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为持续推进“引客入潍”行动，7月
6日，由潍坊市文化和旅游局与富力集团主办的“潍
坊之约”宣传月活动在南京富力万达嘉华酒店启幕。
  据悉，本次“潍坊之约”宣传活动持续至8月
底，每个周五、周六晚餐时段同步在广州、南京、
武汉、长沙、沈阳等50个城市、51家富力集团酒店
自助餐厅，提供具有潍坊特色的拌拉皮、芥末鸡、炝
芹菜、麻汁杂拌4大凉菜和景芝小炒肉、芝泮烧肉、潍
坊朝天锅、虎头鸡、潍县炸五香肉、潍坊黄焖甲鱼6大
热菜。同时，在餐厅同步循环播放潍坊文旅宣传片，
并以潍坊旅游景区门票作为奖品对来酒店就餐的客
人进行抽奖。发放包括青州博物馆、十笏园博物馆等
潍坊10个景区在内的1万余张门票。

  □ 本报记者 张 鹏 张 蓓

  农业是深化中拉合作的重要领域。7月2
日，由农业农村部与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在潍坊
开幕。来自25个国家的13位部长、11位副部长
和13位大使以及中外各方面代表共约290人会
聚一堂，共同探讨农业合作、粮食安全、减贫
发展等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携手推动中拉农
业合作进入分区域、有重点、有特色、可持续
的多元化发展阶段。
  第三届论坛的会场选择潍坊，就是要让参
会嘉宾实地感受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成就。
作为论坛开幕式前的重要环节，嘉宾们来到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篱
田园综合体，参观考察潍坊现代农业发展及
乡村振兴成果，并参观了“好品山东”“潍坊
农品”展、乡村振兴及现代农业发展成果摄影
展等。
  委内瑞拉人民政权农业生产和土地部部长
维尔马•卡斯特罗已是第二次来到潍坊，此前
一次是前来参加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
“上次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看到了中
国正将各种各样的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特别
是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和对农产品进行加
工。”维尔马•卡斯特罗这次来希望能够探讨
扩大合作，除蔬菜领域，还想加大在畜牧业方
面的经验分享与养殖合作。
  在潍坊东篱田园综合体，尼加拉瓜农牧和
林业部部长博斯科•马丁•卡斯蒂略•克鲁兹对
绿蔓上一簇簇红彤彤的西红柿十分感兴趣。在
了解到设施农业、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使用后，
卡斯蒂略非常高兴，他通过翻译告诉记者，
“尼加拉瓜的西红柿基本是露天种植，可是现
在开始有了一些污染，需要建设蔬菜大棚进行
种植。”他希望买到一些西红柿种子，回去进
行杂交种植。
  在“好品山东”“潍坊农品”展区，记者看到
巴巴多斯农业、粮食和营养安全部以及驻华大
使馆的三位代表，绕着展台转来转去不停拍照，
讨论、停留近20分钟。他们通过志愿者寻找现场
农业人员，希望能够带回试种的种子。
  “今年11月份，秘鲁的钱凯港将投入使
用，这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投资最大规模的港口
项目之一。港口投入使用之后，来自秘鲁的
各种农产品将以更短的时间、更新鲜的状态
到达中国市场。”秘鲁农业发展与灌溉部部
长马内罗说，他10年前就来中国了解过农业
发展情况，如今10年过去了，再次来到中
国，发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果。
  “在农业生产上，中国关注的不只是产
量，还有农业生产方式是不是更加低碳、更加
环境友好可持续。”马内罗期待能进一步加强
农业技术交流，在农业人才培养方面与中国达
成合作。
  多米尼加农业部部长林伯•卢卡斯•克鲁
兹•洛佩斯第一次来到潍坊，“刚下飞机就看
到潍坊的农业井然有序，基础设施非常好，道
路非常通畅，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
  谈起智慧农业，克鲁兹认为这些技术非常
关键，“这些现代化的技术可以把我们的农业
带向新的现代化，这种技术可以告诉我们实
时的生产信息，告诉我们机器的效率，告诉

我们现在这个任务进展的情况，我们可以获
得及时的信息，让我们的生产更加有效、更
加高效。”克鲁兹认为，“中国在农业方面
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多米尼加对于农业种
植、粮食生产方面的使用经验都是非常需
要的。
  潍坊农业生产禀赋独特，物阜民丰，地处
北纬35°至37°世界优质农产品生产黄金带，
这里种植业与养殖业兼备，粮食作物与经济作
物并茂。有一流的农业开放发展环境，拥有全
国首个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农产品远销
141个国家和地区。
  在对外展示窗口，记者看到一拨拨潍坊企
业走出国门，东晓生物、柠檬生化、瑞丰食
品、优必特畜牧装备、中裕机电、鲁源机械、
悍沃农业装备、盛泰药业等产品出口拉美各
国。以潍柴雷沃、润丰化工、恒安纸业、胜伟
牧业为代表的一批领军企业，在巴西、智利、
乌拉圭等20多个拉美国家地区深耕细作，业务
涵盖农业机械、农药、农产品、食品等多个领
域。2023年，潍坊与拉美地区的贸易额达230

亿元，其中农业进出口货值57.6亿元。农机、
农药、果蔬等向拉美出口量连年递增，肉
牛、粮食、水产等拉美农产品进口量持续
扩大。
  山东利森特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在墨西
哥、巴哈马、苏里南等拉美国家建设了连栋薄
膜温室、春秋冷棚、日光温室等项目。寿光市
创超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冯华涛在论坛所在
的富华大酒店展示了绿色小番茄和奶油黄瓜两
款产品，五六个国家的客商品鉴后非常感兴
趣，还索要了联系方式。“这次论坛，我把产
品带过来，结识拉美和加勒比这边的客户，看
看有没有合作的点，不管是我们这样把产品运
过去，还是直接带着团队到他们国家去搞设施
农业，都可以完善我们的全产业链体系。”冯
华涛说。
  胜伟集团董事长王胜从南美引来安格斯肉
牛种源，掌握了高品质肉牛的“芯片”。“我
们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安格斯种公牛站，每年提
供100万只优质冻精，促使我们的畜牧升级换
代。”王胜告诉记者，其实中国养肉牛才刚

刚起步，这次接触到了不少拉美国家农业部
长，还会 加强与他们在品种选育方面的
交流。
  第三届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
结束后，务实合作的效应发酵。7月3日，几名
拉美国家农业部代表相继到访多家潍坊食品加
工企业，寻求合作契机。7月4日上午，潍坊对
接拉美地区经贸交流会召开，委内瑞拉、尼加
拉瓜、古巴代表先后介绍了本国农业生产要
素、农业发展情况和招商优惠政策，此后，山
东匠造检测、潍坊国际商会、山东亿嘉农化有
限公司等潍坊企业、商贸机构代表上台作专题
推介。
  推介结束后，国外嘉宾与参会企业进行了
交流对接，潍柴雷沃、山东胜伟集团、山东匠
造检测、潍坊大益生物、中裕机电、润丰化工
等与圭亚那、委内瑞拉、苏里南、乌拉圭等国
达成多个合作意向，涵盖农机装备出口、安格
斯肉牛良种育繁、检验检测、家禽养殖与深加
工、设施农业等多个领域，意向合作金额超13
亿元人民币。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3日，潍坊市企业年金、人才年
金政策专题宣讲活动举行。活动全程广播音频直播，
以嘉宾介绍、回答网友提问等形式解读政策，引导鼓
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建立企业年金、人才年金。
  去年以来，潍坊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推
进全省人才年金试点为契机，扎实推进年金各项工
作。强化年金政策供给，持续开展政策宣传，编印
《企业年金宣传实用手册》《人才年金政策“十问
十答”》等宣传材料，组织开展年金政策进招聘
会、进企业、进园区活动。多措并举推进扩面，批
复设立6个重点试点县市区，示范引领全市人才年
金试点工作全面开展。搭建政府、企业与年金管理
机构交流平台，合力推进人才年金试点。截至目
前，全市建立企业（人才）年金制度的企业达到
299家，覆盖职工超过4.6万人。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姚宏阳 翟高峰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年来，昌邑市抢抓潍坊入
选全国首批城市更新试点机遇，坚持高标准规
划、整体性布局、通盘式推进，实现了从住有
所居到宜居优居的有力跨越。
  沿平安街进入昌邑市城区，远远就能看见
正在建设中的城南片区——— 现场机器轰鸣、吊
臂起落，各个施工单位正全力以赴赶工期抢进
度。“目前项目正处于主体建设阶段，预计8
月份实现封顶，2025年达到竣工验收条件。”
项目负责人单连光说。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城市发展，一头连着
民生福祉。昌邑市将城市更新作为提升城市能
级活力的重要抓手，谋划打造了总投资200亿
元的文山、滨河等6个城市更新片区，拟定15
个城市更新重点建设项目，中心城区有机更新
项目风貌初现。以文山片区征迁工作为试点，

启动文山片区五里村、上台村集体土地上的房
屋征迁，经过6天6夜406户全部签订拆迁协
议，腾出283亩优质发展空间，在潍坊市率先
探索实施集体土地征迁房票安置方案，房票安
置面积占比达56%。截至目前，已安置341套商
品房，极大地带动了装修、家具、家电等关联
产业消费。初步估算，可拉动房地产及相关产
业消费5亿元左右。
  “我们持续深入改善城乡居住环境，打造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持续加大精细化养护管理
工作力度，常态化开展环境集中整治，为城市
绿化增量提质，擦亮城市生态底色。”昌邑市
住建局副局长董芳说。
  数据显示，昌邑市现有城市绿地面积
2005.55公顷，其中公园绿地面积450.49公顷；
建成“口袋公园”59个，初步形成城市公园绿
地便民十分钟服务圈全覆盖。
  华灯初上，昌邑市北海路的烧烤大院内挤

满了食客，干净整洁的路面，井然有序的人
群，烤出了夏日独有的烟火气。昌邑市综合行政
执法局党组成员、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王
绍林说，“从2017年开始，昌邑市开始设立烧烤
大院，目前城区已经达到26处。同时，对烧烤大
院进行规范管理、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昌邑市根据城区人口居住现状、市民消费
便利、经营类型特点等实际情况，先后设置错
时市场、便民市场、疏导点和夜市等共45个，
另有“三修”类摊点等34处，从根本上解决了
群众购买需求的“肠梗阻”。
  昌邑市在智慧化城市管理系统中新增巡查
轨迹管理系统，对建成区内每条道路进行分析
研判，每条道路设置6至10处管理重点、难点
部位。今年以来，数字化指挥中心已累计发现
处置城市管理问题5800余件，有效提升了城市
智慧管理效率水平，支撑了城市高质量发展。
  漫步在昌邑市的各个角落，最大的感受是

美。街景的变化源自昌邑市对城区的“微更
新”“微改造”。比如，探索小区充电桩棚建
设试点，完成6个小区58处场地勘察和设计，
建成后可满足1450辆电动自行车同时充电；
6331盏路灯实现节能改造，亮灯率达99.3%，城
区累计建设公厕42处、环卫驿站30处。
  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该市雨污合流管网
完成全面改造，10个老旧小区进行雨污分流改
造，建成排水管道344.39公里，海绵城市9.9平
方公里，城区道路雨污分流达到100%，有效疏
通了城市的“大动脉”。
  城市焕新折射的是惠及民生的努力。“近
年来，昌邑市围绕提升城市品质、增进民生福
祉，把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做到群
众心坎上，让城市建设有速度，服务百姓有温
度，铺就城市宜居幸福底色，奋力建设宜居宜
业‘城市样板’。”昌邑市住建局局长梁永
彦说。

多国农业部长点赞潍坊农业

高质量建设 高水平管理 高标准提升

昌邑铺就城市宜居幸福底色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向“新”而行，正成为区域经
济寻找新增长路径的关键词。潍坊综合保税区
瞄准元宇宙新赛道，把虚拟现实产业作为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整合政策资源、产业基
础、保税功能等独特优势，抢占发展新机遇，为
冲刺千亿级外贸园区注入澎湃动能。
  走进虚拟现实全球智能制造基地车间，传
送带高速运转，零部件精准到位，一件件VR产
品接连下线。这是综合保税区推动虚拟现实产
业走深走实的缩影之一。随着总投资50亿元的
虚拟现实全球智能制造基地正式投用，加快形
成虚拟现实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企业“抢

滩”元宇宙市场。
  面对元宇宙带来的发展新机遇，围绕培育
壮大虚拟现实产业集群，做强高质量发展的实
体支撑，潍坊综合保税区发挥“保税+”功能优
势，以歌尔股份为龙头，集聚卓领、沃尔芯等十
余家上下游企业，打造集产品研发、硬件制造、
产业配套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VR产品占全
球中高端市场份额的80%。
  “以新促质”“以新提质”是新质生产力内涵
要义。潍坊综合保税区将产业优势转化为招商
优势，吸引一批虚拟现实领域科技含量高、成长
性好的科创型企业。
  走进合兴源(潍坊)电子有限公司车间，自

动化流水线精密切割材料，快速精准完成每一
个步骤。合兴源(潍坊)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陈
鹏介绍，企业主要从事泡棉、防尘网等辅料的生
产，他们把精密做到极致，凭借生产的防尘网尺
寸可低于1毫米的技术优势，作为歌尔股份配套
企业进驻潍坊综合保税区。
  在卓领电子科技(潍坊)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机械轰鸣声不断，生产线马力全开，企业正
加快生产冲压、注塑等配件，用于游戏机、手机
等VR产品。“作为歌尔的下游企业，企业产值连
续两年超1000万元，未来发展前景广阔。”卓领
电子科技(潍坊)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闫占有说。
  为支持服务虚拟现实产业发展，潍坊综合

保税区专门出台《支持虚拟现实产业人才集聚
10条措施》和《支持重点企业定向引进紧缺急需
人才扶持办法》等个性化政策，以人才集聚加快
元宇宙产业创新，逐步构建起高层次人才引领、
卓越工程师人才支撑、技能人才筑基的元宇宙
产业人才队伍。
  当前，潍坊综合保税区聚焦外贸企业全周
期、全链条、全要素服务需求，在全省率先实施

“外贸一件事”集成服务改革，努力实现外贸企
业办事路径多元、流程最优、成本最小、增值增
效，全方位提升便捷度、体验度、满意度和外向
型资源集聚度，激发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动
能活力。

潍坊综合保税区汇聚元宇宙产业力量
虚拟现实产业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重要载体

“潍坊之约”宣传月

活动启幕

潍坊推动

企业（人才）年金制度试点

  □记者 张 蓓 报道
  图为与会嘉宾在潍坊考察现代农业。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5日，首届山东省革命文物主
题陈列策展培训班开班暨2024年潍坊市红色文化主
题月启动仪式举行。
  2024年潍坊市红色文化主题月以“红色基因，
薪火相传”为主题，全市策划开展330余项导向正
确、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培训班邀请
国内知名专家围绕革命文物主题陈列展览的政策规
定、探索实践，结合生动案例进行授课，并组织赴
潍县西方侨民集中营旧址博物馆现场参观教学。
  潍坊市革命文物资源丰富，该市坚持“保、
管、用”并重，多措并举，精准施策，统筹推进革
命文物系统保护与综合利用，取得明显成效。

2024年潍坊市

红色文化主题月启动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刘金峰 王军涛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6日，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举办2024年上半年述职擂台赛。记者在擂台赛上
获悉，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潍城分局打好“党
建+业务”组合拳，获得“地方敢闯先锋”“攻坚
克难突出单位”等8项荣誉称号。
  该分局强化党建引领，塑造干部队伍新风貌，
梳理科室职责、优化人员组合，组建4个片区服务
专员团队，入选潍城《改革先锋榜》。优化功能布
局，重新评估修编106平方公里范围内已批详规，
同步编制新增用地详规。完成29个街区详规编制报
审，为59个项目拿地开工提供优质快捷服务。完成
城镇开发边界外6个单元28个村庄规划编制，数
量、进度居潍坊九区第一。
  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开辟要素保障新路径。该
分局充分挖掘后备资源，2个项目区土地整治新增
耕地97.7亩，筛选拟入库地块2500亩，推进占补平
衡和缺口恢复。有效利用时间空窗期，预支新增指
标150亩，完成上报成片开发方案750亩，做好征收
准备200亩。规划选址、供地多审合一，联审联判
22个项目，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此外，该分局全流程为46家企业帮办代办，核
发各类行政许可事项104件。成立跟踪服务专班和
政策宣讲队，深入企业，现场帮助解决困难问题。
批后监管服务再升级，实行“五减五提升”，放
线、验线全部流程缩短为7个工作日。

“党建+业务”组合拳

助力经济发展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刘 伟 报道
  本报寿光讯 7月5日，潍坊农村干部教育实践
中心对三元朱村、屯西村、葡状元家庭农场、山东鲁
盛农业集团等10处现场教学点进行授牌。
  潍坊农村干部教育实践中心是一处针对农业农
村干部、农村实用人才的培训基地。“进门是课堂、出
门是现场”是潍坊农村干部教育实践中心特有的教
学培训模式。
  现场教学是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途
径，是潍坊农村干部教育实践中心开展干部教育培
训的重要教学方式，是帮助学员养成观察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良好习惯的“第二课堂”。近几
年，该中心着力推进现场教学组织的创新转型，强
化规范现场教学运行的组织管理，有效提升具有潍
坊、寿光本土特色的现场教学品牌整体效应。

进门是课堂

出门是现场

  □记 者 石如宽 
   通讯员 李 雯 报道
  本报青州讯 夏日夜晚，青州古城后乐坊美食
街烟火气十足，街道增加的外摆空间，营造出独特的
餐饮氛围。
　 青州古城不断繁荣夏日“夜经济”，满足游客
消费新需求，激发消费新活力。今年夏天，古城后
乐坊实施街区亮化美化，推出现场演艺等项目。青
州古城后乐坊运营经理陈雅茹说：“我们规划布局
美食街外摆空间，提升街区吸引力和顾客体验度。
同时，丰富餐饮、民宿等各业态布局，激发古城夜
间旅游活力。”

激发古城夜间旅游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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