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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公告
山东格润环保废弃物处置有
限公司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
填埋场项目（重新报批）环境
影响评价第二次信息公告

  项目位于山东省潍坊市高

密市柴沟镇后方市村北侧，为

原有二期项目重新报批。项目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固废填埋系

统、渗滤液防渗系统、渗滤液收

集导排系统、渗滤液积液井、地

表水导排系统、填埋气体收集

导排系统、固废坝、封场覆盖、

环境监测系统等。

  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承担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现向公众进行第二次信息

公告并征求环保方面的建议，

相 关 信 息 请 查 询 h t t p s ：/ /

www.sdgerun.com/news/86.html，

提出意见期限：同以上网络公

示时间。

  山东格润环保废弃物处置

有限公司

公 告
  潍坊市滨海置业有限公司

于2018年12月30日取得了中港

城综合楼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 ， 证 号 建 字 第

3707032018H0253号。

  因该项目规划调整，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和《山东省城乡规划条例》相关

规定，上述证件作废，不再具有

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寒亭分局

       2025年6月16日

中中缝缝广广告告

受受理理热热线线：：

88119966666677

1155990055336600220033

1133660055336633998888

邮邮箱箱：：

778811559922000033@@

QQQQ..ccoomm

微微信信：：

1155990055336600220033

在山东禾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将各类农药产品进行分装、打包。

□本报记者 于哲 文/图

　　昌乐，因蕴藏丰富的蓝宝石资源而
闻名于世，被誉为“中国蓝宝石之都”。县
域内蓝宝石矿区面积达450多平方公里，
储量数十亿克拉，占全国蓝宝石总储量
的90%以上，是世界四大蓝宝石矿区之
一。昌乐蓝宝石以颜色浓艳、颗粒硕大、
双色性显著、晶体完整等特质著称，深受
国内外消费者青睐，被国际宝石行业誉
为“中国蓝”。
　　依托丰厚的蓝宝石资源，昌乐逐步
构建起以“蓝宝石+黄金”为双引擎的珠
宝首饰特色产业集群。自上世纪80年代
起步，历经数十年的培育，目前全县有黄
金珠宝加工经营主体1000余家，从业人
员达1万余人，年加工宝石能力达1000多
万克拉，年加工黄金能力100多吨，年加
工交易额突破30 0亿元。昌乐县被评为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特色产业基地”“中
国珠宝产业基地”。
　　近年来，随着中国风在全球掀起一股
热潮，中国元素逐渐成为国际时尚界的宠
儿。从古典图腾到传统工艺，从东方美学理
念到文化符号，各大珠宝品牌纷纷将中国
元素融入设计之中，以创新视角诠释东方
韵味，那些美到极致的艺术珠宝，开始征服
全球市场。
　　时代向前，昌乐的“淘金”者始终与
时俱进。走进当地知名企业梦金园黄金
珠宝集团的生产车间，工匠们正以剔、
刻、镂等非遗技艺精心雕琢着手中的黄
金首饰；而企业智能制造中心内，3D打
印、CNC数控精雕机等设备高效运转，自
动化织链机更以每分钟30至500次的惊
人速度编织金链，实现效率与精度的双
重飞跃。这种融合中国元素设计语言，运
用传统非遗技艺与现代化设备高效协作

生产制作的珠宝饰品，不仅打破传统珠
宝生产效率瓶颈，更以独特的美学价值
赢得市场青睐。
　　面对互联网经济浪潮，昌乐县率先
布局电商直播赛道。2019年，中国宝石城
“珠宝行业淘宝直播基地”挂牌，2020年
快手基地成立，2022年抖音电商珠宝潍
坊运营中心入驻，形成“淘宝+快手+抖
音”的三维电商矩阵。目前，宝石城内电
商企业突破800家，线上销售占比显著提
升，银托宝石、中高档宝石等产品销量全
国领先。
　　从资源到产业，从制造到智造，从线下
到线上，昌乐正以“中国蓝”为底色，书写黄
金珠宝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这片土
地上，宝石之光与时代创新之火交融，不仅
锻造出“色浓永恒”的珠宝传奇，更彰显了
一座县域经济向现代化、国际化转型的璀
璨轨迹。

昌乐黄金珠宝：匠心赋新韵

□本报记者 赵金凤 通讯员 谭斌

　　“10块钱能吃上一荤两素，米饭馒头
管够，比在外面吃实惠，还提供免费的绿
豆汤。”6月16日中午，在奎文区东风里项
目工地的配餐点前，来自哈尔滨的建筑
工人冯云波捧着热气腾腾的餐盒，脸上
满是笑意。这是奎文区住建局开展的建
筑工地工人配餐服务，让百余名工友在
工地上吃上了“家”的味道。截至目前，东
风里、潍州风华、橙园等9个项目已全面
推广配餐服务，惠及建筑工人1800余人。
　　这项惠民举措始于2024年5月的试点
探索。奎文区住建局以“原材安全可溯、烹
饪健康透明、饭菜营养可口”为目标，对辖
区9个在建项目开展深度调研，从食材供
应链、餐品定价到口味偏好，逐项摸排工
人需求。经多轮比选，引入优质餐饮企业，
构建起“政企联动”供餐体系。“我们针对
工人地域差异，准备了营养可口的套餐，
价格有10元和15元两种，10元为一荤两素，
15元为两荤三素，馒头、米饭和应季汤饮
不限量供应。”餐饮企业负责人介绍。
　　安全与品质，是配餐服务的“生命
线”。奎文区住建局建立“双线监管”机制：
供餐企业端推行“明厨亮灶”或“透明配
送”，提供符合不同地域和民俗饮食习惯
的个性化参与服务，从食材采购到加工配
送全程留痕；监管端组建专项工作小组，
每月开展食品安全抽检，同步设置流动意
见箱收集工人反馈，让配餐服务既有“标
准线”又有“人情味”。
　　配餐服务带来的不仅是舌尖上的满
足，更成为凝聚人心的“黏合剂”。“工友们现
在半小时就能解决吃饭问题，饭菜安全问
题得到保障，还能回宿舍休息。”东风里项目
负责人张斌坦言，配餐服务推行后，工人们
对饭菜很满意，提升了工人们的归属感。

　　“去年以来，奎文区住建局在辖区项
目开展建筑工地工人配餐活动，通过政
企联动、全程监管、服务升级等举措，让
工友们体验“舌尖上的温暖”，吃上暖心、
放心饭。奎文区住建局将持续探索高效
可行的常态化机制，不断优化完善配餐

流程，扩大配餐服务覆盖面，让更多工友
告别“冷饭冷菜”，用热气腾腾的饭菜温
暖更多的城市建设者。”奎文区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扩大配餐覆盖
面，让“暖心餐”成为城市建设者的民生
福利。

　　从“有饭吃”到“吃好饭”，奎文区住建
局的配餐实践，既是对农民工群体的温情
回应，更是住建领域“以人民为中心”的生
动注脚。当一碗热饭驱散劳作的疲惫，凝
聚的不仅是劳动者的归属感，更筑牢了城
市建设的根基。

奎文区工地配餐服务既有“标准线”又有“人情味”———

1 0元管饱，暖胃更暖心

工友们在工地上享受配餐服务。    记者 孙树宝 摄

□本报记者 于菲 文/图

　　日前，记者在滨海区大家洼街道山
东禾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看到，现代化
的包装设备高效运转，产品分装、打包等
流程一气呵成，每一个环节都紧密衔接，
奏响了企业蓬勃发展的旋律。
　　据介绍，该公司是一家集科研、开
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创新型农药生产
企业，拥有100多个产品，年产值4500万
元，产品不仅畅销全国各地，还远销埃
及、肯尼亚等16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
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公司的拳头产品是松脂酸铜，是一
种高效的有机铜类杀菌剂，它可以用于
水稻、小麦、果树、蔬菜等各种作物的病
虫害防治。”山东禾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王浩告诉记者，多年来，他们一
直注重科研创新，目前正式启动生测室
建设项目，聚焦菌群培育，深入探索生物
防治新路径，致力于研发无毒、低残留的
绿色杀菌剂，打造集科研、试验、检测于
一体的综合性平台，引领行业朝着绿色、
低碳、环保的方向不断迈进。
　　“公司的快速成长，要感谢街道一直
以来的支持和帮助。”在王浩看来，企业
的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春风送暖”。
“街道服务企业专员等与公司建立‘一对
一’的沟通机制，实时把企业难题解决在
一线，并第一时间将惠企政策、企业申报
等送到企业，健全企业成长要素保障，让
企业少走了不少弯路。如今，在街道的帮
扶下，公司已经被评为潍坊市专精特新
企业。”王浩说。

　　打造优质营商环境，不仅要服务好
大企业，更要为小微企业“护航”。“我们
建立‘ 22名服务企业专员+124家包靠企
业’网格化服务体系，制定‘定期走访-诉
求收集-分级处置’工作流程。服务企业
专员每月开展‘无干扰式’走访，重点收
集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6类问题，通过
‘现场协调+联席会商’机制推动问题化
解。”大家洼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管永梅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已累计开展
走访服务全覆盖8轮次，解决12个问题，
企业满意度达98%以上。
　　日前，在大家洼街道召开的“我为

企业找订单”企业家座谈会上，辖区重
点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产业链协同
合作、本土资源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交
流，共同探索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
　　“我们希望通过这项活动，充分调动
和汇集各方资源，积极帮助企业拓市场、
增订单、找销路，带动区域产业协同发
展，在大家洼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互为上下游、形成产业链’的共生格局。”
大家洼街道人大工作室主任厉彦刚说。
　　“我为企业找订单”活动是大家洼街
道拉内需、促循环的一个缩影。与此同

时，这个街道通过开展“政策敲门”专项
行动，重点对3家潜在培育企业实施“一
企一策”指导，助力企业转型升级，并协
助辖区上下游企业实现企业供需的精准
对接，推动产业链“内循环”提质增效，助
力更多合作成果落地生根。
　　无独有偶，今年以来，大家洼街道还
创新“政银企”常态化对接机制，与6家金
融机构及重点企业代表共商发展。同时，
聚焦企业“项目落地需资金”与银行“服
务地方求共赢”的双向需求，组织金融机
构现场推介“惠企贷”等特色产品，并结
合企业发展痛点提出定制化融资建议。
　　通过积极搭建各式各样的政银企合
作平台，当地将融资方式从“撒网捕鱼”
改为“挂饵钓鱼”。目前，已为辖区博海明
颖项目解决300万元资金短缺问题，为瑞
途设备解决500万元资金短缺问题，帮助
大量企业与金融机构建立了联系。
　　不仅如此，为让企业有钱可贷、放心
能贷，“贷”动企业加速快跑。大家洼街道
持续深化“金融+产业”融合，打造“金融
生态链”，联合金融机构量身定制解决方
案，推动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开展“千企
万户暖企行”活动，累计摸排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5506家，建立融资需求动态清
单，引导412家市场主体完成融资平台
注册。
　　将服务“植”入企业，大家洼街道管
家式服务助力企业突破瓶颈，让企业“轻
装上阵”跑步前进。如今，群众办事更方
便，市场主体更活跃，发展动力更强劲，
振兴活力更澎湃，“优质营商环境”已经
成为大家洼街道的“金字招牌”。

  梦金园黄金珠宝集团的手工匠
人正在加工珠宝首饰。

让企业“轻装上阵”跑步前进
——— 大家洼街道管家式服务破瓶颈增动能

　　本报讯 （记者 李国栋）近日，
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2024年度市管
社会组织年报工作圆满完成。
　　据了解，截至5月31日，我市本级
登记社会组织共1006家，应参加年报
9 4 7 家 ，校对通过9 1 8 家 ，年报率
96.93%，未提交年报29家。各社会组织
通过山东省社会组织管理平台外网
申报系统提交的2024年度工作报告，
已在“山东社会组织”网公示，接受社
会监督。
　　前期，市民政局印发《关于开展
2024年度市管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
业单位年报工作的通知》，同时在潍
坊民政官网、公众号及微信工作群

进行公布。通过电话、微信等多种方
式，通知市管社会组织及时参加年
报 ，确保社会组织年报知晓率达
100%。
　　针对填报过程中出现的疑问，
市民政局专设2部年报指导热线，安
排专人答疑解惑，确保年报填报效
率和准确率。特殊填报人群，提前做
好预约工作 ，安排专人进行现场
指导。
　　对各社会组织提交的年报材料，
由专门工作人员对提交年报内容信
息的完整性进行审核，对于不符合要
求的及时反馈并提出指导修改意见，
确保年报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我市918家社会组织

通过年报工作

　　本报讯 （记者 刘伟）“原本以
为个体工商户转企业要跑多个部门，
没想到现在通过‘变更’就能一次性
完成，而且不影响日常经营，真是太
便捷了！”近日，高新区某火锅店负责
人贾先生通过“个转企”一件事服务
专窗，顺利完成了转型升级业务办
理。自今年5月1日我市全面推行“个转
企”一件事改革以来，已有15家个体工
商户成功转型升级为企业。
　　今年以来，市审批服务局全力推
进“个转企”一件事改革，以创新举措
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转型
升级。流程再造“一次办”。打破部门
壁垒，将分散在审批、税务等6个部门
的个转企变更登记、涉税办理、银行
账户预约开立、社保办理、医保办理、
公积金办理等7个关联事项整合为
“一件事”套餐。依托山东省企业开办
“一窗通”服务平台，实现“个转企”申

请“一次提交、一网通办、一次办好”，
办理时限压缩60%以上。
　　权益保障“无缝接”。改革突破传
统“先注销后设立”的模式，创新采用
“直接变更”方式。转型后的企业不仅
可以沿用原个体工商户的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及成立日期，还能保留原字
号和行业特点。这一举措最大限度地
保障了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为经营主
体延续发展优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
保障，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增强企
业发展信心。
　　服务升级“全帮办”。在市、县两
级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个转企”一件
事服务专窗，组建专业化帮办团队，
为企业提供从政策解读、材料准备到
系统操作的全流程“一对一”服务。同
步优化线上办理渠道，实现线上线下
服务同质同效，切实解决经营者“不
会办”“办不好”等难题。

我市推行“个转企”一件事改革

“共建花园”
让幸福触手可及

◎赵金凤 井峥

　　城市绿化不仅是提升城市颜值
的“面子工程”，更是关乎民生福祉的
“里子工程”。我市创新推出的“共建
花园”模式，以城市绿化为切入点，让
绿色生态与惠民服务深度融合，走出
了一条城市建设与民生改善同频共
振的新路径。
　　“共建花园”实现了资源的高效
利用与品质的全面升级。通过“共建
花园”，将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纳入
城市绿化版图，变废为宝。在老旧小
区，保留原有乔木，补植多样花卉，打
造四季有景的主题花园；在校园内，
拓展绿化空间，建设兼具观赏性与功
能性的实践园地；在城市节点，引入
社会资本，高标准打造城市绿色会客
厅。这种因地制宜、精准施策的绿化
方式，既避免了大拆大建的资源浪
费，又提升了城市绿化的层次感与丰
富度，让城市绿化从“粗放式扩张”转
向“精细化提升”。
　　在惠民层面，“共建花园”真正做
到了把绿色福利送到群众身边。老旧
小区花园的建成，不仅改善了居住环
境，更成为邻里交流的平台，曾经因
养花引发的矛盾纠纷，在共同养护花
园的过程中转化为互帮互助的邻里

温情；校园花园让孩子们走出教室，
在亲手种植、观察记录中亲近自然、
学习知识，实现了生态教育与劳动教
育的有机结合；城市“绿色会客厅”的
打造，则为市民提供了休闲娱乐、放
松身心的好去处。这些改变，让城市
绿化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景观，而是触
手可及的幸福。
　　更值得关注的是，“共建花园”所
蕴含的“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政府发
挥引导作用，出台方案、提供技术支
持；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出资捐
建；市民主动参与，从规划设计到日
常养护全程融入。这种多元主体协同
发力的模式，构建起全民参与的新格
局。当市民成为城市绿化的“主人
翁”，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也在不断增强，形成了城市建设与市
民参与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潍坊“共建花园”的实践，为城市
绿化与惠民工程的有机融合提供了生
动范例。城市绿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充分调动各方力量，才能真正实现生
态效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多赢。

　　6月15日，2025潍坊露营季暨“寿枣园·露营烧烤音乐节”在寿
光市寿枣园景区启动。草坪、星空、乐队、啤酒、烧烤……炎炎夏日，
来自潍坊各地的100余名露营爱好者，在这里感受别样激情。据了
解，本次露营季将持续5个月时间。图为游客在享受美食。
                  记者 孙艺丛 摄

　　本报讯 （记者 刘元超）近
日，“才聚潍坊·技能兴潍”第五届潍
坊市职业技能大赛——— 第四届潍坊
市渔业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在寿光市
举行。
　　此次竞赛包括理论知识考试和
现场操作技能考核2项，均严格按照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级（高级工）以
上技能要求命题。来自全市范围内的
31名选手参加比赛。现场操作技能考

核环节，选手们分别进行了鲤鱼以及
凡纳滨对虾解剖。经过激烈角逐，最
终产生个人一等奖3名、二等奖6名、
三等奖9名。
　　据悉，前三届竞赛共培育全国
技术能手1名、省技术能手1名，潍坊
市技术能手3名，优秀选手7名。近年
来，竞赛培育了一批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乡村振兴和渔业高质量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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