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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文轩

平整的青砖路面，富有韵味的仿
古路灯和老建筑……6月12日，改造
之后的米市街让远道而来的安徽游
客左先生不禁感叹：“这条老街既传
统又新潮，真的很有‘味道’。”

对于生活在米市街的居民来
说，这句赞美来之不易。原来的米
市街是一条石板路，路灯少、环境
差，居民怨声载道。那时候，来米市
街的人都会说：“老街就是不行，环
境太差！”随着我市加强历史文化街
区保护，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米市街
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老街区的保护修缮与配套设施
提升、业态植入等密切相关。在改造
过程中，东昌府区古楼街道铁塔社区
遵循“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理念，推
出“社区事、居民议”的治理新模式，
变社区单方听群众“倒苦水”为双方
合作“谋幸福”，为妥善处理老街区历
史风貌留存与提升街区品质打下了
坚实基础。

“只有全民共建，才能全民共
享。在老街区改造过程中，每一位
居住在这条街上的居民既是受益
者，也是参与者。”铁塔社区党委书
记陈景伟说，为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铁塔社区创新设置了“百姓议事
厅”。针对米市街、大理寺街、羊史
君街、双街的危房修缮工作，社区先
后在“百姓议事厅”组织召开了 12
次居民议事会，并邀请中规院专业
设计团队、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和施
工方江泰集团共同商讨修缮方案，
在修缮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解决群众
的生活难题。同时，尽量保留历史
建筑风貌，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
在发展中保护。

“我已经在米市街住了十几年
了，以前的环境只能用‘脏乱差’来
形容，我家周边有几处餐馆，一到夏
天，泔水、垃圾遍地，本来我已经做
好了搬走的准备，后来我在‘百姓议
事厅’参加议事活动，发现可以现场
听取社区关于整治进度的反馈，这
让我对周边环境的改善充满了信
心。”居民马先生对记者说，“百姓议
事厅”作为改造过程中搭建的基层
民主协商议事平台，体现了社区在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中充分尊重居民
意愿的态度。

“居民有困难来这里反映，有矛
盾在这里调解，有建议在这里提
出。”陈景伟说，截至目前，米市街

“百姓议事厅”已组织议事活动 25
次，参与群众 310 人，征询意见 2000

余份，有效解决了街区房屋修缮、市
政建设、整治私拉电线等一批群众
关心的问题。

“刚接任铁塔社区党委书记时，
我隔三差五就会接到群众的投诉。”
陈景伟对记者说，“现在，米市街旧貌
换新颜，人气越来越旺。”

走在米市街平整的青砖路面
上，街道两旁树木葱茏，花朵娇艳，

树下纳凉闲聊的老人脸上漾着笑
意。如今，这条古老的街区早已褪
去曾经的沧桑模样，焕发新的生
机。“老街区的改变，我们是最大的
获益者。”米市街居民付昌岭表示，
希望社区能充分发挥“百姓议事厅”
的作用，把老街区存在的问题消灭
在萌芽状态，让老街区的居民更有
获得感和幸福感。

满满的幸福“议”出来

米市街上的仿古路灯。■ 朱玉东

6月12日，聊城经纬工业网毯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生产工业网毯。今年以来，我市工业网毯企业聚焦关键共性技
术，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开展技术攻关，主动迎合市场需求，实现了产销两旺。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 本报记者 苑莘

开展种苗研发、培育品牌蔬菜、扶
持预制菜产业……在不久前莘县召开
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该县为自身现
代农业发展开出了一张“诊疗单”。

这张“诊疗单”恰逢其时。目前，
莘县已经是国家农业科技示范园区的
核心区、国家级小麦制种大县、国家级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全县粮食种
植面积 90 万亩，瓜菜复种面积 100 万
亩，拥有日光温室30万座、大中小拱棚
20万亩，肉食鸡年出栏2亿只，生猪年
出栏120万头。“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的区域化布局和规模化发展态势逐步
形成，莘县现代农业发展正处于量变
到质变的关键阶段。

这张“诊疗单”出自莘县对现代农
业发展的“望闻问切”——

望：蔬菜、粮食种植规模大，但种
业发展相对滞后。药方：坚持科技引
领，全环节开展种子攻坚。

过去几年，莘县高标准建设鲁西
种苗谷，积极搭建蔬菜育种合作基
地、全面提升种子种苗研发繁育能
力。全县通过国家审定登记的大田
作物品种、蔬菜品种分别达到 32 个、
22个，年产优质蔬菜种苗18亿株。

莘县将积极与各大科研院校对
接，力争年生产种苗20亿株，在“中国
蔬菜第一县”的基础上，将莘县再建设
成为“蔬菜种苗强县”。

闻：质量安全是现代农业发展的
关键，容不得半点疏忽。药方：坚持质
量优先，全过程实施质量监管。

莘县现有登记备案农产品生产
基地 150 处，年抽检蔬菜样品 1 万多

个，每年累计审核追溯条码 60 多万
条，销售可追溯蔬菜 100 多万吨，主
要农产品质量监测合格率达 99.5%
以上。

莘县将继续利用好区块链和大
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进食
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完善提升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模式，继续打造全国
监管样板，做好农产品从种子到餐桌
的全周期质量监管。

问：如何提高在终端市场上的“音
量”？药方：坚持品牌打造，全方位提
高莘县知名度。

过去几年，莘县实施产供销一体
化发展策略，建立“公共品牌+企业品
牌+产品品牌”三位一体的品牌联动机
制，将莘县形象品牌与莘县香瓜、莘县
西瓜等优秀单品进行融合，全面擦亮

“莘县蔬菜”品牌。

莘县将继续做好“三品一标”等工
作，争取新增“三品一标”20个，挖掘品
牌内涵，强化品牌营销，提升“莘县蔬
菜”市场美誉度和影响力。

切：产业化水平不高，需要培育龙
头企业。药方：坚持龙头带动，全链条
提升产业化水平。

过去几年，莘县加快发展种苗研
发培育、农业生产种植、农产品深加
工、品牌销售等农业全产业链，高标
准建设了聊城鲁西经济开发区和省
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两大园
区，建有涉农加工企业 83 家，其中国
家级 1 家、省级 7 家，产值近 100 亿
元。

莘县将实施“精细农品”加工项
目，发展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着
力推动预制菜产业发展，提升全产业
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一张恰逢其时的“诊疗单”
——莘县“望闻问切”现代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崔崴 通讯员 王亚
飞） 6 月 8 日，聊城乖宝宠物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院内，十几辆叉车在整齐
堆放的货物间有序穿梭。

“这批货物是准备发往美国的。”公
司负责人周生学告诉记者，乖宝宠物食
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宠物食品
生产企业，主要生产狗粮、猫粮、宠物零
食等产品。今年初，公司成功通过了
AEO高级认证。

“有了 AEO 这块‘金字招牌’，客
户对我们更加认可，出口货物通关也
更加高效，对我们稳订单、拓市场有极
大帮助。今年前 4 个月，公司进出口
总额已经超过 3.1 亿元。”周生学说，

“这多亏了聊城海关对我们的鼎力支
持。从认证培育阶段，海关工作人员
就深入企业，按照 AEO 高级认证要
求，帮助公司梳理相关管理制度。现
在公司管理更加规范高效，逐步与国
际接轨。”

AEO 高级认证是海关信用管理
的最高等级。AEO 高级认证后，企业

可以享受最低查验率、免除担保、减
少稽核查频次、优先通关等 40 个部
委的 49 项联合激励措施，同时还可
以享受与我国实施 AEO 互认的 26 个
经济体、52 个国家和地区给予的通关
便利。

近年来，聊城海关充分发挥企业协
调员作用，深入企业了解需求，定制“一
企一策”培育方案，抓好“专精特新”等
重点企业信用培育，不断提高企业申请
高级认证的积极性。同时，以“诚信守
法便利，失信违法惩戒”为原则，完善信
用培育库长效机制，引导、规范企业经
营行为；通过线上线下培训、“一对一”
重点辅导等形式稳主体、提质效、促升
级，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全力以赴助
企纾困。

“到目前为止，我市通过AEO高级
认证企业已达10家。”聊城海关副关长
姜颖说，“我们将进一步打造诚实守信、
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继续培育壮大外
贸主体，聚焦高成长性企业，增强我市
外贸发展活力。”

我市通过AEO高级认证企业达10家

6月11日上午，茌平区信发集团信源环保建材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操控机械
臂。信发集团充分发挥链主领航作用，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发展方向，全力
打造行业领军新标杆。 ■ 本报记者 赵宗锋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 6月13日
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聊城市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聊
城制造·东阿专场。东阿县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县长董中元介绍了该县锚定
五大举措，助力民营企业调结构、转方
式，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相关举措。

截至2022年底，东阿县拥有各类民
营企业 9504 家、个体工商户 18887 户，
规模以上工业民营企业达105家，占全
县规上企业的97%。

为进一步优企惠企，发展壮大民营
经济，东阿县制定出台惠企优才“黄金
十条”、2023年促进经济加力提速稳中
向好政策措施等，营造尊商重商亲商安
商的浓厚氛围，让民营企业家安心搞经
营、放心办企业。

东阿县坚定不移加快动能转换，淘
汰低效落后产能，关停并转焦化产能60
万吨、钢铁产能514万吨，实施“四百”突
破工程，推行产业链链长制，制定《东阿
县制造业强县三年攻坚突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东阿县2023年制造
业强县建设和产业链链长制工作要
点》，集中力量推动产业集群加快建链、
延链、补链、强链，持续提升“一区两园”
承载能力。

东阿县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进一步完善企业分类培育
机制，以“小升规”“专精特新”、瞪羚企
业、单项冠军等分类培育为基础，在企
业管理、生产经营、改造提升等方面持
续推进企业育苗扶壮，鼓励民营企业
深耕产业细分领域，打造隐形冠军中
小企业，促进民营企业增品种、提品
质、创品牌，着力提升制造业供给体系
质量。

东阿县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狠
抓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支持建设研发中
心、工业设计中心等创新平台载体，联
合高校院所共建技术创新中心、重点实
验室、工程研究中心。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1家、高新
技术企业48家。

拥有民营企业9504家、个体工商户18887户

东阿民营经济活力澎湃

本报讯（记者 岳耀军 吕赵一诺）
6 月 13 日，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职
业教育与大国工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宁吉木介绍我市高技能人才队
伍建设时说，我市现有技能人才38.7万
人，高技能人才近9万人。

宁吉木表示，近年来，全市人社部
门始终把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不断改革创新，在政策引领、人
才评价、技能竞赛等方面持续发力，促
进了高技能人才队伍量质齐升，为全市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技能
人才支撑。

在政策引领方面，我市建立常态化
首席技师选拔机制，创新设立“产业技
能类水城英才”，创新推出高技能人才
职业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其中，对获得
世界级、国家一类和二类、省一类和二
类、市一类技能大赛的金牌、银牌、铜牌
和优胜奖的选手、教练团队分别给予重

奖，最高达到50万元。
在人才评价方面，我市深入推进高

技能人才培养评价认定改革，大力发展
技工教育，全面推开企业技能人才自主
评价，打通专业技术人才技能评价通
道。从去年起，我市对工程技术、农业
生产领域一线岗位的专业技术人才，开
展了职业技能等级贯通评价，拓宽了这
部分专业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通道，全
市共有1800余人通过贯通途径获得了
高级工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截至
目前，我市现有技能人才38.7万人，高
技能人才近9万人。

在技能竞赛方面，我市持续打造
“技行天下”聊城特色技能竞赛品牌。
大赛紧密对接全市产业优化升级需求，
办赛规模不断扩大，参与人数不断提
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广大企业职
工参与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的积极性越
来越高，一大批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
出。

我市技能人才达38.7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