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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商景豪 通讯员 李金萌） 日前，在开发区金属材料（钢
管）深加工产业园，工程建设项目服务站点正式启动。

“现在不出园区就能办理这些审批事项，与办理地点的距离缩短了一大
半，项目服务专员全程跟踪指导，审批材料一次性准备齐全，为我们节省了
很多时间和精力，立项变更当天就能办理完毕。”山东中正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高端装备制造深加工项目负责人李强说。

开发区结合园区实际，打造了园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服务站，将审批事
项向投资活跃度高、业务办理需求大的工业园区前移，在项目一线为经营主
体提供政策咨询、帮办代办、项目审批等服务，按照集中服务、分类审批的原
则，实现工建项目“园区事园区办”。“我们在办件频率较高的金属材料（钢
管）深加工产业园及现代物流产业园，分别设立了‘园区事园区办’工程建设
服务站，站内设立综合服务专窗，形成了综合受理、后台审批、园区出件的服
务模式。”开发区行政审批服务部投资项目审批科负责人于跃介绍。

服务站准备了“园区事园区办”事项一览表，涵盖项目立项、节能审查、
环评、取水等闭环办理基础事项，办理地点、办事材料、办理方式、办理时限
等一目了然。项目专员全程跟踪指导，围绕项目投资、开工、竣工、投产全生
命周期，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帮办代办、项目审批等服务。同时对
重大项目建设情况持续跟进，做到政策随询随明、进度随问随清，协助项目
单位准备审批材料、申报审批事项、协调解决难点堵点问题，收集反馈项目
推进情况信息，助力园区项目快速投产。

开发区工程建设项目“园区事园区办”
■ 本报记者 夏旭光 郭绍隆

在孔繁森同志殉职30周年之际，
10月22日早上8点多，从“繁森”到“繁
星”主题采访团从聊城出发，前往青藏
高原。

两天前接到通知，心中颇为忐忑。
一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海拔那么高的
地方，一去10天，不知能否适应。二是不
知能否圆满完成任务，将所见所感诉诸

笔端和镜头，令人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作为党报记者，面对采访孔繁森

精神传承的重要使命，只有义不容辞。
“我们一定能行！”我们开始不断

地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同时为出发做
足准备。去药店买红景天颗粒。都说
这款药需要提前两周以上吃，走之前
喝两天，应该聊胜于无吧。

10月22日，我们踏上了青藏高原
的采访之旅。坐上飞往西宁的飞机，
看着窗外的云层和山脉，心情既期待
又紧张。

鸟瞰初冬的祖国大地，地图上的
地方渐渐苏醒成为新的记忆，奇异的
地理构造和地貌景观令人惊叹，山川
如酒，敬旷世温柔。

飞行4个多小时、近1600公里后，
走出海拔2200米左右的西宁机场，气温
16摄氏度，天特别蓝，空气更加澄澈。

“斯人已去，精神永生。我要从思
想到行动都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像亲
人一样关心群众生活，像朋友一样倾
听百姓心声，进村入户，为群众排忧解
困。初到刚察时，我专门到市场上去

寻找孔繁森经常戴的那种圆毡帽。戴
上这顶圆毡帽，就会时时提醒自己，要
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希望群众看到这
顶圆毡帽，就想起孔繁森，也能够感受
到我向孔繁森同志学习的决心和行
动。”和聊城市援青干部管理组组长、
青海省海北州刚察县委副书记、副县
长孙建德细聊，从他的话语中，真切感
受到援青干部的干劲。

多年来，一批又一批聊城援青干
部薪火相传，在广袤而美丽的刚察大
地上贡献聊城力量，成为绽放在雪域
高原上的最美格桑花。“在我们聊城市
援青干部管理组和刚察县政府协调
下，刚察县青湖农牧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与北京天佑晟鑫商贸有限公司签订
18万只藏系羊采购合同，订单价值约
1.6亿元。明天，第一批订单藏羊就要
发往北京。”孙建德说，刚察县绿色有
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正加码提速。

“在援青干部的帮助下，我公司已
成功开发出沙棘原浆、牦牛肉干、沙棘
果汁等产品，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
爱。”来自聊城的企业家孙长龙在刚察

注册成立了刚察鲁青农牧开发有限公
司，“新的刚察青海湖牦牛藏羊肉直营
店于 11 月 8 日在聊城开业，打通了从
刚察牧场直达终端市场的关键环节，
把青海湖的牛羊肉带到聊城消费者面
前，让聊城人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11 月 8 日，刚察青海湖牦牛藏羊
肉古楼直营店暨伊克乌兰乡农畜产
品聊城销售中心开业当天，络绎不绝
的消费者在直营店内不仅品尝到了
刚察青海湖牦牛肉、藏羊肉、牛肉干、
奶制品、青稞酒等高原特色产品，还
借助这一窗口体验了青海旅游推介、
文创分享等多元化服务，架起了沟通
聊城和刚察交流的桥梁。

一个是青海湖畔的“高原明珠”，
一个是鲁西平原的“两河明珠”，黄河
奔腾东去，缩短了时空，拉近了感情，
将聊城人民与刚察人民的心贴在一
起。十年来，聊城市从政策、人力、物
力、财力等方面对刚察展开了全方位
支援，发挥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我们对这次从“繁森”到“繁星”
主题采访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飞越1600公里到青海
——从“繁森”到“繁星”主题采访团青藏行采访日志①

12 月 1 日，山东沐东真空科
技有限公司工人在调试真空设
备。该公司不断加强产学研合
作，已成功为国内多家科研院所、
企业提供真空镀膜设备及技术服
务。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高端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 （记者 姬翔） 今年以来，
我市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着力
加快重点项目建设步伐，推动项目早
投产、早达效，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项目填补了国内前沿涂料产业的
空白，公司将成为全省最大的卷钢涂料
生产厂家。”12月2日，聊城东舜涂料科
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少波向记者介

绍，东舜涂料高端前沿涂装材料项目是
2023 年省优选项目，去年 10 月底开工
建设，产品主要用于卷钢、卷铝的表面
涂覆，具有低排放、耐候性、防腐蚀等突
出特点，项目的基建部分已进入验收阶
段。

今年 10 月，冠县鑫昌纺织有限责
任公司 20 万锭高档气流纺项目投产，
新上自动化智能化转杯纺设备，采用

行业最新的物联网技术，实现连续化
生产、质量在线监测、温湿度智能调
节，生产效率提高 17%，管理精准度和
管理效率提高 60％以上，年产高档转
杯纺棉纱 2.7 万吨。企业负责人郭安
波说：“项目集成了行业最新技术成
果，可实现工艺数字化设计、质量精准
追溯、生产线柔性配置、人机协同制
造、能耗数据监测、产量自动统计分析

等，投产后新增年产值 9.2 亿元，税收
2000 余万元，将成为国内首家转杯纺
智慧工厂。”

今年以来，我市紧盯项目开工投产
每一环节，采用“一对一”项目分析法，量
身定制项目推进方案，重点项目建设按
下“快进键”，跑出“加速度”。截至目前，
109个实施类省级重点项目在全省率先
实现开工率、纳统率双100%，完成投资
347.6亿元，投资完成率97.4%。225个实
施类市级重点项目全部开工，完成投资
296.2 亿元，投资完成率 97%。204 个计
划今年竣工投产项目已投产181个。

我市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本报讯（记者 苑莘 通讯员 李月兵） 记者12月2日从莘县农广校了
解到，莘县近期组织开展了莘县高素质农民培育市级培训，239名高素质农
民参加培训。

培训期间成立了临时党支部，以党建引领，发挥党员同志的模范带头作
用，开展互学互助，切实树立了良好的学风，掀起了比学赶超的高潮。配备
了班主任和教官，培训学员采用军事化管理，严格遵守一日生活制度。

本次培训聚焦粮油产业发展实际，涵盖了小麦、玉米生产现状及单产提
升关键技术，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模式生产现状、存在问题及高产高效路径，
蔬菜栽培技术、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以及农机的操作技术和维护技能等内
容，不仅有前沿的理论知识讲解，还有生动的现场教学和实习实训，让学员
们能够将所学知识迅速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升创新创业和发展能力。在
培训形式上进行了创新，通过“理论授课+线上学习+实习实训”三位一体的
教学模式，让学员们系统学习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绿色发展理念，提升
了他们的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今年，莘县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2024年—2025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学用
贯通全国综合试点县”。该县围绕本地优势产业布局，加大培训力度，努力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基础保障。

莘县培训239名高素质农民

本报讯 （通 讯 员 付延涛 窦晓
文） 今年以来，聊城市公安局全警全
员、全力以赴、全速推进，持续放大既有
成果、挖掘潜在力量、增创新的优势，全
面实施“四大工程”，护航经济高质量发
展。

实施便民利企“优服”工程。深化
公安窗口“升级版”建设，推进公安政务
服务“四个通办”改革，做实公安政务服
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大厅集中办理，推
动全科窗口占比 80%以上，“户籍+”业
务实现派出所全覆盖。全市 11 个公安
政务服务大厅建成通办窗口 72 个，累
计通办各类业务23.3万人次，网办量超
20万件次。推动服务企业专业化建设，
精准服务企业发展落户需求。对高层
次人才实行“先落户、后就业”政策，今
年以来，全市公安户政部门办理“跨省
通办”迁移业务 9013 件，最大限度满足

企业人才户籍服务需求。出台优化营
商环境、护航夜间经济发展和护航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务实措施 56 条，巩
固深化“项目警长”工作机制，建立常态
化走访制度和工作记录反馈制度，今年
以来，共排查化解项目落地、建设纠纷
325起，安全隐患317处，协调解决问题
215 个，开展防范指导 3342 次。坚持

“开门纳谏”“问需于企”，采取警企恳谈
等方式，与企业进行双向互动交流、深
化挂钩联系，坚持随叫随到、不叫不到、
服务周到、说到做到。

实施数字政务“赋能”工程。拓展掌
上服务广度。进一步升级优化“聊城微
警务”功能，加强公安政务服务移动应用
归集，做精做强使用率高、简易便捷的小
程序，涵盖户政、交警、治安、出入境等
146 项业务功能，高频事项实现全程网
办。运行10个月以来，办理各类服务事

项 20 万余件。推动警种落实电子证照
共享应用责任，使用统一身份认证、电子
印章、电子签名等技术，推进身份证、驾
驶证、行驶证等公安高频电子证照在“爱
山东”移动端汇聚。研发公安机关电子
边境通行证（省内首创），推出“边境通行
证”制式证照与电子证照并行的网办模
式；研发推出酒店无证扫码入住系统，来
聊旅客通过扫码、刷脸，即可“秒”住旅
馆，实现全国旅客来聊无证入住。

实施安企护企“铸盾”工程。保障市
场公平竞争。深入开展“净网”“昆仑”等
系列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商业贿赂、职务
侵财等内部职务犯罪，帮助企业优化内
部生态；严厉打击严重侵害企业利益的
合同诈骗、侵犯知识产权、损害商业信
誉、侵犯商业秘密等犯罪，全力追赃挽
损，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最大限
度减少企业损失。保障企业合法权益。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斗争，重拳出击、依
法严打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强揽工程、
强占资产的行霸、市霸，特别是加大力度
打防电信网络诈骗，针对企业主、企业财
会人员等易受骗群体，开展精准滴灌式
宣传，切实提高识别防范能力。

实施涉企执法“提质”工程。持续
规范涉企执法。牢固树立正确的“打击
保护”理念，畅通受案渠道，规范执行受
立案规定，最大限度减少对企业正常生
产经营的影响。优化出入境便利措
施。为外国人申办居留证件提供免于
留存护照便利政策，今年实现申办居留
证件免于留存护照 100 余人次。优化
往来港澳通行服务。赴港澳商务签注
实行“智能速办”“全国通办”，持赴港澳
商务签注人员在港澳停留期限由 7 天
延长至 14 天，签发赴澳门 1 年多次“其
他”类签注。

立足优势，深挖潜能，市公安局——

“四大工程”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通讯员 赵汝凯）“18家门店的所有审批手续，
很快就办完了。”12月2日，临清市乾城食府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宏宇说，临清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开展上门联办服务，从人员管
理、经营贮存场所等方面，指导其申报，并帮助制定了整改方案。

“今年以来，我们创新推出餐饮店‘一件事’服务模式，联合消防救援和
市场监管部门，采用‘预先勘验、上门联办、全程帮办’等方式，为餐饮企业提
供集成式服务，压缩办理时限50%以上，保障了餐饮企业顺利营业。”临清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迟善为介绍说，通过餐饮店“一件事”服务模式，申
办成本降低50%，现场验收通过率提升70%以上。

在具体服务过程中，针对餐饮店企业负责人学历不高、年龄大、网上办
理水平不高等情况，临清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围绕餐饮店开办涉及的事项名
称、服务对象、办理时限等要素，编制“一件事”服务指南，制定一次性告知
单、工作指引，同时安排专人负责，在受理审查环节手把手指导企业填写申
请提交材料，并完成申报，提高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

为确保线下办理速度，该局设置帮代办专区及“一件事”受理窗口，为申
请人提供表单填写、材料准备等指导，实时解决“一件事”申报过程中的疑难
问题；在联合勘验阶段，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坚持服务走在审批前，为企
业提供预先服务，从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管理的角度，针对相关设备、设施的
选用、布局等问题，指导企业规范设置，减少企业时间成本，确保企业申请后
一次即顺利通过联合勘验。

临清市降低餐饮店申办成本50%

编者按 今年是孔繁森同志殉

职30周年。多年来，一批批党员干
部在孔繁森精神的指引下，毅然踏
上了“繁森路”，在青藏高原发光发
热，灿若“繁星”。10 月 22 日—31
日，中共聊城市委宣传部组织大众
日报、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组
成从“繁森”到“繁星”主题采访团，
奔赴青海、西藏开展行进式、嵌入式
采访。

即日起陆续刊发聊城市新闻传
媒中心记者的采访日志，介绍他们
记录下的那些璀璨星光。

本报讯（记者 刘志耀） 12月3日，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召开。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昌松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
工会主席杨广平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强化企事业单位
民主管理，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维护工
作，做好市工人文化宫工作，以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团结全市广大职工
群众奋力谱写聊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要用好政府与工会联席会议制度，
更好发挥工会工作的桥梁纽带作用，让职工群众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
暖。

市政府与市总工会联席会议召开

12月3日，在阳谷县安乐镇孟洼村，一块块光伏板矗立在水面上，实现
养鱼、发电两不误。近年来，阳谷县因地制宜发展渔光互补、农光互补立体
化、集约式光伏发电项目，实现经济和生态效益双收。 ■ 本报记者 吴兆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