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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都镇强

  6月18日，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150
余名跨国公司、国际组织负责人应邀齐聚潍坊，
参加潍坊与跨国公司合作对接会，寻觅共赢
商机。
  “本次合作对接会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加深
了解、探讨合作、共谋发展。”世界贸易网点联盟
主席布鲁诺•马谢说，潍坊始终站在对外开放的
前沿，不断拓展国际贸易市场。世界风筝之都、
国际动力城、国际和平城市，这一张张熠熠生辉
的城市名片，不仅彰显了潍坊的开放与包容，更
昭示着这座城市面向未来充满活力的无限可
能，我对合作充满信心。
  这场合作对接会是潍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新动作。今天的潍坊，朋友圈越来越大，已
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潍坊累计投资4182
家企业，32家世界500强境外企业在潍坊投资，
外资企业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市的12.2%，潍坊的
企业也在80个国家和地区建设布局了海外项
目，已与25个国家的45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城市
关系。
  “潍坊是一座历史与创新并重的城市，我们
密切关注着这里取得的显著进展。”美国谷歌东
北亚新客团队副总裁朱运林说，最令他印象深
刻的是潍坊产品与服务在全球舞台的巨大潜
力。作为山东外贸版图的战略要地，潍坊是工业
产出与出口的重要枢纽。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
对品质的坚守和创新精神，潍坊完全有能力把
握重大出口机遇。
  高质量的招商引资是经济增后劲的关键举
措。在合作对接会上，潍坊市商务局和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产业推介。“在未
来开放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将发挥好国家农业
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和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这两个平台的对外辐射作用，期待与每一位
合作者携手。”潍坊市商务局局长郭永超说。潍
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任光学则重点推介了
潍坊构建形成的“9+3+N”产业体系及相关合作
需求。
  “潍坊市政府的介绍非常翔实，令人振奋。
可以看出，潍坊在推动对外开放和构建国际合
作方面非常有决心，潍坊在动力装备、高端化
工、食品加工等产业方面具备坚实的基础，同时
也在积极发展跨境电商、吸引外资，展现出强烈
的全球化愿景。”布鲁诺•马谢谈了他的感受。
  “我们正积极并富有成效地发展与潍坊企
业的合作。”阿联酋阿尔马尔詹投资与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阿卜杜勒迈杰德·艾·法希姆计
划，通过与潍坊企业在阿联酋共同成立投资公
司，在阿联酋境内实施一系列重要的工业项目，

发展联合生产。
  棉之花纺织公司是埃及头部纺织公司，主
要业务是为全球酒店提供毛巾与床上用品系
列。在合作对接会发言中，该公司主席穆罕默
德·法希·阿布·艾尔福图赫说：“我们的客户对

窗帘和毛毯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因此我们正
积极拓展这些新产品线，寻求原料布及机械供
应商。我们期待与潍坊企业合作，在埃及自贸区
合作生产相关产品。”
  此次潍坊之行，已经有跨国企业找到了心

仪的合作伙伴。来自英国贝扬德格拉斯公司的
总经理辛格告诉记者：“经过考察，我已经跟潍
坊的一家玻璃生产企业签订了每个月不低于一
个集装箱的订单，同时跟潍坊临朐的一家铝合
金型材及配套企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1日开始，潍坊市进入汛期。
6月19日，记者从潍坊市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新闻发
布会获悉，为下好防汛备汛“先手棋”，潍坊市防
汛抗旱指挥部对成员单位和人员进行相应调整，实
行双指挥长制，防汛抗旱指挥部组成单位精简至12
个，使指挥体系更加扁平高效。
  5月8日，潍坊市防指召开调度会商会议，全面
研判今年防汛抗旱形势。会议根据各县市区特点，
形成防汛备汛工作“一县一单”，并制定任务清
单：包括完善防汛指挥调度机制等9项共性任务，
以及水库安全度汛、责任落实、山洪防御、卫星电
话保障等18项个性任务。
  此外，潍坊对全市531座水库、278段堤防、62
座水闸等各类工程和风险部位，逐一落实4981名防
汛责任人，并组织业务培训。落实2136名县镇村山
洪灾害防御责任人，组织全市5006名河湖长汛期履
行巡河、查险等防汛职责。

  □ 本报记者 王佳声 张 蓓

  在潍坊峡山区艾姜山生态健康产业园内，
一条深加工中试生产线正在运转，在冷萃技术
下，生姜母液被精准提取。这条刚通过专家组
验收的柔性生产线，可一次性完成生姜母液、
姜乳等5种产品生产，标志着潍坊峡山区在生
姜深加工领域实现新突破。
  生姜是传统的药食同源保健品，其祛寒暖
胃等功效正与现代健康消费理念深度契合。深
受市场青睐。近年来，随着健康消费趋势兴
起，生姜制品在国内外需求持续攀升。
  今年，潍坊峡山区将生姜产业列为重点打
造的5条农业单品产业链之一。立足这一产业

基础，该区以生姜深加工为突破口，构建从种
植到精深加工、产品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以高端产品延展产业链条、抢抓引领市
场，推动生姜价值提升。
  “尝尝这杯姜茶。”山东大艾姜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孙锡庆一边介绍，一边将一
杯散发着淡淡姜香的姜茶递来。记者轻抿一
口，暖意顺着喉咙蔓延，驱散了周身的凉意。
展示柜上，陈列着企业生产的姜精油护手霜、
生姜修护精华油、姜脯、姜枣蜜、姜啤等多款
产品。
  “我们聚焦加工环节，不断向纵深推进，
一方面将废弃的姜秸秆、姜干变废为宝，提炼
出高附加值的姜精油；另一方面，引进新技

术、新设备，自主研发自然配比高有效成分生
姜母液，并以此为核心原料，开发出酒水饮料、
健康食品、洗化用品等系列衍生品。”孙锡庆介
绍，目前企业计划与大型国企合作推出金罐暖
茶、生姜柠檬饮料，并与青岛啤酒、王老吉等知
名企业洽谈合作，进一步拓展应用场景。
  技术创新背后的支撑，是“政产学研用”
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为突破技术瓶颈，企业
联合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中国农业大
学、山东农业大学等专业院校及国家研发机
构，成立姜科植物高值化联合研发中心。通过
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成功研制高有效成分提
取液，开发出姜暖茶、生姜柠檬茶、姜乳膏等
特色产品，更攻克了生姜抑菌性导致啤酒酵母

失活、姜辣素氧化等难题。
  “姜辣素氧化是世界性难题，我们通过冷
萃技术和包埋技术，将产品抗氧化周期从1到2
个月延长至半年甚至一年，显著提升了产品质
量与稳定性。”孙锡庆说。
  在生产端，企业引入湿法超微粉碎、表面
活性剂辅助提取等先进技术，搭配大数据自动
化控制柔性生产线，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化与
精准化。
  如今，潍坊峡山区已构建起涵盖鲜姜加
工、储存物流、市场交易、联合研发的完整产
业链。未来，将持续发挥资源与技术优势，打
造生姜药食同源专业市场和药用姜干集散地，
小小生姜已从厨房配角走向养生C位。

潍坊：全球邀约，觅共赢商机
已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在潍坊累计投资4182家企业

  □王佳声 都镇强

  6月18日，潍坊向世界张开怀抱，150余位
跨国公司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一堂。风筝之
都的“朋友圈”早已延伸至92个国家，32家世界
500强企业在此落子布局，外资企业贡献全市
12.2%的进出口贸易额——— 潍坊的开放基因，

正以数据呈现。
  潍坊的吸引力，绝非仅靠地域之名。从“9+
3 +N”产业体系构建到两大国家级开放平
台——— 农业开放发展综试区与跨境电商综试
区的精准发力，潍坊以清晰的产业规划与特色
优势为国际资本锚定航向。
  埃及棉之花纺织公司目光锁定潍坊的原
料布与机械，英国贝扬德格拉斯公司则与潍坊
企业签下玻璃与铝合金型材的长期订单。埃及
老板的采购清单遇上潍坊的产业优势，英国经
理签下的每月一集装箱订单，正是潍坊“全球
邀约”最实在的回响。

  城市竞争的新赛道，早已不是优惠政策
的简单比拼，而在于是否拥有适配全球产
业需求的深厚根系与协同网络。潍坊以扎
实的工业基础、特色鲜明的开放平台，将自
身编织进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正如世界
风筝之都的寓意——— 真正的飞翔，需要将
线轴交予市场，让风筝在开放的气流中
攀升。
  潍坊此次的全球邀约，是一次城市与跨国
企业的双向奔赴。它让世界看到：当开放基因
遇到务实行动，共赢之机便如风筝御风而起，
直上青云。

开放风起，共赢鸢飞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由跨国企业正大集团在潍坊安丘投资建设的正大（潍坊）360万蛋鸡全产业链项目，是目前全球集成规模最大、配套最全，最具科技性、示范性的
安全生态全产业链蛋品项目。图为该项目食品车间内，生产线实现自动码垛。

潍坊完善防汛抗旱指挥体系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李 霞 报道
  本报潍坊讯 2025年汛期来临之际，潍坊市财
政坚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积极筹集资金8723万
元，支持做好防汛应急工作，保障全市汛期安全。
  筹集资金235.62万元，支持加强基层防汛预报
预警体系建设，推动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平台提质升
级、提高雨水情监测站点预报预警能力；筹集资金
696.84万元，保障防汛备料、潜水员培训、防汛信
息系统维护、防汛演练等支出，扎实做好各项防汛
准备，确保遇事快速反应、科学应对。聚焦薄弱环
节，筹集资金3506万元，用于全市小型水库除险加
固、市直三座水库维修养护建设，以及为全市497座
小型水库购买运行管护保险，确保各水库汛期运转
安全。多渠道争取资金4285万元，支持强化全市水土
保持、中小河流综合治理，并积极开展河湖保护、水
源地保护等项目，促进全市水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筹集8723万元

强化防汛应急保障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日，潍坊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
联合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潍坊海警局、潍坊海事
局等四部门开展第二季度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
  此次执法行动，四部门组织召开形势分析座谈
会，总结伏季休渔以来各部门工作开展情况，分析
研判伏休期间海上安全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工
作，并就进一步开展联合执法行动形成统一意见。
  本次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对潍坊港锚地、昌
邑市三疣梭子蟹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昌邑莱州交界海
域进行重点检查。“四海一家”联合执法机制各部门
共出动执法船艇4艘，执法人员58人，航程80海里，现
场演练联合抓扣非法捕捞渔船、涉渔“三无”快艇
以及海上打私等科目。

海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开展

  □记者 张 鹏 通讯员 隋梦迪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19日，2025年山东省国际禁毒
日暨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在潍坊
举办。
  本次活动以“预防滥用 健康青春”为主题，汇
聚监管部门、公安、医疗机构、药店以及社会团体等
多方力量，聚焦青少年群体，旨在传递“珍爱生命、拒
绝药物滥用”的坚定理念，切实提升青少年安全用药
素养，帮助他们筑牢安全用药的第一道防线。 
  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
点，也对药物滥用监测和监管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与挑战。各级药品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强化源头管
控，确保麻精药品需求合理、数量可控、流向可
查，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经营单位实施全覆
盖检查。医疗机构等药物滥用监测哨点加强监测报
告的敏感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深入开展科普宣
传。山东各级药监部门将继续坚持关口前移、预防
为主，织密药物滥用监测网络，强化监管执法力
度，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防护伞。

构筑青少年安全用药防线

  □ 本 报 记 者 张 鹏
    本报通讯员 张 磊 刘宁宁

  位于昌乐县首阳山旅游度假区的潍焦文化
书院，是一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书院，藏身于
青山碧水间，风光秀丽。6月14日上午10点，潍焦
文化书院已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道路两侧，
非遗手造、文创市集、亲子DIY体验区、非遗小
吃等展位依次排开，吸引众多居民参与体验。
  据首阳山旅游度假区宣传干事刘文龙介
绍，书院一楼的工业文化展览区，系统展示了昌
潍地区焦化、化工、棉纺织及精密电子工业发展

历程；二楼阅读区藏书5000余册，成为周边群众
身边的“文化充电站”。此外，书院还联动周边
桂水栖谷水上乐园、露营地、酒店、儿童无动力
乐园等，拓展文化研学旅游场域，形成“文化—
经济—社会效益”的良性循环。
  把手造巡展、书画展示、全民阅读和非遗教
学活动搬进文化书院，是昌乐县推进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的实践。昌乐县文联主席崔明军
告诉记者，昌乐将文化书院作为优质文化资源
下沉基层的重要载体和群众家门口的综合性文
化阵地来打造。秉持因地制宜原则，聚焦群众
多元需求，实施分类建设策略，在城市社区、乡

村社区、企业、文化场馆等不同领域量身定制。
目前，已建成“红暖西湖”“潍美昌明”“潍焦文化
书院”“鄌郚文化书院”等8个文化社区（书院）。
  昌乐中心城区的西湖文化社区，主打全生
命周期文化服务。沿着社区走廊前行，一个个
特色功能室映入眼帘：超然书房里，邻里读书会
讨论热烈；舞蹈室中，舞者身姿轻盈灵动；书画
室内，在社区大学老师指导下，一幅幅饱含国风
雅韵的作品在宣纸上徐徐呈现。
  西湖社区党委书记杜雅洁说，近年来，西湖
文化社区采取“承接+链接”“输血+造血”方式，
既主动承接上级文化资源、力量、政策，助力专

业优质文化服务下沉，同时积极探索“空间换服
务”方式，盘活周边人才、课程、文化资源，全面
链接老年大学、青年夜校、心理咨询、体育健身、
微就业培训等24类线下资源和线上频道。
  为保障资源直达基层，昌乐县还将书院作
为核心载体，聚焦多元需求，已联动21个部门

（单位）和80个社会组织，形成精准对接的需求
与供给清单。
  昌乐的每一座文化书院都深度融合了当地
特色资源，丰富的文化内涵使之成为文化特色
和资源优势的重要展示窗口。如今，一座座文
化社区（书院）正成为昌乐人身边的文化家园。

昌乐县推动文化社区（书院）建设

让优质资源“下沉"到群众身边

潍坊峡山区打造生姜产业链，构建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生姜，从厨房配角走向养生C位

关注潍坊峡山农品“五链”②②

  □ 本报记者 石如宽

  6月20日，潍坊市潍城区司法局在全区遴选
了20名优秀村（居）党组织书记担任特邀调解
员，在该局调解室内排班轮值坐岗。这是他们
新打造的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平台。“他们人
熟、地熟、情况熟，懂调处之道。”潍城区司法局
人民参与科科长李晓宁说。
  在潍城区南关街道西南关社区，三间承载
着集体记忆的老屋，在社区党支部书记、全国模
范人民调解员任光海的创意下焕发新生。它们
从旧厂房、老民居演变而来，最吸引人的是厅堂

中央那张古色古香的茶桌。“居民遇到烦心事，
把当事双方请进来，在熟悉的氛围里回溯邻里
情谊，一杯热茶递上，情绪就先顺了大半。”任
光海说。
  这间被居民誉为“暖心屋”的老屋茶舍，“请
进来”的不光是群众，更是邻里间坦诚沟通的意
愿。徐淑荣老人曾深受楼上邻居深夜钢琴声的
困扰，夜不能寐。茶舍内，一盏清茶，一番情理
交融的沟通，让邻里双方冰释前嫌。“这么快就
解决了，心里暖洋洋的！”徐淑荣感慨。这种变

“坐堂问诊”为“上门寻脉”、化“开会问话”为“围
桌恳谈”的模式，使西南关社区的矛调成功率高

达98%以上，实现了把群众“请进来”，把烦恼
“赶出去”。
  老屋茶舍的和煦春风，是潍城区人民调解
品牌集群枝繁叶茂的一缕芬芳。放眼全区，“老
朱主事”“江宏劝和”“月河大妈”“南街里”等十
多个特色调解室，形成了各具风格的“调解头雁
集群”。朱庆利、江宏、任光海等30余名品牌调
解员的名字，成为群众心中的“定盘星”。西关
警调委、曹家巷社区调委会更是荣膺“全国模范
人民调解委员会”称号。
  除了温情的“茶舍模式”，面向专业性更强
的纠纷，“调解超市”则展现出精准服务的锐度。

当潍城区陈某某高价购得病猫，商家反悔拒退，
冲突升级至报警与拨打12345热线时，专业调解
力量迅速介入。调解员理性锁定核心争议，引
导双方多轮沟通，最终各退一步，握手言和。该
区统筹组建了覆盖信访、婚姻家庭乃至宠物等8
个专业领域的70余人调解队伍，依托访调、诉
调、公调对接等灵活机制提供靶向服务，精准化
解此类专业矛盾数百起。
  如今，潍城区共有271个调解组织，1744名
调解员（含555名专职），织就了一张覆盖区、街、
村（社区）三级的解纷网络。今年以来，全区成
功调解矛盾纠纷超3000起，调解成功率96%。

潍城调解有新方，老屋茶叙解心结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张敬凯 报道
  本报高密讯 去年以来，高密市聚焦激励干部
敢为善为，坚持以实绩论英雄，创新推行领导干部

“敢为指数”评价，将“考人”与“考事”贯通融合，科学
评价干部、精准识别干部、大胆使用干部。
  该市出台《高密市领导干部敢为指数评价办法

（试行）》，区分镇街和市直部门、主要负责人和其他
干部两个层次，设置“实绩、负重、评价、争先”4个指
标指数，其中，“实绩指数”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点考核单位核心职责完成情况以及个
人履职尽责情况；“负重指数”结合单位工作职能以
及个人任务量、难易程度等情况，差异化赋分；“评价
指数”由领导评价和年度考核民主测评两部分内容
构成；“争先指数”激励引导干部积极向上争资金、争
项目、争荣誉。通过责任分解，将考核指标、专项重
点工作细化到人、具体到事，形成干部指数动态管理
台账，建立起精准的考核评价体系。

高密建立精准考核评价体系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邵光远 报道
  本报潍坊讯 6月21日晚，潍坊市第二届“和美
家园”乡村(社区)体育“四赛”启动仪式暨“崔字牌香
油杯”潍城区官路村“村BA”开幕式举行。当地16支
篮球队和2000余名观众共同开启一场充满乡土气息
的体育盛会。
  开幕式现场，激烈的篮球比赛与精彩的民俗表
演交相辉映。比赛间隙，舞龙、舞狮、锣鼓、秧歌、旱
船、扇子舞等传统民俗表演轮番登场，为赛事增添了
浓厚的文化氛围。潍城区官路村以赛事为契机，同
步打造“村BA”集市，汇集了潍坊特色美食、文创产
品以及家电展销等活动。
  据了解，潍坊市“和美家园”乡村（社区）体育“四
赛”活动包含篮球、足球、乒乓球、象棋四项群众喜闻
乐见的体育赛事，已经成为推动全民健身、助推乡村
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

潍坊“和美家园”乡村(社区)

体育“四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