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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我们的控制室面向火灾、爆炸危
险性装置一侧，不满足国家标准距离
要求，已经停业整顿。我们急需新建
一个控制室，需要办理什么手续？”4月
23 日一早，莘县化工园区企业鲁源化
工有限公司负责人王风磊给赵洪强打
电话，言语中透露着焦急。

“别着急，我们马上到！”赵洪强是
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古云化工园区分
局负责人。5分钟后，赵洪强和同事赶

到现场。了解情况后，赵洪强理解了
王风磊为何着急：停业整顿导致企业
每天损失4万元利润，同时上游的氢气
供应方只能将氢气外排，也会造成每
天约6万元的损失。这种情况下，企业
需要尽快开工。

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
赵洪强和同事立即对相关内容进行调
查。经查，企业原有设计不满足现行
设计规范，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需新
建一处约160 平方米的控制室。按照
相关要求，建设控制室需要办理建设

工程规划调整业务。赵洪强立即指导
企业联系有资质的设计院，由设计院
先出具电子版图纸，再根据现场查看
的控制室位置调整情况，结合设计方
案中的问题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为
加快进度，赵洪强和同事还于次日组
织设计方案联合审查，前后为企业节
省了7个工作日。

“非常感谢审批服务人员，这下我
们可以尽快复工了。”王风磊拿到设计
方案后说。

莘县化工产业园坐落于莘县古云

镇，距离县城60公里，承载了全县80%
的化工企业，贡献了90%以上的行业产
值，是莘县“一核三级多带”中的重要
一级。为了给企业和群众提供更好的
服务，莘县精心打造“莘城·莘情——
一次办成”服务品牌，在化工产业园设
立审批局分局。该分局实施“上门服
务 联合会客”的高效惠企机制，主动
上门，靠前服务，今年一季度多次到园
区36家企业进行登门走访，积极为企
业解难题、破瓶颈，助力企业持续健康
发展。

企业“吹哨”，审批人员5分钟赶到

本报讯 （记者 曹天伟） 面对疫
情防控和宏观经济形势给企业带来的
不利影响，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坚持把
服务挺在前面，从个性问题到融资、审
批等共性需求，为企业提供全方位、

“店小二”式服务，全力帮助企业渡过
难关。

位于高新区的聊城市泓润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想要贷款扩大产能，但贷
款授信额度偏低，不能满足发展需
要。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高新区金
融发展服务部组织企业和银行对接，
最终银行同意将企业贷款授信额度上
调到800万元，并在当月放款，解决了
企业的燃眉之急。针对疫情防控形势
下企业对资金的迫切需求，今年3月，
我市制定出台《关于金融赋能“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专项行动的指导意见》，
提出20条针对性强的务实举措，特别
是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精准滴灌作
用、专项再贴现政策的牵引带动作用，

有效引导银行加大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的信贷倾斜力度。同时，以供应
链票据为切入点，开展标准化票据融
资业务，充分用好企业应急转贷引导
基金，有效缓解“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资金周转难题。

在加强政策面扶持的同时，我市
各级各有关部门加大对企业的“个性
化”服务力度，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企业
所需所盼，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开发区加大行业帮包力度，通过实地
走访“问诊”帮扶，及时梳理企业经营
难题，全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安全畅
通。受疫情影响，今年3月，聊城希杰
食品有限公司遇到用工困难。开发区
生物食品医药产业园区工作人员在调
研中了解相关情况后，迅速联系2家人
力资源服务公司和企业对接，陆续为
企业招聘了40多名员工，保障了企业
稳定生产。

聊城“店小二”式服务助企解困

本报讯 （记者 林金彦） 记者日
前从聊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
一季度，全市新增市场主体 2.6 万户，
同比增长11.25%。市场主体的增长得
益于我市多措并举打造的良好营商环
境。

我市持续升级企业开办“4012”品
牌，提高企业开办效率。丰富“40”服
务内涵，延伸“1”个环节服务链条，变

“20 分钟”内开办为常态；持续推进企
业开办要素电子化广泛应用；深化就
近可办，拓宽异地通办，打造“1+N”套
餐和“一中心、多支点”服务模式，织密
10 分钟惠企服务网，构建高效便捷的
市场准入机制。

依托省级技术支撑，推动电子证
照跨行业、跨领域、跨层级应用，实现

“零跑腿”“刷脸”“空手”办事常态化；
推广企业身份码，实现涉企证照、印
章、档案、监管、信用、惠企政策等信息
的归集共享、联展联用，打造“一码通
行、码上服务”品牌。推行集中登记，

破除区域层级分割，创新推动不涉及
许可的大型企业分支机构、连锁门店
营业执照设立、变更、注销等商事登记
集中办理、全城通办，降低市场主体制
度性交易成本。

落实歇业帮扶，助企纾困。根据
规定，允许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
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造成经
营困难的市场主体适度“休眠”，建立
歇业帮扶制度。创新推动相关部门提
供差异化监管、金融支持、减税降费、
房租减免等政策支持，降低市场主体
维持成本，助企“苏醒”。截至目前，全
市10余户市场主体办理歇业。

此外，我市还不断健全市场主体
退出机制。深化简易注销试点改革，
优化普通注销集成办理，推广代位注
销模式，完善府院联动制度，推进企业
除名试点，探索强制出清机制，实现吊
销市场主体全程网办、“零成本”退
市。一季度，全市简易注销市场主体
5235户，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一季度我市新增市场主体2.6万户

■ 沈欣欣

“我感觉这种提醒方式很好，既
有公信力也有观赏性。”4 月 18 日，
冠县市民赵明在拨打亲友的联通
5G号码时，手机屏幕显示出多条反
诈视频提醒，赵明还把彩铃截图分
享给了家人。

这是聊城联通利用 5G 视频彩
铃主动对接反诈宣传的一项有益尝
试。今年以来，聊城联通立足“打防
管控治宣”各项要求，以“降案发、降
号码涉诈”为目标，进一步健全事前
防范、事中阻断、事后溯源协同工作
机制，倾力打造“全网一体、协同联
动、技管结合、精准高效”的防范治

理工作体系。今年以来，聊城联通
成立工作专班，坚持每日向公安机
关精准提供诈骗设备线索，全天24
小时响应公安机关打击电诈工作需
求。

在严格执行实名入网的基础
上，聊城联通加大新办卡环节对用
户合规用卡的警示提醒，实施信安
黑名单管理制度，持续开展入网稽
核、风险提示、风险监测等工作，从
源头消除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同
时，借助山东联通大数据反诈平台，
形成快速预警和处置诈骗号码的能
力，拦截大量预警诈骗可疑号码和
短信，为广大群众撑起网络安全“防
护伞”。

反诈宣传“装进”视频彩铃

4月24日，山东申东泉
顺卫生材料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工人在生产水刺半交
叉无纺布。

申东泉顺年生产水刺
半交叉无纺布4000吨，并
加工各种规格的棉柔洗脸
巾、湿巾、压缩毛巾、浴巾等
产品，年产值逾1.7亿元。
无纺布生产线采用PLC控
制系统，设备自动化程度
高，产品广泛应用于医疗、
卫材、化妆品等行业。

■ 商景豪

■ 本报记者 尹腾淑

轴承，是现代机械设备中的重要
零部件，被誉为工业机械的“关节”。

这样一种“小零件”到底能发挥多
大的经济效益？“中国轴承之乡”临清
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烟店轴承市场
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品种最全、参与人
员最多的轴承专业市场，年市场交易
额超200亿元；临清轴承产业集聚区已
成为全国五大轴承产业集聚区之一。

从制造到智造，从拼资源到拼创
新，从“分散开花”到“串珠成链”，经历
了40多年的发展，临清轴承产业正在
实现由大到强、由强到专精特新的转
变，昂首挺进了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从制造到智造

智能化生产车间里，一条条自动
化流水线正高速运转，经过车、磨、铣、
钻、淬炼等工序后，一个个高精度调心
滚子轴承“排队”走下传送带……4 月
23日，记者走进山东省宇捷轴承制造
有限公司，见证了智能化制造的魅力。

“技术是先导。企业必须有先进
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锻造出来的
高端产品才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
地。”宇捷轴承总经理蔡梅贵说，“实际
上，临清轴承面临国外大品牌和国内

大企业高端产品的挤压，一度陷入困
境。”

如何破解瓶颈、走出困境？
临清轴承产业坚定地走上了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之路，不断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步伐，让大数据与工业深度融
合，大力推广信息化、智能化技术应
用，建设数字化车间，以新一轮技改推
动轴承制造向智造转变。

“我们公司全部采用数控生产线，
拥有齐全的国际先进检验设备，上线
智能SPC过程控制系统，实现产品、工
艺等全程监控和跟踪，这些都是产品
精度的有力保障。”数字化、智能化的
升级，让宇捷轴承的朋友圈从全国扩
展到了全球，也让蔡梅贵对未来的发
展充满信心。

放眼整个产业，如今，临清轴承在
智能化、数字化上迈开了新步伐，加速
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攀升，传统产业
迸发出新活力。

从拼资源到拼创新

在工业机器人、医疗机械手等产
品的关键部位，密密麻麻分布的轴承
承受着轴向、径向、倾覆等方向的综合
载荷，其中薄壁轴承是核心配件。山
东博特轴承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专业生
产薄壁轴承的企业。

“薄壁轴承在整个轴承行业中属
于‘小众领域’，其体积小、重量轻，符
合现代机械对回转机构设计紧凑、简
化和轻量化的要求。”在博特轴承研发
中心，公司董事长杨庆生介绍，“过去
是拼资源、拼低成本，如今形势有了新
变化，我们要拼创新、拼研发。”

突破发展瓶颈，必须依靠自主创
新、自力更生。杨庆生深知这一点。
他带领企业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在积
极引进研发人才的同时，走出了一条
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之路。近年来，
博特轴承先后获得 23 项实用新型专
利，其中包含2项国际专利，不仅带动
国内薄壁型轴承行业总体技术水平实
现提升，还有力推动了新能源汽车等
产业的发展。

近年来，临清轴承产业高度重视
科技创新、研发设计，先后荣获中国机
械工业科学技术奖4项，拥有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16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6家、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企业
1 家、省级“一企一技术”创新企业 7
家，拥有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210项；7
家企业参与了21项国家、行业标准制
修订。

从“分散开花”到“串珠成链”

走进潘庄镇风火轮轴承产业园，

山东朗澈轴承有限公司总经理都俊衡
正悠闲地坐在办公室里喝茶，透过窗
户就能看到一片忙碌的自动化生产
线。32岁的都俊衡是“玩”着轴承长大
的，子承父业接过了这家企业。接手
后第一件事，都俊衡就向父亲提议搬
进产业园区，新厂于去年 4 月正式投
产。

“七成以上的客户看了生产现场
后就直接下单了。”都俊衡说，进园
后，公司上马了新的自动化生产线，
节省了人工，增加了订单，还节约了
物流成本，企业之间能自由联合进行
产品研发和技术提升。“喝着茶就把
业务谈了。”在这里不出 5 公里，从原
料到设备，所有的配件全都能配齐。
在该产业园区，轴承产业实现了从

“分散开花”到“串珠成链”的蝶变。
产业园区化，在做好公共配套服

务的同时，补链、延链、壮链更为关
键。

如果企业是一棵树，园区就是一
片森林。风火轮轴承产业园的小微
企业孵化园，择优挑选了 15 家车加
工、磨加工、热处理等小微企业进行
培育，有效降低了轴承企业的生产成
本。此外，园区内的高端外球面轴承
单元项目、汽车离合器单元项目等，
则拉长了轴承下游链条，提升了产品
附加值。

小轴承“转”向高精尖
——走近临清轴承产业

打赢反电信诈骗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