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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与山东土发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导报讯 近日，枣庄市政

府与山东土地发展集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据悉，山东土地发展集团

与枣庄市启动战略合作，共同

打造中医药康养小镇。山东土地

发展集团将发挥资金、管理等优

势，加大资金投入，加快项目

建设，助力枣庄高质量发展，

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政研)

全市电商网络零售额

一季度突破20亿元

导报讯 近日，据山东省

商务厅反馈数据，枣庄一季度

电商零售额实现20 . 2亿元，全

省 排 名 第 1 1 位 ， 同 比 增 长

15 . 4%。其中，实物商品网络

零售额15 . 3亿元，同比增长

22 . 1%；农产品网零额3 . 5亿

元，同比增长39%。

全市共有活跃网店11832

家，网络零售企业978家，山

东一杯香茶业有限公司、枣庄

华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滕州

市俊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列

全市网络零售额前3强。(商文)

山亭区合同利用

外来资金78 . 83亿元

导报讯 今年以来，枣庄

市山亭区认真贯彻落实省市会

议精神，紧紧围绕“双招双引

和重点项目突破年”要求，聚

焦医养健康等特色优势产业，

全力以赴大招商、招大商，取

得积极进展。

截至4月底，全区外出招

商40多次，全区新签约项目8

个，合同利用外来资金78 . 83

亿元。 (李德广)

薛城沙沟扎实开展

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

导报讯 自全国第四次

经济普查活动开展以来，枣

庄市薛城区沙沟镇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开展辖区内行政事

业类单位、企业类法人单位

和产业活动单位等经济普查

相关工作。

到目前，该镇普查工作进

入登记、数据录入阶段，已普

查企业、产业活动单位、行政

事业单位655家，完成上传360

家；完成11户大个体的普查和

上传。 (魏广运 宗西文)

◆记者 张庆海

高端装备产业不仅是枣庄产

业集群最多的行业，也是枣庄首

个培育的千亿产业集群，覆盖高

端数控机床、矿山机械、农业机

械、特色豆制品加工机械、广告

设备等产品领域，被列入山东省

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近年来，枣庄市在高端装备

产业发展中，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政策为动

力，打造“枣庄制造”新品牌，成功

跻身中国产业集群品牌50强，纳入

省首批现代优势产业集群名单。目

前，枣庄拥有高端装备企业2000多

家、规模以上企业400余家、省级以

上产业基地5个、产品种类上千个，

主营业务收入达1000亿元。

巨资打造

滕州墨子科创园暨精密机床

研发孵化制造基地项目作为全市

重点项目，总投资60亿元，占地

1 . 2平方公里，包括100万平方米的

定制厂房、6万平方米研发中心以

及商务中心、金融中心、职工公

寓等配套设施。

项目借鉴江苏泰州中国医药

城运作经验，以“标准厂房+量身定

做+保姆服务+参股经营”的模式，

实现招引项目的快速落地和“拎包

入住”。项目建成后，可安置企业30

家，年实现销售收入20亿元、利税2

亿元，增加就业岗位2500个，有效解

决了园区土地低效利用、招商项目

落地效率不高等问题。

另外，投资50亿元的腾龙高

合金新材料项目已进行设备安装

调试，投资10亿元的亿和高端铸

造项目一期正式投产。

产学研联手

枣庄市积极支持重点骨干企

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开展多方

位合作。加快推进北京理工大学

“数控机床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

心”和“枣庄北航机床创新研究院”

项目建设，实施“中国科学院院地

合作计划”；加强中国科学院所属

科研院所与本地企业和园区的联

系，深入开展院地合作，搭建应用

技术研发与转化平台，开展技术支

持、技术服务和人才培养。

枣庄北航机床创新研究院有

限公司，是市政府和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共同建立的专门研究机

构。公司落户墨子科创区，研制

出我国首台航空发动机叶片磨削

阵列机床，可年产阵列机床200

台，加工航空发动机叶片100万

个，实现销售收入42亿元。

此外，还在叶片磨削抛光工艺技

术、五轴联动叶片数控磨削抛光

机床设计制造技术、矩形阵列机

床设计制造技术、精密传动技术

等多方面开展了深入研究工作，申

请相关发明专利50余项。公司研发

的五轴联动数控磨床、阵列磨削

抛光装备、航发叶片加工等生产

工艺，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威达重工与山东省机械设计

研究院合作研发了大型、精密数

控机床。鑫金山机械开发的高效

能砂石骨料生产线，产品技术达

到国内领先水平。普鲁特机床的

CTX650数控车铣复合中心等产品

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三合机械的

锯床、威达重工的铣床、腾达不

锈钢制品的不锈钢拉丝产量居

全国第一，山森数控的机床操作

面板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

洪海光电集团的光电智能广告

设备研发水平和产品产量位居行

业前列。

导报讯 “感谢供电公司上

门服务，解决了我们的用电难

题。”枣庄市住建局后勤管理

人员单立超说。

据了解，市住建局空调系统

无法正常启动，其工作人员未能

排查出故障原因，遂打电话向国

网枣庄供电公司求助。供电公司

当即安排营销客户经理上门服

务，协助客户解决用电难题。

经检查，原来是制冷系统低

压总开关故障，导致空调无法启

动运行。客户经理立即协助工

作人员排除开关故障，保障了

客户正常供电。事后，市住建局

相关负责人连连向客户经理表

示感谢，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

一幕。这也是国网枣庄供电公司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全面做好优化

供电营商环境工作，国网枣庄

供电公司开展优化营商环境上

门走访服务活动，组织营销客

户经理走访客户，主动对接，

加强沟通，听取客户的意见和

建议，全方位提升企业供电服

务水平。尤其是针对枣庄高新

辖区内的智光通信、鲁南大数

据中心、航天科工等全省新旧

动能转换重点项目，客户经理

主动走访，上门服务，与项目

负责人面对面交流，了解项目

在用电过程中的实际情况，详

细了解建设规划，安排技术人

员协助核定用电需求、设计供

电方案等，及时解决建设过程

中的各类用电问题。

截至目前，供电公司已先

后走访大客户358家，协助排

查并解决各类用电问题6 0余

项，实现了供电服务品质的

提升。 (孟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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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大客户358家 协排问题60余项

上门服务优化供电营商环境

被列入山东省装备制造业调整振兴规划

高端装备升华“枣庄制造”

导报讯 “必须要为枣庄的营

商环境点赞。”浙大网新相关负

责人拿着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浙

大网新高端装备产业母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高兴对

行政审批大厅的工作人员说。

2018年11月，由浙江大学山东

工业技术研究院和浙江浙大网新

集团有限公司联合申报的“山东

省新旧动能转换浙大网新高端装

备产业母基金”对外公示，基金

总规模达到50亿元。

该基金主要采取引导基金、

母基金、子基金三级架构，按市

场化方式与金融机构和境内外社

会资本、投资机构合作，可放大

至200多亿元的规模，重点投资于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高端装备领域

的项目。

由于该基金规模大、市场化

程度高，注册地落在哪里将会有

效带动该地区的产业发展，全省

16市围绕该基金注册落地展开激

烈角逐。枣庄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安排枣庄高新区要持续跟

踪服务。

2019年3月25日，枣庄高新区

党工委、管委安排区财政局、行

政审批局、金融办启动重大项目

联合帮包机制，安排专人负责该

项目的注册落地服务。行政审批

局“妈妈式”代办服务办公室安

排专人专职代办，企业不跑腿，

信息多跑路，除了证明材料等必

备件外，全程由代办专员办理。

代办专员克服企业名称过长、审

核端口不一致等相关难题，于3月

28日上午一次性提交全部资料，

并当天拿到营业执照，真正把审

批程序“繁杂”转变为“一条

龙”服务，做到了实实在在为项

目单位排忧解难。

枣庄市委书记李峰表示，要

跑出枣庄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度”，必须下定决心拼经济。要

牢牢扭住“先把枣庄的经济搞上

去”这个第一等要事，要聚焦项

目建设精准发力。坚持项目至

上、项目为王，一切盯着项目

干、一切围绕项目转，要使尽浑

身解数抓“双招双引”。高新区

行政审批局围绕“双招双引”和重

点项目建设，将继续深入推进“一

窗受理”，打破部门界限，把原来分

散在各个窗口的业务集中到一个

窗口办理，把协调各部门的工作在

内部就完成了，继续大力推行“全

链条”办理，通过绘制全链条办事

周期流程图、剔除重复材料、整合

服务指南、规范申请材料，群众只

跑一个窗口就能一次性办齐所需

证照，真正实现群众创业就业“一

次办好”。 (贾鹏 王超)

50亿省新旧动能转换基金“花落”枣庄高新区

“妈妈式”全程代办获点赞

开栏语：在今年3月份举行的“全省重点工作推进会——— 新旧动能转换项目落地第二次现场观摩”总结会上，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龚龚正先后数次提

及枣庄的项目，并给予充分肯定。近期，济南、淄博、潍坊等地考察团纷至沓来。从本期起，本版将围绕高端装备产业业、化工产业、光纤产业、大数据

产业、锂电产业、医养健康产业及打造营商环境等推出系列报道，聚焦枣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各种种“绝活”。

“没想到村庄变化这么大，现

在我是越来越喜欢我们村了。”日

前，薛城区常庄镇西黄村一位刚从

外地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站在乡村

记忆广场，颇有感慨地说。

西黄村是常庄镇美丽乡村建设

的一个缩影。去年以来，常庄镇在

建设美丽乡村上不搞大拆大建、不搞

千篇一律、不搞雷同照搬、因村制

宜、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展示个

性、有序推进，收到了明显成效。

针对不同村庄特色，该镇深入

挖掘村庄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和产

业优势，依据村庄历史文化和自然

景观，进一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大力实施“五化七改”，打造

“平、净、齐、绿、亮、美”的乡

村环境，全面推进村庄硬化、净

化、绿化、美化、亮化“五化”达

标提升和“七改”工程，各美其

美，各尽其美，量身打造各具特色

的美丽乡村。

去年4月，该镇立足小辛、泉

头、西黄等7个村的历史文化、民

俗风情、自然风光、产业发展等现

实情况，坚持一村一品，进一步挖

掘文化、突出韵味，形成了“饮水思

源，回味泉头”“美丽乡村，幸福小

辛”等特色品牌。

如今，小辛、泉头、水寨、种楼、

孟庄等一个个亮丽村庄如雨后春笋

破土而出，一幅幅美丽乡村、幸福家

园的新图景渐次铺展。

昔日旧乡村变身美丽景点，焕

发出多彩魅力，有效聚拢了民心，

促进了美丽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

目前，墙体立面改造、连线生态建

设、户户通道路建设等有序推进。

品味着一个个透着惊叹与欣慰的印

象画面，常庄人在深切感受美丽

变迁的同时，幸福地见证着美丽

乡村化蛹成蝶的历程。 (李自发)

常庄镇：

乡村蝶变焕发多彩魅力
日前，薛城区邹坞镇的海家

纸业造纸固废综合利用项目正式

获批，这标志着该企业的固废资

源再利用得到有效解决。

去年以来，邹坞镇大力扶持

民营经济发展，打造了一镇四

园，累计入园项目59个，构建了

高端化工、智慧制造、新型材

料、现代物流等产业体系。2018

年，全镇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8 . 21

亿元，实现生产总值34 . 2亿元，

四大园区实现税收3 . 52亿元。

今年以来，该镇不断聚焦产

业园产业提档升级，积极推进项

目建设提质增效。

薛城化工产业园能级全面提

升，规划用地扩大到10 . 54平方公

里，醋酸醋酐一期、煤焦油馏分轻

质化等3个新项目建成运营，超高

功率电极材料项目加速推进，园

区累计聚集项目35个，已建成投

产18个，全年产值达84亿元，以

全省第四的成绩通过省级化工园

区认定。

新材料工业园区焕发盎然生

机，新上的2万吨精密铸造和众润

1万吨沙石骨料项目建成达效，两

大项目贡献税收均超过 1 0 0 0万

元。三和信达完成技改升级，产

品均四甲苯的品质达到世界最高标

准。金正华翔9万吨精密铸造项目

落户园区，园区过亿元项目5个。

机械制造园区发展质效持续

向好，三一重工启动建设多乐采

暖大力研发清洁炉具，中金液压

胶管实施二期扩建，园区项目质

效稳步提升。

现代综合物流园区规模不断

扩大，铁路物流中心实施改扩建

工程，振兴物流新上危化品运输

项目，增添运输车50辆，园区年

货物吞吐量超800万吨。(刘希成)

邹坞镇：

四大工业园区生机勃发

E 新旧动能转换看枣庄①

高端装备

产业不仅是枣

庄产业集群最多

的行业，也是枣

庄首个培育的千

亿产业集群

墨子科创园由滕州市工业资产公司建设运营，精密机床研发孵化制造基地位于墨子科创园核心区

今年以来，薛城区临城

街道强化责任、细化措施、

狠抓落实，以“三个一”为导向，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安全

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建好一支队伍。制定下

发《临城街道安全生产网格

化监管工作实施方案》，按

“属地管理”和“行业监

管”纵横两条线，对每一个

网格落实帮包定点、全员定

责、信息定时措施，通过规

范化建设，形成“事在格

中，人在网中、立体监管、

相互联动、综合监管”的工

作格局，实现“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监管

责任体，切实涵盖到每个生

产经营单位、场所、住户。

落实一套机制。建立常

态化巡查机制，对财富大世

界、北批市场、加油站等重点

区域，坚持“日巡查、周检查、

月排查”，对辖区企业坚持做

到每周一检查，强化风险排

查，完善风险点巡查台账，确

保做到安全隐患第一时间发

现，及时整改。

截至目前，已排查整改各

类安全隐患36处，督促600余

家商户购置灭火器，完成逃

生窗和烟感器安装。

明确一个要求。要求辖

区企业严格落实生产经营单

位主体责任，强化安全生产值

班制度、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建

立、安全设施配备等工作检

查，定期开展安全生产相关培

训，增强企业安全意识，真正

做到防在前、想在前、做在前，

坚决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殷宪昊)

临城街道：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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