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苏伶伟 刘飞强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日前，从烟台市民政部门
传来消息，今年6月起，烟台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信用+阳光”诚信慈善建设工作，全面推
广使用“慈善组织信用二维码”。此举是烟
台市民政局、市发改委通过构建诚实守信的
慈善生态，让每一份爱心都能在阳光下传
递，从而为有意愿、有能力参与公益慈善事
业的社会各界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环境。
  近年来，烟台市慈善组织数量呈连年增
长态势，2024 年新增慈善组织29 家，较上年
增长78%。截至目前，全市共有74 家慈善组
织，建立起涵盖内部治理、项目管理、财务
管理、社会评价等核心要素的慈善组织信用

评价指标体系。每年5月底前，烟台市民政部
门通过年报审查、实地调研、第三方评估等
多种方式，对慈善组织进行信用评级。等级
由高到低分为： A 级（诚实守信）、 B 级
（守信合格）、 C 级（一般失信）、 D 级
（严重失信），并及时更新、动态管理。这
份“信用画像”，成为衡量慈善组织诚信度
的重要标尺。
  根据信用评级结果，烟台市将对慈善组
织实施精准化的分级分类监管。A 级、 B 级
守信组织将享受更宽松的常态化监管环境；
而C 级、 D 级失信组织则被列为重点监管对
象，面临更严格的检查，并对违法违规者依
法惩处。本次“信用+阳光”诚信慈善建设工
作的最大亮点之一，是全面推广使用“慈善

组织信用二维码”，该二维码如同慈善组织
的“诚信名片”，集成了登记注册信息、法
定代表人、业务范围、相关资质等基础信
息，以及信用等级、行政处罚、表彰奖励等
信用信息。同时，鼓励慈善组织将项目执行
情况、募捐款物使用情况等核心业务信息也
纳入其中。公众只需轻松扫码，即可快速获
取该慈善组织的信用状况，实现“指尖上的
监督”，让慈善组织的运作真正“晾”在公
众身边、“晒”在阳光之下。
  据了解，烟台市各级民政部门将同步加
强对慈善组织从业人员的诚信教育培训，通
过专题培训、案例研讨等形式，提升专业素
养和守法意识。每年从本级守信组织中遴选
示范机构，围绕组织建设、项目运作、款物

管理等核心环节，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向社会展示诚信标杆的经验做法，发挥
示范引领作用。同时，建立信用修复机制，
为那些出现失信行为但已整改到位的组织提
供信用修复的机会，在每年11 月份集中受理
信用修复申请，经审核公示后可调整信用等
级，充分释放慈善组织的活力与潜力。
  “信用+阳光”诚信慈善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烟台市民政局、发改委等部门将加强
沟通协调，积极引入专家学者、第三方机构
等专业力量，共同推动慈善信用体系建设向
智能化、综合化、高效化、互动化转变，逐
步实现烟台慈善事业全域化诚信发展，让
“信用”成为慈善组织最闪亮的标签，让
“阳光”成为烟台慈善最温暖的底色。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赵雯雯 报道
  本报烟台讯 据烟台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
烟台市进出口总值为2094.9 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19.7%。其中，出口1161.6 亿元，增长8.4% ；进
口933.3 亿元，增长37.4%。
  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进出口大幅增长。前 5 个
月，烟台市一般贸易进出口 1 1 7 7 . 3 亿元，增长
30.4% ，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6.2% ，占比提升4.6 个
百分点。同期，加工贸易进出口 580.7 亿元，增长
39.7%。
  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超7成，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保持较快增速。前5个月，烟台市民营企业进出口
1569.3 亿元，增长22%，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74.9% ，
占比提升1.4 个百分点。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478亿元，增长21.8%。
  对东盟、欧盟、美国进出口保持增长。前 5 个
月，烟台市对东盟进出口263 亿元，增长19.1%。对
欧盟进出口238.1 亿元，增长67%。对美国进出口207
亿元，增长5.4%。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出口1176.2 亿元，增长15.4%。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
出口696.9 亿元，增长9.9%。
  机电产品、农产品出口稳定增长。前5个月，烟
台市出口机电产品630.4 亿元，增长19% ，占出口总
值的54.3%。出口农产品106亿元，增长10%。
  原油、机电产品、贵金属矿砂进口增势强劲。前
5个月，烟台市进口原油223.7 亿元，增长239.5%。进
口机电产品161.7 亿元，增长58.5%。进口贵金属矿砂
118.9 亿元，增长55.1%。进口农产品61 亿元，增长
1.2%。
  今年以来，烟台市外贸企业活力持续释放，稳住
外贸基本盘的同时，多元化出口市场格局逐步巩固，
外贸韧性不断增强。为服务烟台外贸更高质量发展，
烟台海关牵头烟台地区5海关推出20条措施，促进外
贸稳量提质。
  此外，烟台海关持续推进制度创新，推动实现保
税混金业务“制度全国首创、业务全国首单、试点全
国首试”，全国率先启动“两步申报”改革优化试
点，释放海关政策红利，推动口岸优势向外贸实绩转
化。今年前5个月，烟台市外贸进出口值占全省进出
口总值的14.7%，占比较去年同期提升1.5 个百分点。

  □ 本报记者 杨秀萍

  6 月 20 日，“2025 微博旅游之夜”盛典
在河南洛阳举行，在此次旅游盛会上，烟台
荣获2024 年度微博最具影响力国内游城市，
获奖的还有重庆、成都等国内热门旅游
城市。
  回看 2024 年烟台文旅，从年初热度攀
升，到“五一”、端午火热，再到暑期、国
庆火爆，呈现出井喷式增长的发展曲线，全
年接待游客、旅游收入两项综合指标实现两
位数增长。
  从制造业强市到最具影响力国内游城
市，烟台火爆“出圈”并成为顶流，绝非偶
然，而是得益于持续的文旅创新、长期规划
和可持续发展，以及高位谋划、顶格推进的
坚实支撑。

持续创新为文旅发展

注入新动能
  “欢迎抵达未来母港，请跟随凤凰船长
解锁秘密关卡，一起重返地球。”近日，在
位于烟台海阳的东方航天港指控中心，来自
河南的游客张硕正驾驶AR 火星车驰骋火星
表面，一路经过火星冰河、水手谷和地下溶
洞，直呼大开眼界。
  航天旅游是近年来烟台兴起的新业态，
该市以近海火箭发射活动为支点，串起观
礼、研学、观光等资源，培育了“航天+文
旅”跨界新业态。
  眼下，以航天旅游为代表的工业旅游，
正以“多链协同、多业融合、多元场景”的
创新模式成为烟台文旅的新亮点。其中，张
裕酒文化博物馆应用3D 裸眼折屏、环幕影
片等新技术进行数字化升级改造，游客在此
不仅能品味百年佳酿，还能沉浸式体验葡萄
酒的酿造工艺。 
  烟台敢于打破陈规，改变文旅套路，走
出发展新路。去年5月，华晨宇在烟台海边
举办的“日出演唱会”，不仅创新了演唱会
的形式，还与地方文旅形成了双向奔赴。今
年以来，烟台的演艺市场延续了2024 年的火
爆态势，刘若英、张韶涵演唱会相继举办，
邓紫棋演唱会、郭德纲相声专场等热门演艺
活动即将亮相。

  烟台1071 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既是自然
禀赋，更是经济动脉。去年以来，一场都市
范与烟火气相融合的滨海焕新行动，让这条
“蓝线”焕发出旺盛的消费活力，一批高颜
值、高人气打卡新地标、消费新场景让游客
耳目一新。
  海上也很有看点，“五一”前投入运营
的国内首艘糖果主题游船“糖糖喵”，融合
糖果、航海等元素，游客在游览的同时，还
可以参与糖果DIY、航海闯关等互动活动。

更大精力财力用在

文旅可持续发展上
  从千里海岸的业态焕新到工业与航天的
跨界融合，从万人空巷的演艺盛宴到国际市
场的精准开拓，烟台以“海洋为基、创新为
魂、项目为锚、消费为王”的生动实践，不
断探索文旅高质量发展的“烟台路径”。
  “文化旅游是一项长期发展的事业，我
们应注重长期规划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深入
挖掘文化内涵、提升服务质量等方式，逐步
建立起具有竞争力的旅游品牌。同时，要注
重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遗产，实现旅游业的
可持续发展。”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
  眼下，在芝罘区东北部海域，承载着仙境

梦想的崆峒胜境正稳步成型，逐步将古老传
说中的“海上仙山”具象化。据介绍，作为烟台
中心城区文化旅游产业的引领性项目，崆峒
胜境文旅项目建设用地约为561 亩，建设周期
5 年，项目以仙幻建筑集群和景观视效为基
础，打造一站式高端旅游目的地。
  大项目是文旅核心吸引力构建的重要维
度。烟台市坚持链式思维，聚焦短板弱项，立
足在建、建成、签约、招商四类产业项目，不断
为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我们正以‘蓝色岛屿+绿色田园’的生态
动能，开辟仙境海岸上的生态旅游新赛道。”
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祝潜介绍，依托“两
山”理念的实践基础，烟台正以生态为笔，书
写“仙境”新场景赋能世界级文化旅游名城建
设的“烟台叙事”。

产业链垂直生态体系

加速形成
  亚洲唯一的“国际葡萄·葡萄酒城”、
“八仙传说”的缘起之地……烟台这座城
市，集诸多顶流头衔于一身，独特而丰富的
文旅资源，给予这里持续推动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底气。
  如何用好资源禀赋，打造特色品牌？如
何激活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动能？烟台历届

市委市政府一直在探索。
  “挖掘文旅消费潜力，统筹串联全市文
旅资源，集中打造‘仙境海岸游’城市核心
文旅品牌。”“打造滨海文化旅游产业带，
让滨海一线成为市民会客厅、游客打卡
地。”…… 2025 年烟台市政府工作报告就多
次提到了文化、旅游、文旅，为进一步推动
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明确了方向、指明了路
径。烟台市还将文旅产业链列为全市16条产
业链之一，出台实施《加快文旅融合突破发
展三年行动方案》，高位谋划、顶格推进文
旅产业做大做强。
  顶格部署、顶格推进，让烟台文旅产业
发展动能更强劲。今年3月，烟台市政府新
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2025 年，该市将
以建设世界级文化旅游名城为总目标，力争
全年接待游客突破1 亿人次，旅游收入突破
1200亿元。
  历届烟台市委市政府的高位谋划、凝心
聚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链垂直生态体系加
速形成。该市深入实施“文旅+、+文旅”融
合战略，海洋旅游方面，编制完成《烟台市
海洋旅游发展规划》，长岛5A 级景区创建
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景观质量评审。工业旅游
方面，编制完成《烟台市工业旅游发展规
划》，张裕博物馆晋级国家一级馆，环山路
百年工业遗产走廊打造初见成效。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赵竹宇 报道
  本报烟台讯 “废枝条换有机肥，一举
两得！”近日，烟台黄渤海新区古现街道果
农王大叔拉着一车果树枝条来到烟台华伊绿
能科技有限公司绿色转化工厂，换取到了优
质的有机肥。
  “以前，大量的果树枝条都是被随意丢
在路边或者焚烧，既污染环境，还有安全隐
患，现在这些废弃物有了好去处。”王大叔
对这一模式赞不绝口。
  通过“农户收集—企业转化—以废换
肥”，实现农林废弃物的生态循环，这就是

烟台华伊绿能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农林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新模式。果农们利用废弃的果
树枝条换取优质有机肥料，通过施肥改善土
壤质量，提高水果的质量，带来更多收益，
真正做到了取之于农、用之于农。
  烟台华伊绿能科技有限公司位于黄渤海
新区，是一家专注于农林生物质绿色转化技
术研发、装备制造、集生物质资源综合利用
产业投资与运营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公司通
过农林生物质绿色转化技术为乡村生态治理
与绿色农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我国农林生物质资源非常丰富，但绿

色转化率较低，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农林生
物质废弃物。我们通过自主研发的工艺技术
装备将废弃物绿色转化为碳基功能材料、炭
基肥、纯植物源生物有机肥等产品，实现农
林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公司负责人方基垒
介绍。
  据了解，华伊农林生物质绿色转化技术
装备（BioGTU ）已入选“2024 年烟台市绿
色低碳节能技术装备推广目录”，山东省科
学技术成果认定为国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
际上生物质高值化领域集成装备的技术空
白，推动农林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装备实现
“工业化、环保型”转型升级。

  每到果树修剪季，农林剪枝收集转运车
就派上了用场。华伊绿能技术团队针对枝条
含水量高、体积蓬松等特点，采用农林剪枝
收集转运车将剪枝就地破碎减容并直接封闭
转运至工厂进行资源化利用，转化为生物质
燃料、纯植物源有机肥基质等绿色产品，实
现了“破碎—装载—转运”全流程机械化作
业，较传统模式效率提升4倍。
  “目前，公司的技术装备及经营模式在
国内均处于领先地位。单个模块化标准工厂
每年可处置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总量约2万吨，
可实现二氧化碳减排量2.6 万吨，兼具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方基垒说。

烟台市全面推广使用“慈善组织信用二维码”，实现“指尖上的监督”

74家慈善组织贴上“诚信名片”

每年可处置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总量约2万吨，农林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有新招———

废弃果树枝换来有机肥

最具影响力国内游城市，何以烟台？
前5个月外贸进出口
同比增长19.7%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本报烟台讯 6 月20 日，烟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
举行发布会，介绍全市防汛备汛工作。记者从发布会
上了解到，烟台市水库数量众多，现有在册水库1061
座，是烟台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烟台水利
部门持续加强水库工程运行管理，抓实各项防汛度汛
措施。
  今年汛前，烟台全面落实29 座大中型水库大坝
安全责任人，落实 1032 座小型水库防汛行政、技
术、巡查“三个责任人”2385 人，开展防汛“三个
责任人”线上线下培训共6239 人次，实现责任人培
训全覆盖。按照“汛期不过，排查不止”的原则，汛
前开展两轮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隐患排查检查，发现
整治问题隐患235处。
  烟台开展了水库清障整治专项行动，清理整治水
库溢洪道拦鱼网（桩）等碍洪问题163 处，消除水库
泄洪隐患；实施水库管理“微改精提”提升工程，推
进小型水库管理房规范建设攻坚行动，提高精细化管
理水平；创新实施609 座小型水库“安澜保”项目，
探索引入保险机制开展水库汛期水毁修复和年度维护
等风险减量任务，进一步提升水库安全管理水平。今
年以来，开展了水库防洪库容安全管理专项行动和水
库库容侵占情况摸排，发现并整改17 处侵占库容问
题，为水库度汛腾出“安全”库容。

烟台抓实1061 座水库
防汛度汛

  □记者 从春龙 通讯员 郭晓艺 报道
  本报烟台讯 为进一步优化航空运输网络布局，
满足广大旅客暑期多样化出行需求，烟台机场将于7
月初开通烟台至吕梁、忻州（五台山）、榆林三条暑
期包机航线，为胶东地区与西北地区架起高效便捷的
空中通道。
  三条航线均由天津航空执飞，其中烟台至吕梁每
周一、三、五、七执飞，15 ：30 从烟台起飞，16 ：
50 抵达吕梁；烟台至忻州（五台山）每周一、三、
五、七执飞，9 ：35 从烟台起飞，11 ： 25 抵达忻州
（五台山）；烟台至榆林每周二、四、六执飞，
13：05从烟台起飞，15：20抵达榆阳。
  这三条包机航线的开通，是烟台机场与天津航空
深化合作、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一方面，
将山东与山西和陕西三地紧密地联系起来，不仅能够
让更多游客领略到三地的美景和文化，更为各地间经
贸往来、文化交流搭建了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包机
航线，能够为烟台及周边市民出行及周边旅游开发提
供运力支持，更好地宣传和推广烟台的旅游资源，为
区域经济文化交流与旅游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烟台机场将开通三条

暑期包机航线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戴培鑫 报道
  本报烟台讯 烟台市财政局将机关内部会议室和
统一租赁会议场所35 个，成功纳入首批市直机关共
享共用会议培训场所名录，6月份正式面向市直党政
机关开放启用。
  烟台市财政局按照《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以及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积极创建市
直机关会议培训场所共享共用机制，部门单位可按照
《烟台市市级行政事业单位会议培训场所共享共用暂
行办法》有关要求，按规定程序和纪律要求申请使用
会议场所。
  共享共用机制的创建，不仅解决了机关会议活动
的巨大需求，盘活利用了存量资产，又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了公务活动开支，为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
子”、建立节约型政府提供了路径。

烟台35个共享共用
会议室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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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推出“观海楼”栏目，该栏目聚焦

烟台本地发展，涵盖经济转型、产业

创新、民生服务等议题，通过实地调

研与数据分析等，深度解读政策、发

现挖掘典型。同时，坚持多元传播，

与“大众”新媒体大平台联动，积极

推介烟台好经验、好做法，不断扩大

传播覆盖面。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杨茜 报道
  持续4天的“闹海•拳击狂欢季”于6月22日晚圆满落幕。4 天时间里，40名职业拳手与18位来自各行各业的白领挑战者齐聚烟台莱山黄海
游乐城，在红蓝交织的拳击台上展开力量与勇气的双重较量。
  据统计，“闹海•拳击狂欢季”期间共接待游客50000 人次，购票观赛人数超6000 人，初步统计外地参与人群占比超40%，现场观众席有多支来
自青岛、北京、上海等地的拳迷啦啦队，充分展现了活动的吸引力和市民的高参与度。活动还带动城市间交通、本地酒店住宿、餐饮、娱乐等业态
营业收入逾千万元，有力拉动了莱山区文旅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