共富片区”，为片区建设发展把关
定向。
  不久前，张萍等4人远赴浙江永安村取经，
该村是杭州市首批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项目
之一，详细了解永安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大
田托管”的经验，截至目前，寒亭区先后组织了
三批共富片区村党支部书记到浙江、江苏等地
对标学习。

潍坊举办开埠120周年系列活动，传承开放基因，促进全方位交流

做大“朋友圈” 建设更好潍坊

潍坊市寒亭区全域建设党建引领共富片区

17个项目带动7200余农户增收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张 磊 报道
  本报昌乐讯 “今年西瓜长势好，果形正，
糖度也高，后期只要注重水肥控制就能进一步
提高品质。”5月18日，在2024昌乐西瓜节暨中国

（昌乐）西甜瓜新品种新品牌展示推介会上，山
东省农业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建磊边
品尝边记录，从外观、口感、糖度等方面，对潍坊
市种业创新团队最新育成的28个西甜瓜、黄瓜
品种进行品鉴打分。
  当天，来自全国12个省市60余家单位的
300多个西瓜品种，接受了由中国蔬菜协会、
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中国园艺学会西甜
瓜专业委员会组成的专家组推介评价。科研
院所专家从单瓜重、糖度、皮厚、口感等多
个指标进行测评，筛选出本年度在山东当前
季节下性状表现突出、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10
个推介品种，旨在加快西瓜新品种新成果转化
落地。

  “昌乐西瓜是中国西瓜生产的风向标，通过
昌乐西瓜节能够把最新的品种、最新的技术展
示给农民。”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副院长张
兴平说。
  与单个知名的品牌瓜果运营不同，作为首
批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昌乐西瓜”被寄予更
多富民期待。“我们平时在做好品种培优、品质
提升的基础上，还要全方位、多角度强化宣传推
介，全力打造西瓜区域公用品牌，推动昌乐西瓜
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益持续提升。”昌乐
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县乡村振兴发展服务
中心主任邓有峰告诉记者。

  如今，昌乐县成为全国最具代表性的早春
设施西瓜生产基地、北方早春西瓜最大的产区，
品牌价值达到46 . 64 亿元，居全国西瓜品牌第1
位。昌乐西瓜常年栽培面积16万亩，年产量60
多万吨，产值超过20亿元。据昌乐县瓜菜协会
会长闫继振介绍，今年昌乐早春西瓜种植面积
超过6万亩，春节前后上市的西瓜每斤价格20元
以上，全年田间收购价格平均在7元左右，连续
五年上涨。
  不过，面对各地品牌瓜果企业的挑战，昌乐
县正将提升西瓜产业作为推动产业振兴的切入
点和突破口，聚焦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

造和标准化生产，大力实施单品提升攻坚行动，
推动西瓜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作为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辐射区，我们先后与中国农科院、新疆农科院等
联合成立科创平台3处，引进示范西瓜、甜瓜新
品种4200余个，推广密植吊蔓栽培等新技术20
余项，培育育苗企业10余家，年育苗能力近5000
万株。”邓有峰说，像万物城、沃泰种苗、群信种
苗等企业，在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育苗水平
方面显著提升。方山娃、町崎冰糖子等一批单
品品牌也初具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了品牌
溢价。

昌乐县推动西瓜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

品牌溢价，西瓜收购价“五连增”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宋晓东 杨亚菲 报道
  本报安丘讯 位于潍坊安丘的山东昭文新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近期研发推出的SNNMOX
启动电池，可实现低温-50℃启动。“这将为企业
带来更多订单。在政府牵线搭桥下，我们联合多
所知名大学及高层次重点人才，组建成立了新
能源材料实验中心，目前，公司拥有国家级人才
2名，博士10余名。SNNMOX启动电池就是我们
新能源材料实验中心以氧化合金锂电池系列为
基础研发的一个终端产品。”公司技术总监李文
告诉记者。
  氧化合金锂电池具有可快充、耐低温等特
点，突破了多项锂电技术领域空白，颇具市场潜
力。“该电池材料是通过我们自主研发的纳米材
料制备技术和二次成球造粒技术等一系列的工
艺制备生产而成，解决了以往锂电池循环性差、
充电慢等行业难题。”李文说。
  围绕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
力，安丘市聚焦企业高质量发展技术需求，引人
才、搭平台、促合作，创新引才机制，以人才促创

新、促提升、促发展。“围绕破解企业人才创新难
题，我们带着企业家对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找技术、引人才。”安丘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刘玉
海说。
  “这次邀请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张志庆教
授过来，主要是针对中海油南海污水处理项目
进行研发。”安丘市增塑剂厂总经理杨春天告诉
记者，有了专家的技术支持，项目实验迅速
开展。
  安丘市增塑剂厂是一家从事油田化学品研
制与生产的企业，张志庆教授是长期与该企业
进行校企合作的技术专家，目前在企业中担任
技术总监。“我们对企业精准定位，研发新型油
田化学品，围绕原油破乳剂，拓展了很多新型油

田污水处理环保产品。”张志庆说。
  近年来，安丘市充分利用政策优势，依托高
校企业多渠道开展引才工作，做大人才“朋友
圈”，为安丘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人才
智力支撑。
  安丘博阳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通过多年技术
攻关，从“一条水泥包装机械生产线”的生产商，
到成为装备定制行业的“单项冠军”，成功开发
出拥有多项专利的自动拆包机、全自动包装输
送码垛等设备，产品远销中亚、东南亚等地区。

“在政府牵线和指导下，我们常态化开展‘招才
引智高校行’活动，先后引进高层次人才10余
名，研发人员占比达到20%。”博阳机械总经理
闫冰介绍，公司还建立了“内培+外育”的培训

体系，长期与高等院校进行合作，邀请专家教授
进行技术培训和创新辅导。
  企业出题，政府搭桥，高校解题。立足产学
研合作及关键技术研发，安丘市深入推动校企
合作，坚持“请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今年一季
度，该市帮助企业对接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院
所专家教授20余人次，聚焦企业技术需求，促成
合作项目11个。
  目前，安丘市已有100余家企业与高校院所
建立了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引进校企
合作人才120余名，建立省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
38家。为此，安丘市还出台专门政策，明确25个
方面的保障内容，对校地校企合作引进重点人
才等给予政策扶持。

安丘市推动企业与高校建立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关系

企业出题 政府搭桥 高校解题

  □记者 张 蓓 通讯员 姚 彬 报道

  随着小麦自南向北次第成熟，各地农田一派繁忙景象。

被誉为“中国农机之都”的潍坊市，农机市场也迎来了产销

旺季。

  在抢收抢种保丰收的路上，服务保障至关重要。作为

国家和山东省农机装备产业链“链主”企业，潍柴雷沃智慧

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夏服务队已全面出征（如图），通

过“三纵一横”服务模式，在跨区沿线建立220余个服务作业

网格，抽调800余名技术专家和服务工程师、400部车奔赴一

线，与终端网络4000余名服务人员、1500多辆服务车联合作

战，共同护航颗粒归仓，守望丰收。

  此外，潍柴雷沃继续与农业农村部合作开通“全国三夏

农机跨区作业信息服务平台”，依托车辆网、CRM系统，借

助遥感、气象等三方数据，并通过整合智能农机装备在全国

各地分布情况、作业情况等大数据，合理储备服务资源、易

损配件，102名呼叫座席和20名专家座席全时守护，提供信

息咨询、派工救援、远程诊断、大数据分析等8项精准服务支

持，通过及时的信息服务为跨区作业全方位保驾护航。

出征：服务三夏 守望丰收

潍坊为400个重点项目

组建“管家”服务团队

  □记者 张 鹏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19日，潍坊市应急救援特勤队
授旗仪式在潍坊市应急管理局举行。
　　潍坊市应急救援特勤队首批队员共有23人，由
潍坊市应急管理局相关业务科室具备专业应急救援
知识的工作人员与潍坊企业、社会应急救援队伍专
业救援人员组成。灾害事故发生后，他们将迅速到
达现场与当地政府协同指挥，开展搜集信息、先期处
置等应急救援任务，最大限度地减轻灾害事故损失，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应急救援特勤队

授旗仪式举行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18日，山东省暨潍坊市第二
十一届社会科学普及周在潍坊1532文化产业园
启动。
  启动仪式上，发布了《典藏山东》系列微纪录片，
市社科联、市总工会、市妇联、市教育局、市文旅局等
联盟单位代表共同组建潍坊市社科普及工作联盟，
并进行现场签约。潍坊市社科联原创数字人“晓潍”
和两位宣讲骨干进行主题宣讲。
  本届社科普及周活动将贯穿全年，其间全市16
个县市区（开发区）、4所高校及教育基地，将以“共享
一堂课”形式，组织社科工作者走进基层、了解基层、
服务基层，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阐明道理，通过
专题讲座、科普咨询、送书送展、微视频展播、网上宣
传等形式举办活动150多场。

社科普及工作联盟组建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刘 伟 刘栩宁 报道
  本报潍坊讯 潍坊市奎文区通过成立住宅装饰
装修协会，以协会为实施主体，组织11家家装公司，
在潍坊市率先实施第三方资金监管机制，破解家庭
装修业内预付消费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近年来，住宅装饰装修行业异军突起，奎文区装
饰装修纳税企业达676家。在传统的装修交易中，资
金往往直接在交易双方中流转，缺乏有效的监管措
施，易出现欺诈、挪用、跑路等风险。
  为规范家装行业市场秩序，奎文区成立住宅装
饰装修协会，建立完善“行政部门监管+行业协会自
管”的双重管理模式，从协会优选了11家家装公司参
与第三方资金监管服务。
  第三方资金监管机制实行按节点验收、付款模
式。奎文区住宅装饰装修协会将从订立合同初期到
工程完工，对装修全过程实施监督。在装修过程中，
业主按不同节点，分期将资金打入协会在银行设立
的监管账户。待业主在每个节点验收完毕、认可施
工质量并签字确认后，协会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比
例，从监管账户拨付给家装公司。
  其间，在各个节点如果业主对施工质量不满意，
家装公司须按验收标准进行整改，协会将暂时冻结
项目款，待验收合格后再予以拨付。

奎文区实施住宅装饰装修

第三方资金监管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在5月17日举办的2024年潍坊市
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上，潍坊市产教联合出海
共同体揭牌。共同体由潍坊昌大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山东科技职业学院牵头，由潍坊市委外办、市
贸促会、市教育局、市商务局推动，17所高校、29
家企业共同成立。
  潍坊市产教联合出海共同体坚持政府统筹、行
业牵线、校企“组团出海”的原则，基于优质产业海外
布局，“教随产出、产教同行”，打造产教融合国际化
发展平台。46个共同体成员将发挥各方优势，满足海
外中资企业和合作国家对人才的多样化需求，促进
专业建设、人才队伍一体化建设、实训基地建设、技
术服务等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提供人力资源支撑。力争布局建设一批海外工程技
术大学、职业技术学院和办学点，培养海外中资企业
急需的本土技术技能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目前，共同体已制定出下一步的主要任务，包
括研究制订潍坊市产教联合出海和产业国际化发展
规划和实施方案；搭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出海新
平台；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和产业的国际合作与交
流；推动职业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组织职教出海
师资培训和学术交流活动等一系列举措。

产教联合出海共同体成立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5月15日，记者从潍坊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潍坊市2024年创
业大赛报名开启，最高奖金10万元。
  今年创业大赛围绕潍坊市新兴产业、未来产业
以及现代服务业、银发经济、绿色经济等产业方向
进行赛项设计和赛事安排，共设置企业组和创意组
两个赛道，从报名到决赛历时6个月的时间。今年
大赛创意组首次突破地域限制，面向全球青年人才
征集创新创业项目，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
招”，吸引鼓励更多优秀青年人才来潍返潍创新创
业。除奖金外，大赛评选结果将与全市就业扶持、
创业服务、人才激励等政策措施挂钩。

2024年创业大赛开始报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