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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刘智峰 报道
  近日，东营市东营区科普志愿服务队
在文汇街道东营煜龙托育中心开展“探秘
机器狗，点亮科技梦”主题科普宣讲活
动，让孩子们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激发
创新创造意识，培养科学探索精神。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仕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亚通石化有限公司安
环部手续主管张光远来到东营港政务服务中心，为公
司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让他没想到的是，原本
预计需要跑多个部门、耗时半个月的审批流程，如今
通过“智慧微厅”程序，导办、材料检查、填表、审
批等环节全部网上办理，实现“一看就能懂、一点就
能办”。
  近年来，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构建企服管家厅，精
心打造贴心“驿站”，精准匹配企业政策需求，针对
企业在开办、准营、投资、退出审批各环节遭遇的难
点堵点，量体裁衣打造“一对一”专属解决方案，护
航企业成长。同时，整合“帮办专厅”，提供咨询引
导、材料辅导、申报办理等全方位服务，项目管家帮
代办围绕服务建设项目投资审批全过程，从立项到竣
工验收各环节，制作专属流程图，“一对一”精准帮
扶，解决了企业难题。

  □记者 杨珂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6 月 27 日，位于东营市河口
区的新视界光电（东营）有限公司1 . 8 万平方米
电视机生产车间内，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
工人们正将零部件组装成液晶电视。该产品融
入最新智能技术，海内外订单稳步增长。
  据了解，该公司所在的河口经济开发区
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园是东营首家电子信息产
业园区，如今已成功落户年产100万台液晶电
视、新型智能数字文旅游乐产品及车载大尺
寸触摸屏盖板生产三大项目。园区以电子制
造为核心，布局电子材料、元器件等全产业
链条，对4 . 6 万平方米老旧厂房进行改造，依
托项目方技术及园区服务优势，实现存量资
源优化与招商突破。
  “通过资源整合、产业链协作，企业发
展动力足，还能带动更多上下游伙伴扎根园
区，把产业蛋糕做大做强。”新视界光电
（东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罗永明说。

  链式集群是提升产业能级的关键抓手，
东营市创新招商方式，立足重点产业，精准
强链延链补链，不断塑强产业竞争新优势，
以高质量招商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前
四个月，全市新签约正式合同项目108个，签
约金额541 . 92 亿元。
  改革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东营市用
好改革创新“关键一招”，聚焦实施黄河重大国
家战略，加快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样板
区、全国盐碱地综合利用示范区、现代能源经
济示范区、共同富裕先行区“四区”建设，加力
推动各项工作争一流、走在前。
  聚焦实施黄河重大国家战略，东营市高
标准推进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术创新中心
（简称“盐碱地国创中心”）建设和国家盐
碱地综合利用试点工作，今年将完成盐碱地
国创中心总部基地建设，提质改造盐碱耕地
14 . 6 万亩，新增耕地3 . 5 万亩，打造全国领先
的盐碱地综合利用和种业创新高地。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们充分发
挥盐碱地国创中心引领作用，聚力攻关新技
术，今年将新培育耐盐碱农作物新品种
（系）30 个以上，面向全国推广耐盐碱作物
新品种累计突破3000 万亩。”盐碱地国创中
心首席专家李玉义介绍。
  渤海之上，距离垦利农高区海岸8 公里
处，一片巨大的“蓝色能源田”在阳光下熠
熠生辉。一排排光伏板在蓝色海洋上延伸，
光伏板下贝类悠然生长，全球首个并网、规
模最大的开放式海上光伏项目——— 国家能源
集团国华投资山东垦利100万千瓦海上光伏项
目，正将阳光转化为清洁电力与生态财富，
晒出绿色“新答卷”。
  近年来，东营市抢抓能源转型改革的重大
机遇，一体推进风光储氢地热等可再生能源高
质量发展，加快推进石化产业转型升级，培育
壮大高端石油装备、风电装备、锂电池等新兴
产业，打造全国现代能源基地、绿色储都。

  追风逐日，“风光”无限。渤中海上风电基
地、国华海上光伏、宁德时代零碳产业园、海上
风电装备产业园等重大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今
年，东营市可再生能源装机、新型储能规模将
分别达到1000万千瓦、160 万千瓦。
  改革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促进
高质量发展。东营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
扩绿增长，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塑强，经济发
展质量更高、活力更强，高水平现代化强市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据统计，一季度全市生产总值增长
6 . 1% ，高于全省0 . 1 个百分点。 1— 5 月份，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 . 5%，高于全省
7 . 2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3位。同时，全市石化、
新材料、海洋经济等重点产业链条优化升级，
东营临港高端化工产业集群入选省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东营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产业集聚区
入选第一批省级现代海洋特色产业集聚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陈明慧 李晓琳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感谢评委会，感谢组委
会，能把这个沉甸甸的大奖授予我，这份荣
誉属于大家……”在日前举办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上，东营籍导演王通手捧金爵奖杯，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
  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竞争空前激
烈。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
五大单元共收到来自全球119个国家和地区的
3900 余部影片报名，创下历史新高。最终，来自
28个国家和地区的49部作品角逐入围。
  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王通的首部长片作
品《长夜将尽》一路“过关斩将”，从入围主竞赛
单元到最终摘得金爵奖评委会大奖，以过硬的
实力“破圈”而出。影片聚焦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的保姆犯罪悬疑题材，巧妙融合现实主义关怀
与类型片元素，以独特的视角切入备受关注的
社会痛点。故事围绕意图不轨的保姆叶晓霖

（万茜饰）展开，她伪装身份潜入老人家中，却
在与饲养员马德勇（饶晓志饰）相遇后，生活平
衡被打破。警察周平（屈楚萧饰）在追查案件过

程中与两人“遭遇”，三人的命运轨迹就此紧紧
交织。影片通过对生命尊严、家庭关系、死亡教
育等议题的深刻探讨，唤起观众对老龄化社会
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该片于6月18 日在电影节
期间全球首映。
  一场关于死亡的探讨，一次穿越长夜的
求索。当生命步入长夜，将以何种姿态抵达
尽头？这是王通对内心世界的叩问，也是他
面向世界的表达。王通无疑是幸运的，他在
年少时就清晰地接收到了来自电影的召唤，
并执着追随至今。
  王通出生在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小高
家村，小学时随父母搬到镇驻地。家附近一
所技术学校门口的小卖部，成了他电影梦的
启蒙地。那里经常播放各类电影录像带，年
幼的他或许懵懂，但那些模糊的影像却如同
种子，深深埋入心底。
  中学时代，拥有电脑的他一头扎进网络
电影世界。与沉迷游戏的同龄人不同，下载
速度缓慢也无法阻挡他一部接一部地观看电
影。电影成了他最好的伙伴，也塑造了他最
坚定的志向。

  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后来，王通考入
中国传媒大学导演系，继而攻读电影创作专
业研究生，接受了系统专业的训练，正式踏
上创作之路。
  他的创作灵感，深深植根于童年记忆。
由于父母忙碌，王通的假期时光多由祖辈陪
伴，这让他与老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
结。然而，成长也意味着目睹亲人的老去，
这种“流逝感”带来的不舍与无力，促使他
很早就开始思考“养老”、“老龄化”、
“死亡”与“分离”等沉重命题。电影，成
为他探索这些生命议题、寻求答案并表达自
我的载体。
  “特别感谢家人对我的关心和支持，我
热爱我的家乡，热爱我的家人，希望未来有
机会能回到家乡拍戏。”获奖时刻，王通不
忘表达对故土和亲人的深情。
  站上金爵奖的领奖台，王通用时十年。
  2015 年，他的研究生毕业短片《吉日安
葬》在釜山国际电影节、 FIRST 青年电影展
等十余个国内外影展入围，赢得业界初步认
可，为他叩开了电影长片创作的大门。也正

是在那时，《长夜将尽》的故事开始在他心
中萌芽。如同片名所喻示的“长夜”，他的
创作之路漫长而艰辛。
  2016 年，王通入选FIRST 训练营韩国导
演罗泓轸工作坊并拍摄短片《无人知晓》；
2017 年又拍摄短片《我有一支枪》……与此
同时，他潜心投入《长夜将尽》的剧本创
作，反复打磨。 2020 年，该项目入选中国电
影导演协会“青葱计划”年度五强，获得国
家电影局百万扶持金。
  同样在2020 年，王通成功邀请到演员万
茜担纲主演。万茜对剧本的喜爱让她不仅欣
然加盟，更牵线邀请饶晓志担任监制并共同
主演，影片的核心创作团队就此成型。团队
确立后，王通继续对剧本精雕细琢，并进行
了大量前期筹备。历经两年多的准备，影片
才正式开机，后又经过两年多的拍摄与后期
制作，最终完成。
  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王通与他的长片处
女作《长夜将尽》迎来了属于他们的高光时
刻。王通感慨道：“我们付出了 120% 的努
力，这份荣誉我们值得。”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侯丽雅 王长贝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以前带孩子去趟像样的书
店，开车得半小时！现在好了，书院就在咱社区
里，出家门走几步，就能泡在书堆里，那感觉跟
大图书馆一样棒！”近日，说起家门口的“阅伴
新华·崇文文化书院”，东营市河口区六合街道
崇文社区居民曹务美赞不绝口。这个让居民点
赞的书院，正是河口区联手新华书店，以“文化
社区”“文化书院”建设为抓手，精心打造的公
共文化服务新阵地。
  为了让文化服务真正走进百姓生活，打
通“最后一公里”，河口区想了个新法
子——— 实施“阅伴新华”文化惠民工程。他
们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嵌入”了
“阅伴新华”书院，里面摆满了党建理论、
文学经典、少儿科普等各类好书，供居民免

费借阅。如今，全区已建起 5 座这样的书
院，织就了一张“ 15 分钟文化生活圈”网
络，让书香触手可及。
  “在这儿不光能看书读报，孙子放学后
也有了着落，写作业、做手工，都有人管。
这小日子，真是越过越有滋味。”河口街道
河盛社区居民曹芝秀乐呵呵地说。
  有了“阅伴新华”书院这个全民阅读的
根基，河口区琢磨着如何让文化资源“活”
起来、服务“火”下去。他们创新升级了
“文化社区合伙人”机制，政府搭台，群众
唱戏，把辖区里的企业、社会组织、能人巧

匠都聚拢来当“合伙人”。
  该区通过发问卷、网格员上门唠嗑等，
精准摸清大家的需求。于是，“四点半课
堂”帮家长解决了孩子放学后的难题，“青
年夜校”给上班族充电，“老年大学”让银
发生活更精彩……读书分享会、非遗手作体
验、科普实验课堂这些互动活动更是成了家
常便饭，形成了一个从“问需于民”到“项
目落地”再到“看效果”的完整服务链条，
文化服务真正从“政府上菜”变成了“百姓
点单”。截至目前，全区各种特色文化活动
已举办 3000 多场次，累计惠及群众 8 . 6 万

人次。
  今年，河口区更是全域发力，重点打造
河盛、河阳、崇文、御园、河安这五个样板
文化社区和书院，让优质文化资源直抵居民
家门口。河口区还将尝试“文化书院+”的新
玩法：“+新华书店”引入更多新书好书，
“+智慧电视平台”让服务“线上”也能享，
“+市场化运行”让项目更可持续。目标就一
个，通过不断升级的社区书院，构建一个覆
盖老中青幼、遍布全区的“全龄全域文化服
务圈”，真正点亮居民“家门口”的文化新
生活。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张鹏涛 报道
  本报广饶讯 盛夏时节，广饶县陈官镇和
盛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内，近40 亩“贝贝南
瓜”迎来丰收采摘季。一个个瓜皮墨绿、肉厚结
实的迷你南瓜，躲藏在藤蔓与绿叶间，长势喜
人。工人们穿梭其中，动作娴熟地将成熟南瓜
摘下、装袋，随后发往全国各地。
  “可别小瞧这些南瓜！虽然个头比传统南
瓜小，但皮薄肉厚，口感软糯香甜，而且富含多
种微量元素，营养价值极高。”合作社负责人董
上海捧着一个贝贝南瓜，满脸自豪地介绍，由
于品质出众，市场价格也比普通南瓜高出不
少。因为今年气候适宜，管理得当，每季亩产量
达到4500 斤，按照当前2元/斤的收购价计算，
每亩收益近万元。
  这份丰收的喜悦来之不易。陈官镇和盛园

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地处广饶县北部，长期以
来，受土壤盐碱问题制约，传统粮食作物种植
产量低、收益少。为此，该合作社积极探索，引
进优良耐盐碱特色种植品种贝贝南瓜，运用科
学种植技术，逐步改善土地状况，成功闯出一
条在盐碱地上发展蔬菜大棚的新路子。
  “2019 年，我们合作社尝试在盐碱地种植
贝贝南瓜，取得成功。目前，建有6个贝贝南瓜
低温拱棚，一年可收获两季，年产量近 40 万
斤。”董上海说，合作社还注册了商标，种植的
贝贝南瓜也被认定为绿色食品，深受消费者

喜爱。
  和盛园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功，只是
广饶县盐碱地综合利用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广饶县充分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大力推
进盐碱地改造治理，依托盐碱耕地综合利用试
点项目，分区分类推进盐碱耕地治理改良，梯
次开展盐碱地等耕地后备资源开发，稳步拓展
农业生产空间，探索出“盐碱地+特色农业种
植”新路径，将“以种适地”与“以地适种”相结
合，全面推广“生态化、标准化、产业化”种植模
式，让昔日盐碱地华丽变身为粮仓、果园和菜

园，为乡村振兴注入澎湃动力。
  “我们致力于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有效
举措，积极研究改土、改种、改水新技术、新模
式，鼓励农民在盐碱地上发展特色果蔬大棚，
规模化种植火龙果、蓝莓、贝贝南瓜等特色产
业。目前，已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经营主体150余家。”广饶县农业综合服务
中心副主任徐伟介绍。与此同时，广饶县推进
农业与文旅、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培育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农业多环节增值、农民多
渠道增收，推动盐碱地农业发展提质增效。

东营用好改革创新“关键一招”，推动各项工作争一流、走在前

高水平现代化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文化+”让居民家门口乐享书香

《长夜将尽》闪耀上影节，东营籍导演王通十年磨一剑

从黄河口小镇走上金爵奖台

盐碱地上结出“金疙瘩”

点亮科技梦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进一步擦亮党员先锋底色，凝聚
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近日，东
营举办“初心大讲堂”暨“红色涌动·青春助力”党
员先锋故事汇宣讲活动。
  活动通过8堂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形式新颖的
党课，生动展现了全市机关党员在重点项目、民生改
善、乡村振兴等前沿一线的先锋风采。其中，情景式
党课《一心向党》奏响了医者仁心与党员初心的交响
华章；访谈式党课《项目背后的故事》呈现了垦利区
盐碱地综合改造利用项目和宁德时代零碳产业园项目
落地背后党员干部挺膺担当的实干历程；宣讲式党课
《守初心踔厉奋进 践忠诚不负韶华》彰显了检察战
线铁案铸忠诚的党员风采。宣讲活动有力地激励了广
大党员创新实干、事争一流，在高水平现代化强市建
设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红色涌动·青春助力”

党员先锋故事汇举办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李晶晶 付希红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在涉案人员众多的复杂案件中，智
能分析发现漏捕漏诉人员，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涉嫌
犯罪的人；在农民工讨薪案中，通过住房公积金、社
保数据比对，帮他们追回“血汗钱”；在公益诉讼案
件中，用卫星遥感技术固定证据，还黄河三角洲一片
碧水蓝天……在东营市检察院大数据中心，数字检察
正让公平正义更好更快实现。
  近年来，东营市检察机关不断探索创新数字检察
工作，从挖掘法律监督线索出发，梳理同类案件的逻
辑规则和特征要素，以“建模型”的方式，搭建检察
监督大数据平台，先后研发200 余个监督模型，发现
监督线索1 . 6 万余条，成案办理1872 件，监督领域较
传统模式拓宽了40%，实现了从个案监督到类案治理
的转变，所办案件入选最高检典型案例，进一步推动
了检察监督提质增效。

数字检察

推动监督提质增效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蒋国玉 孙若琦 报道
  本报广饶讯 智能分拣、无人送货、 24 小时便
民驿站、亮灯取件……这些关键词，为广饶县构建起
了一套精准、高效、快捷的现代寄递物流共配体系，
为消费者带来“分钟级”的快递服务体验，跑出了行
业瞩目的“加速度”。
  近日，广饶县第十期中青年干部素质能力提升培
训班来到广饶县县级快递集中配送中心，直观感受现
代智慧物流如何提升区域电商服务能力和商品流通效
率。“有了大数据的帮助，快递分拣时间大大缩短，
分拣效率提高了14倍，每小时分拣量可达5万单，同
时快递分拣的精准率也由行业平均的 85% 提高到
99 . 9%。”广饶县县级快递集中配送中心商务部主任
盖领秀介绍。
  目前，该中心已全面承接圆通、申通、极兔等
11 家快递公司从潍坊、青岛、济南等省内区域分拨
中心配送而来的快递，由“多仓多线”变为“统仓共
配”，实现统一仓储、统一分拣、统一配送的“三统
一”经营模式，运营成本降低30%以上。

科技赋能智慧快递

跑出“加速度”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刘会慧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保障辖区油气管道安全运行，河
口区油地融合发展服务中心聚焦责任落实、风险防
控、隐患治理等关键环节，以“零事故”为目标织密
安全防护网，全力推动油气管道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
续稳定。
  针对辖区 12 家管道企业及 9 条总长约 206 公里
的石油长输管道，中心将重大隐患排查、高处坠落
预防、外包作业规范等专项行动纳入常态化监管，
以“任务清单+进度跟踪”模式确保安全生产举措
落地见效。同时，中心聘请安全专家开展“拉网
式”检查 16 家次，排查问题 60 余处，下发责令整
改通知书 12 份，拧紧“安全阀”，推动油气管道
安全管理再升级，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
根基。

筑牢安全防线

护航油区发展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

“智慧微厅”实现全程网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