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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姚敏）6月1日，湛蓝的天空下，位于冠
县辛集镇齐庄村的优质富硒小麦示范
田里，金黄色的小麦随风摇摆，风吹麦
浪，丰收在望。

“富硒小麦含丰富有机硒、锌、铁、
花青素、膳食纤维、蛋白质等营养物
质，具有高营养、高滋补、高免疫等特
点，预计每亩可比普通小麦多产40公
斤左右。”冠县财政局局长贠庆臣告诉
记者。今年，冠县财政投资20万元，支
持建立优质富硒小麦示范点，总种植
面积达到5000亩。

受去年强降雨影响，小麦种植时
间比往年晚了近20天，给增产增收带
来不小的影响。冠县财政部门打出组
合拳，减少不利影响，力保夏粮丰收。

纵横的沟渠内，清澈的水蜿蜒流
淌，农民可随时引水浇地，这种场景在
冠县很常见。今年，冠县统筹涉农资
金1500万元开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
是历年来统筹资金最多、兴修水利规
模最大的一年。目前，地通沟、沟通
渠、渠通河的水网体系基本建成，不仅
便利了灌溉，也成为乡间一景，目前，
冠县 24 条干支渠存蓄水量 1000 万立

方米，完全能满足全县100余万亩耕地
的灌溉需求。

“今年，我们筹集涉农资金 140 余
万元，专门用于对 13.9 万亩麦田实施
春季镇压，为夺取夏粮增收打下基
础。”县财政局农业农村科负责人董健
说。春季麦田镇压，可以沉实土壤，使
土壤与根系密接，具有提墒、保水、壮
苗、防倒及提高麦苗抗逆能力的多重
作用。“麦田镇压后，我们和县农业农
村局组织人员到乡镇调研，发现一二
类 苗 比 例 由 以 前 的 78.6% 提 高 至
92.3%，明年我们会继续扩大镇压面

积。”董健说。
小麦条锈病对增产增收危害极

大，防治条锈病时间紧迫。4月底，冠
县财政局筹集资金909万元，开启“紧
急采购”模式，缩短意向公开时间，及
时购买飞防设施和各种药剂，在7天内
迅速对全县76万亩小麦进行“一喷三
防”。

今年4月，冠县财政局会同县农业
农村局严格审核发放数据，仅用3天时
间，就高效完成了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发放工作，共发放补贴1957.38
万元，惠及农民及种粮大户12万户。

冠县财政打出夏粮丰收组合拳

■ 本 报 记 者 王军豪
本报通讯员 彭月勇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很快
完成了网上申报，两个小时就拿到了
资质延续电子证照。”6月2日，在茌平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马周置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任雪平激动地说，“这项惠企
改革为我们节省了太多等待时间，我
要为行政审批服务工作点赞。”

业务办理流程繁琐是企业的烦心
事。“以往房地产开发企业办理资质延
续业务，不仅要提交纸质材料，还要到
现场核查。”说起往事仍能感受到任雪
平当时的无奈，“就这还不算完，确认
合格后，再经过3个工作日的公示，公

示期过后没有异议的话才可以到市里
领取证照。”

“自4月下旬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
延续最新标准公布后，我们以最快的
速度开展此项业务的审批工作。”茌平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工程建设科科长栾
保国介绍。工程建设科在第一时间编
制网上申报指南，详细到每一个环节、
步骤，清晰明了，一看就懂、上手就
会。茌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还优化了
帮办代办机制，除了现场一对一指导
帮扶，也可为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远程
帮办。

依托部门联动、数据共享，茌平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推出“零材料”审批模
式。该局提前通知企业在系统内更新

和完善相关信息、材料，在企业资质延
续申报过程中系统会自行采集获取相
关信息、材料，企业无须再提供任何材
料，全程数字化，效率高、出证快。

5月18日，茌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开通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延续网上办
业务，当天就为8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办
理了业务，这8家企业也很快就拿到了
电子证照。

拿出新举措、跑出加速度、拼出新
纪录，茌平区持续擦亮政务服务品
牌，审批业务“小时办”已非首次。通
过“零材料”审批模式，依托部门联
动、数据共享，在 4 月 18 日，山东信发
瑞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同样2小时
拿到了以往几个月才能拿到的项目

施工许可证；5 月 4 日，瑞泓商贸有限
公司也同样以2小时的速度完成了立
项、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等
全流程办理。

“小时办”的背后，是茌平区行政
审批服务局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和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理念的生动实践。
立足群众需求、改善群众体验，茌平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将社会事务领域45个
事项改为即办件，让群众零跑腿、少跑
腿，真正实现“一件事一次办”；茌平区
行政审批服务局为各类企业提供“掌
上办、寄递办、预约办”等远程办服务，
解决了一大批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
题。

两小时办好电子证照

本报讯（通讯员 范彤彤）“净地
投资达不到25%，没法转让，办不了土
地证，怎么办开工手续？”5 月 31 日,高
唐宏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
建国来到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为
他的项目——高唐县健康生物科技园
配备“项目管家”，寻求帮助。

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项目管
家”刘凤卉立即行动，全面了解项目情
况后，为企业实施“预告登记转让制
度”。最终，刘凤卉帮助该企业确定了
先投资再转让的办法。交易双方先签
订转让合同，经县主管部门备案后，可
申请办理不动产转移预告登记，待开
发投资总额达到法定转让要求的25%
时，再依法办理不动产转移登记。

在指导企业办理完预告登记转让
手续后，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立即
启动“拿地即开工”流程，帮助企业办
理规划和施工许可手续，让企业“等地
期”为项目“加速期”，实现“预拿地即
开工”。

“当企业向我们求助时，不管是否

属于我们的职责范围，我们都会充分
承担‘项目管家’这一职责，为企业想
办法、办实事、解难题，当好企业项目
的贴心人。”刘凤卉说。

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项目管家
服务队提前介入，主动上门，为企业服
务。通过反复研究政策，该局创新试
行了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告知承诺
制；在项目修建性详细规划获批后，试
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受理即公示”；
在公示期内，对建设工程设计方案进
行审查，又为企业节省了3天的技术审
查时间。

今年以来，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
局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效能，
总结项目审批服务经验，建立“一对
一”项目管家全链条VIP服务模式，紧
盯项目审批办理进度，主动联系、加强
对接，以专业的服务能力为企业排忧
解难，为项目审批提供“最优路线图”指
导服务。截至目前，该局已完成与87个
省市县重点项目的主动对接，总计为30
个项目进行了个性化政策指导。

高唐

让企业“等地期”变成项目“加速期”

本报讯（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马
雪 徐振远）5月31日，在冠县丰牧禽业
有限公司内，40万只蛋鸡咯咯地叫着，
不时低头啄食。一枚枚鸡蛋通过自动
捡蛋装置，由鸡舍运到中央蛋库。

这些鸡能“有饭吃”，离不开润昌
农商行的300万元贷款。今年，由于公
司规模扩大，资金紧缺，公司负责人程
超便向银行申请贷款，用于购买饲
料。“我还是选择‘鲁担惠农贷’，不仅
利息低，还有财政贴息，这 300 万元的
贷款仅贴息就有6万元。”程超说。

冠县是传统农业大县，拥有市级
以上龙头企业46家，农民合作社1984
家。像丰牧禽业一样，有农业发展资
金需求的实体很多，但融资问题一直
是制约全县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

农业融资难，最大的难点在于缺
少有效的抵质押品。5月23日，冠县人
民政府与山东省农业发展信贷担保有
限责任公司、山东省投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了政担合作协议，由山
东农担公司为冠县农业企业和种养大
户担保，并给予冠县每年10 亿元的授
信额度，为重点特色农业产业开辟绿
色审批通道。

山东农担公司自成立以来，运用
农担“增信、分险、赋能”公益功能，聚
焦粮食生产、畜牧养殖、瓜果蔬菜等农
林优势特色产业，以及与农业生产直
接相关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提
供融资担保服务。目前，山东农担公
司“鲁担惠农贷”业务已累计为冠县担
保612户，总金额4.4亿元。

冠县目前正在对符合农担政策的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家庭农场、种养大
户、农民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
织、小微农业企业的贷款需求、客户名
单等进行调查摸底，形成种植类和养
殖类信息统计表，各金融机构将与省
农担公司精准对接，精简业务流程，压
缩办理时限，实现快审、快批、快办。

冠县“政担”合作签约

10亿元授信助力乡村振兴

6月2日，茌平区乐平铺镇北街村村民明庆军在牛舍内喂养肉牛。2017年，明
庆军与朋友一起成立群英养殖专业合作社，先后投资1000多万元，养殖西门塔尔
肉牛。目前，肉牛存栏量600多头。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本报通讯员 刘加明

■ 本 报 记 者 曹天伟
本报通讯员 崔蒙蒙

2021年度山东省各市高质量发展
综合绩效考核中，聊城市获新旧动能
转换单项奖励。

新旧动能转换走出“聊城范儿”，
背后是久久为功的努力。近年来，我
市加快“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持之以
恒落实“三个坚决”，深入实施产业突
破工程，大力发展九大产业集群，奏响
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动能转换“变奏
曲”，新旧动能转换向“五年取得突破”
目标扎实迈进。

“三个坚决”真正落到位

实现“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没有
决心不行。

6月2日上午，在冠星集团棉纺车
间，整齐的粗纱在智能化设备控制下，
通过预设轨道精准输送到各台细纱
机。自2020年6月启动棉纺车间智能
化技术改造以来，冠星集团的3000多
万元技改投资获得丰厚回报：车间自
动化率达到90％，成本降低5％，效益
提高8％。

围绕智能化、绿色化主攻方向，
2021年，聊城在全省率先实现“一县一
策”规模以上企业技改要素对接全覆
盖，全年共实施工业技改项目671个，

完成投资同比增长 6.1%，高于全省平
均增幅10.5个百分点。

实现动能转换，要落实“三个坚
决”。2021 年 9 月 8 日，伴随着鑫华特
钢全面停产，聊城再次向外界展示了
以一时之痛换长久之兴的决心。自
2018 年以来，我市聚焦“高耗能、高污
染、高排放、高风险”低效落后产能，每
年出台推动落后产能退出工作方案，
对钢铁、电解铝、水泥、轮胎等重点行
业淘汰类落后生产工艺进行排查，全
市共有123家企业淘汰各类设备（生产
线）1218台（套、条）。

在“除旧”的同时，我市着力做好
“布新”文章，开展“育苗扶壮”梯度培
育、新兴支柱企业培优工程，提升企业
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平。2021 年，全
市培育省级以上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7
家、质量标杆 15 项、工业设计中心 17
家。

九大产业集群迈上“快车道”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于高素质
产业。

6 月 1 日上午，267 辆新能源客车
依次驶出中通客车厂区，开往四川绵
阳。从新N系纯电动公交到风采混合
动力公交，从全新数字驾驶舱到疲劳
驾驶预警系统，多年来，中通客车在产
品迭代、技术升级上始终走在同行业

前列。而以中通客车为代表的聊城新
能源汽车产业，近年来也保持稳健发
展，2021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4%。

对应省“十强”产业，我市确定了
重点发展的九大产业集群，并成立九
大产业专班，制定九大产业集群发展
专项规划、六大支撑工作方案，全面加
强系统谋划、要素保障。2021年，新材
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有色
金属及金属深加工、绿色化工、纺织服
装、医养健康产业营业收入同比分别
增长 32.6%、8.6%、6.4%、38.3%、61%、
15.5%、5%。

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聊城不
少企业瞄准产业链核心和断点，在关
键领域打破“卡脖子”制约。作为风力
发电机的主要零部件，轴承特别是保
持器的耐用度对主机寿命至关重要，
但在过去，市场高端风电轴承保持器
只能依赖进口。金帝精密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团队合作，成功解决了激光切割时的
热影响、变形、翘曲等问题，在产品成
型方面解决了保持器多棱圆问题。目
前，在风力发电 2 兆瓦、3 兆瓦、5 兆瓦
等领域，金帝的风电保持器占据了80%
以上市场份额。

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开工仅50天，位于临清经济开发

区的临清市达瑞机械装备有限公司新
能源双节产业园项目8号、9号厂房主
体工程已经完工。聊城市春季重点项
目集中开工活动主会场就设在这里。
而项目能够如此快速推进，与临清市
创新建立的“清快办”密不可分。

为让项目建设单位少走弯路，临
清市行政审批、住建、自然资源规划等
部门及各乡镇（街道）联合成立了“清
快办”，梳理从企业注册到竣工验收的
所有手续，并为每个重点项目列出待
办事项清单。“清快办”人员主动靠上
服务，企业只需按照清单准备材料即
可，大大节约了时间成本。

重点项目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生命线”。围绕省市级重点项目，我
市实施领导联系、调度观摩、要素保
障、项目储备、问题会商、考核评比等
六大推进机制，在全省率先安排财政
资金奖励省市重点项目，率先将市级
领导、市直部门联系推进重点项目情
况纳入绩效考核，对重大产业项目实
行“一事一议”。2021年，276个实施类
省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792.4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的 132.4%。同时，我市积
极申报争取2022年省级重点项目，入
选2022年省新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52
个，入选2022年省“双招双引”重点签
约项目14个。

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我市获2021年度新旧动能转换单项奖的背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