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都镇强 
    本报通讯员 王鲁兵 姜晓刚

  走进位于昌邑的潍坊市华玉塑料机械有限
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几台中空吹塑机
械进行反复调试，确保正常使用。调试完毕后，
打包装车，发往客户手中。据悉，企业凭借着对
塑机核心部位机头进行创新设计，成功实现了
多层共挤技术从6层到10层的新突破，大大提高
了设备的先进性和可靠性。
  全过程创新、全链条加速。近年来昌邑市聚
焦激发创新活力，以政策护航、人才引领，持续
向“新”出发，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位于昌邑市的鲁宏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5000L—10000L超大型中

空吹塑机领先于国内市场，在手订单已经排到
11月。“当下，我国塑料产业迭代加快，定制化、
高性能、高附加值的塑机产品已成为市场所趋，
唯有持续创新才能抢占市场。得益于当地政府
超前谋划、抢先布局，打造‘塑机产业标准联盟
试点’引导塑机企业绿色智能发展，成为了企业
解决难题、敢于创新的坚强后盾。”昌邑市政协
委员、鲁宏塑料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森说。
  昌邑市为创新种子提供土壤、阳光和雨露，
进一步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该市
注重科技型企业培育，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持续
实施科技企业梯次培育工程，健全“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梯次培
育机制。在山东省2024年前2批入库科技型中小
企业名单中，昌邑市共有123家企业成功入选，
同比增长91%。

  昌邑市还组织起12支金融辅导队和70名金
融管家进行入户对接，已解决企业融资需求35
亿元，着力破解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社会资本“不敢投早”“不愿投小”等问题，
已累计备案科技成果转化贷款3600万元，预计
为企业争取贷款贴息55万元以上。
  人才活水奔涌，科创引擎强劲。昌邑市聚焦
主导产业和“高精尖新”人才，坚持需求导向，细
摸排精准引，构建起“经济部门示范带动、镇街
区全面铺开、重点企业精准对接”人才招引体
系，开展人才服务专员大走访，摸排人才技术需
求85条；市级领导带队赴西安、兰州等地交流对
接，邀请西北工业大学、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
境资源研究院等高校院所专家教授举办学术交
流会、专题座谈会11次，集聚新加坡科学技术研
究署首席科学家王存、武汉理工大学教授秦华

利等高层次人才55人，落地锂电池回收利用等
人才科技创新项目5项，累计投资40亿元。
  点燃科创“强引擎”，跑出发展加速度。昌邑
着力塑强现代化产业体系，工业强市势头强劲，
1000亿级高端化工、500亿级装备制造、500亿级
食品加工、200亿级纺织印染“1552”先进制造业
集群形成规模。汽车制动鼓、轮毂国内市场占有
率65% 以上，发动机油封弹簧国内市场占有率
80% 以上；绒面超纤市场占有率达全国的90%
以上；海洋精细化工特色产业集群被认定为省
级特色产业集群，现代海洋生态经济产业集群
入围省“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名单。
  目前，昌邑市已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6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7家，创新型中
小企业93家。上半年，该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429.88亿元，同比增长10.5%。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申请道路开挖时，我们头
一天提交了规划文件、地下管线现状资料和道
路开挖申请表3份材料，第二天，寿光市行政
审批服务局、住建局、公安局、园林部门和各
地下管线相关单位就来到现场勘察。各个部门
现场签字后，我们缴纳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用，事情就办结了。”近日，寿光红星檀府小
区营销负责人岳悦说，之前，若要办理道路占
挖申请办结，她需要多次往返于各相关部门，
填写12个申请表格，用时约20个工作日。
  效率的提升源于寿光创新推行的“占挖道
路一件事”集成办。今年，寿光市聚焦群众需
求、企业发展、项目落地，以省“揭榜挂帅”
试点任务为契机，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
创新推行“占挖道路一件事”集成办。
  “占挖道路一件事”具体来说，就是将外

线接入工程涉及行政审批、住建、公安等5个
部门的城市绿地树木审批、排水许可、信号灯
迁移、公交站牌迁移、路灯迁改、市政设施建
设类审批等10 个事项，整合为“占挖道路一
件事”集成办理，明确申报牵头部门，统一提
出申请后，审批牵头部门组织联合踏勘、联合
审查、统一出具意见。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庞杰说，这
次的集成办，实行“一份办事指南，一张申请
表单，一套申报材料，完成多项审批，一个审
批文书”，实现“一表申请、一窗受理，一次
踏勘、一网通办，一体监督”新模式，全面提
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捷度、体验感，推进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联合住建、规划等
部门制订《寿光市关于实行市政设施建设类审
批“一件事”主题服务的实施方案》《寿光市

“占挖道路一件事”审批服务实施细则》，厘
清行政审批、住建、规划、公安等各部门的职
责，及时研究解决占挖城市道路工作中的问
题，形成科学有效、衔接顺畅的良性工作
机制。
  同时，“占挖道路一件事”实行一家牵
头、常态联络机制。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牵
头，统筹协调住建、公安、规划等部门实施占
用挖掘城市道路集成办相关工作。企业通过潍
坊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提交申请，审
批部门将相关申请材料同步推送至业务主管部
门，无需企业多头报送，变企业跑腿为部门
协作。
  在审批环节优化流程，将涉及行政审批、
住建、公安等5个部门的10个“单一事项”整
合为“一件事”集成办理，综合形成一张申请
表，凭一张申请表可同步申报10个事项，申请

材料由12份精简至3份，材料压减75%，整体时
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到2个工作日。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还量身打造“场景
式”审批流程，明确公交车站、安装户外配电
箱等11 种常见情形无需办理规划设计方案联
审手续，研究制定小区开口、过路顶管等10
种情形，设计抢修、占用绿化等5种不同类型
“场景式”主题，让窗口人员“一看就明白、
一学就上手”，使企业群众“一来就会办、一
次就办成”。
  聚焦企业“多头跑、重复跑”繁琐踏勘，
寿光打通“占挖道路一件事”涉及的公安、住
建、规划等5个部门，由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
各单位开展联合踏勘、联合审查，明确权责分
工、共同会商，联合“把脉”、及时靶向现场
“难点”，整合协调各部门意见，统一出具审
批许可，平均压减时限90%。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丁汉诚 报道
  本报寿光讯 8月15日，寿光市孙家集街道开
展清廉村居教育，组织78个村党组织书记到东马疃
村学习清廉村居创建工作。
  据悉，东马疃村建有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以
“清廉东马”为主题，形成了由廉洁书屋、党员学
习室、孝悌文化活动室、“第一书记”工作室、廉
洁文化街五个模块组成的宣传阵地。“廉洁文化教
育基地建设是为让廉洁文化入眼入脑入心入行，帮
助党员干部提高政治意识，更好地服务群众、干事
创业。”东马疃村党支部书记付金堂说。
  孙家集街道将持续做好清廉文化建设工作，通
过悬挂廉洁宣传标语、打造廉洁文化墙、建设主题公
园等方式，在全街道营造浓厚的廉洁氛围。

寿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整合10个事项变1件事办理

占挖道路申请2个工作日办结

昌邑市聚焦激发创新活力，助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点燃科创“强引擎” 跑出发展加速度

  □ 本 报 记 者 张 蓓 
    本报通讯员 刘 杰

  在山东天维膜技术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内，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企业自主研发的电渗
析膜。近期，该公司荣登2024 山东民营企业创
新百强榜单，列第32 位，这是企业实力的彰显，
也是潍坊高新区人才发展战略结出的硕果。
  该公司的快速崛起，离不开电渗析膜这一拳
头产品。自2013年起，该公司便致力于该领域的
研究，但初期却面临领军人才短缺的瓶颈。直到
傅荣强博士加入后，他作为离子膜材料开发及应
用技术领域的专家，迅速组建起研发团队，历时
8年终于攻克难关，实现电渗析膜国产化。
  “来到这里后，潍坊高新区迅速帮我解决了
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让我能全身心投入到产
品开发中。”傅荣强说。潍坊高新区着眼从人才

“最重要的小事”做起，用行动诠释了“人才需要
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承诺。
  潍坊高新区率先在全市范围内推出《高层
次人才“1+1+N”服务模式实施方案》，设立“高
层次人才整链条”服务窗口，优化拓展8个领域

30个服务事项实现整链条办理。“我们联合住
建、教体、社保等7个单位，成立人才服务专班，
将落户迁移、住房保障、企业开办等高频事项梳
理整合成‘一件事’，推动办理环节减少75%，办
事材料减少60%，办理时限压减93%。”高新区党
群部人才科科长崔雪英说，真正实现了“高效办
成一件事”的承诺。
  环境好，则人才聚。为此，潍坊高新区在打
造软环境上下足了功夫。从完善的基础设施到充
满活力的城市氛围，从美丽的浞河风景区到景区
里占地6.39万平方米的潍坊人才公园，每一处都
透露出对人才的尊重与关爱。同时，还试点建设3
处高品质人才社区，推进13个商业综合体的升级
建设，为人才提供更加舒适便捷的生活条件。

  人才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其向心
力的培育至关重要。潍坊高新区领导班子成员
带头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通过定期举办新经
济新产业大讲堂等活动，搭建起交流互动的平
台。此外，还特别聘请了10位高端人才担任发展
顾问，紧紧将人才“第一资源”抓在手上。精心组
织企业家培训班，选派规模以上企业、高成长性
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及新生代企业家前往浙江大
学深造，旨在培养一批具有前瞻视野和卓越领
导力的企业家。
  同时，高新区积极引导人才向党组织靠拢，
形成了“跟党一起创业”的强烈共识。近期，多位
高层次人才，如海王医药的谭新政、华丰动力的
武海亮、赛马力的殷爱军等获潍坊市“两企三

新”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而诺一迈尔的张文彩则
被评为“潍坊十大在外杰出企业家”，这些荣誉
进一步激发了人才的向心力和归属感。
  人才小事贴心办，创新大事动力足。如今，
潍坊高新区已成为各类人才竞相绽放、实现梦
想的舞台，吸引了众多顶尖人才的加盟。以全国

“三八”红旗手、潍坊液流储能科技有限公司首
席科学家王瑾为例，2022 年她携液流储能项目
落户后，连续攻克多项难题，并主持设计了国内
首座盐酸基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系统，达到了国
际领先水平。
  截至目前，潍坊高新区已引育省级以上重
点人才164人，并九次荣获山东省人才工作表现
突出单位称号。

潍坊高新区成立人才服务专班，办好人才“关键事”

人才小事贴心办 创新大事动力足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孙欢欢 于晓倩 报道
  本报昌乐讯 近年来，昌乐县积极构建“群
众诉求有人听、困惑有人解、困难有人帮、矛盾
有人调、喜事有人贺”的乡村治理机制，红河镇
围绕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公共服务，充分发掘
利用农村“红白喜事大总管”“村口大妈”、农村

“文化人”三支民间力量，组建“民调团”，为就地
化解矛盾纠纷、提升村庄自治效能增添源头
活水。
  红河镇红河村65岁的村民徐凤兰是外人眼
中典型的“村口大妈”，闲来无事总喜欢聚在村
口聊聊家长里短。去年11 月，村里选聘徐凤兰
担任调解员，不承想她自此变成了左邻右舍的

“知心大姐”。
  屋前搭建遮雨棚，前邻墙壁洇出水渍，村民
王某和赵某闹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徐凤兰
知晓后，跑前跑后地调解，两家都认识到了自己
的错误，王某主动拆了棚子，赵某因态度差主动
道歉，两家人重新坐下聚起了餐。村民吴某两
口子感情不和，离婚时在财产分配上有了分歧，
吴某情绪激动扬言报复。徐凤兰得知这事，两

头安抚，多次与吴某妻子见面协商财产分配问
题，最终双方都作出让步，达成共识，和平签订
财产分配协议。
  从“村口大妈”到调解能手，身份的转变，正
是红河镇为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创新探索成立
乡村“民调团”举措的一个缩影。“这三支民间力
量在农村普遍存在，他们来自群众、亲近群众，
而且还有空闲时间。但由于缺乏有效组织、身
份职责不明确，缺少系统培训等，在参与矛盾纠
纷调解时，他们往往缺少客观深入查找问题根
源、对症下药的能力，导致有时调解不成还易引
起误会。”红河镇党委书记张立军告诉记者。
  红河镇从“选好人”出发，按照村“两委”提
名、会议选举、上报备案流程，集聚农村“红白事
总管”“村口大妈”以及退休干部、教师、乡村医

生等农村“文化人”力量，累计选拔311 人，在各
村建立“民调团”。同时，由镇综治中心为“民调
团”成员颁发聘书并张榜公示，明确察问题、调
纠纷、报情况、办活动等职责。
   “民调团”来自群众，土生土长，成员各有
所长，“红白事总管”虑事周全，“村口大妈”能唱
会跳，乡村医生擅长看诊开方，半个村都是老教
师的学生。他们威望高，村民有矛盾也愿意让
他们主持公道。红河镇每年评选3名“金牌调解
员”、10名“优秀调解员”，给予全镇表扬宣传和
物质奖励，倡树履职尽责、评先树优的鲜明
导向。
  “以前俺和邻居有点小矛盾，弄得多少年一
直不搭腔，也不交往。去年村里红白事总管李
新增来找我，说邻居家孩子结婚人手不够，叫我

去帮忙，有意帮我们化解矛盾。我想着这是大
事，不仅自己去了，还叫上家里人一块去帮忙。
因为这个事，我们两家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关
系比原来更亲了。”昌乐县红河镇朱家官庄村村
民李荣贞说。
  该镇还结合昌乐县“三三制”矛调工作法中
“及时调”经验，对生活琐事产生的矛盾纠纷，组
织“民调团”能化解的当场化解，相对复杂的联
合调处，化解不了的及时上报，防止“小矛
盾”变成“大案件”，营造文明和谐的邻里关
系。一个个矛盾调解下来，强了信心，暖了人
心，聚了民心。自去年10月份以来，红河镇
“民调团”成功摸排化解矛盾纠纷986件，占全
镇化解量的37%，全镇信访量下降35%，刑事案
件数下降45%。

“村口大妈”成了矛盾调解能手

清廉教育进村居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寒亭区紧盯群众“看
病难、看病远”的问题，深耕细作健康服务领域。
其中，寒亭区开元街道以“山东第二医科大学专家
工作站”为依托，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力求让优质
医疗资源惠及更多群众。
  开元街道将名医资源下沉至基层，定期邀请山
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三甲医院的专家团队，
深入社区与小区义诊，让专家成为居民健康的贴心
顾问。截至目前，该街道已成功举办八期义诊活
动，惠及群众超过480人次，极大地缩短了群众获
取健康服务的距离。

寒亭区让优质医疗资源

惠及更多群众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刘 煜 报道
  本报诸城讯 戴中药香囊、品草本茶饮、观养
生表演……近日，诸城市开设中医药健康夜市，市
民在中医义诊摊位前排起长龙，现场熬制的酸梅
汤、明目茶、参莲饮等中医茶饮飘来阵阵香气，八
段锦、太极拳等传统中医养生功法表演令人目不
暇接。
  一边是火爆的传统中医，另一边则是与AI相
结合的中医“黑科技”。只需将手掌轻放在“中医四
诊仪”上，便能够自动通过“望闻问切”诊法进行看
诊，新奇的体验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排队“打卡”。中医
遇上夜市，传统中医药文化以市民喜闻乐见的方式
火出圈。近年来，诸城市大力促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让中医药文化活起来、旺起来、潮起来，让

“新中式”走进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中。

诸城中医药健康夜市

火出圈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寿光市将法治元素融入非
遗文化，构建“非遗+普法”法治文化建设的新模式，
提升普法宣传质效。
  实施非遗队伍与法治人才队伍建设融合。制订
“非遗”人才法治培训计划，成立8支非遗法律服务团
队，上门为非遗项目和传承人提供法治宣讲、法律咨询
等公益服务，将非遗传承人发展成公益普法人。
  实施非遗文化与法治文化作品创作融合。在各
类主题法治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中，组织非遗传承人
创作主题突出、创意新颖的法治文化精品力作，并与
民间手工艺人合作，结合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开展
创作，为法治文化提供源头活水。
  此外，寿光市还实施非遗文化与法治文化活动
融合，实施非遗文化与法治文化阵地建设融合。

寿光将法治元素

融入非遗文化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薛玉磊 翟金辉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这几天，位于高密经济开发区的
刘存志黑陶社迎来了一批特殊的研学游团队。来自
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刚果留学生们来到这里学习黑陶
制作技艺。留学生们体验拉坯制作，极大激发了对
中国非遗文化的兴趣。“我就想着把这个古老的传统
技艺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学习、研究、发展，这是我
最大的心愿。”8月19日，黑陶艺人刘存志说。
  近年来，高密市充分利用现有旅游资源，将非遗
文化与现有空间相融合，激发非遗研学新动能。该
市以推进“非遗在社区”试点改革为抓手，举办非遗
艺术节、非遗购物节等大型活动，全市非遗研学旅游
点发展到23个，创建非遗特色学校32所。
  此外，高密市将非遗元素融入全市文学游、生态
游、廉政游、红色游等6条旅游精品线路。当地还与
清华大学等高校合作，推出尼尼虎等20多个硬核设
计，依托23 家非遗工坊升级产品，生产游客青睐的
随手礼。其中，昌盛泥塑非遗工坊对接高校、连接群
众、开拓市场，年生产加工泥叫虎40万个，年销售收
入超过1000万元。

高密已布局23个

非遗研学旅游点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侯锟滢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潍城区扎实开
展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行动，以精准服务促高效
治理，立足群众多样化需求，常态化开展“公益集
市”活动，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其中，潍城区城关街道党工委将“公益集市”
作为各社区党组织书记抓党建突破项目，由社区党
组织牵头领办，“双报到”单位、兼职委员单位、
辖区单位等共同参与，定期定点举办“公益集市”
活动，将体检、理发、维修等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
门口。目前，城关街道已发动辖区共建单位、爱心
企业79家，整合公益组织、志愿队伍22个，在各社
区组织先后开展“公益集市”活动41场，累计服务
群众3000余人次。
  潍城区通过健全社区资源、服务项目和群众需
求“三项清单”，充分整合社会组织、志愿者、社
会慈善等多方资源，高效联动红色物业、志愿服务
队、热心群众，组团认领“公益集市”服务项目，
逐渐使“遇事不发愁、就近找组织、马上找书记、
身边找党员”成为群众共识。

潍城区党建引领

做活“公益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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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石如宽
  通讯员 袁彦奎 报道
  潍坊滨海区坚持绿色发展，推进盐碱地
生态改良，昔日寸草难生、广袤无垠的盐碱
滩变成了水草丰美的生态湿地。 8 月15日，
潍坊滨海区白浪河入海口，白鹭、海鸥等多
种野生水鸟聚集休憩，许多鸟儿把这里当成
了家，它们时而觅食，时而嬉戏，时而又翱
翔天空，与碧水蓝天构成了一道亮丽的
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