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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你牵手千里之外 雄安新区种上“寿光菜”

　 新年伊始，雄安乡村振兴寿光专班前往500公
里外的雄安新区，看看当地大棚建设情况，探寻
寿光蔬菜产业落地生根之路。
　　据悉，自2022年7月以来，潍坊市与雄安新区
打破省市区域界限，发挥寿光蔬菜全产业链优
势，通过村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一对一”结对共
建，并专门成立雄安乡村振兴寿光工作专班，从
园区建设、种植管理、蔬菜销售等全链条进行合
作，推动潍坊与雄安新区抱团发展蔬菜产业。半
年多以来，工作专班对项目跟踪指导、沟通协
调，打通项目建设的“最后一公里”。
　　刚抵达雄安新区，专班人员就来到安新县端
村镇关城村1400亩高品质蔬菜园区，了解项目进
展。目前该项目一期700亩土地平整已经完成，即将
开始大棚建设，建成后将成为雄安新区蔬菜保供园
区。“关城村靠近白洋淀，地下水位较高，与寿光纪
台的情况十分相似。所以在前期设计棚型的时候，
就计划用纪台的棚型进行建设，这种棚下挖比较
浅，有利于蔬菜的种植。”雄安乡村振兴寿光工作
专班成员孙明介绍，考虑到河北比山东更要往
北，气温可能会更低，所以建议当地大棚后面加
土墙增加温蓄热性。对于专班给出的建议，该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海明十分赞同。
　　随后，专班工作人员又驱车赶到容城县城子
村。在城子村高标准大棚里，33000株口感西红柿

长势旺盛。此次定植的西红柿品种是寿光从十多
个口感好、销量高的西红柿品种中，精心挑选出
来的，预计今年3月初第一茬西红柿就能上市。孙
明表示，前期在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的气候模
拟室，通过把雄安新区的温度、湿度、土壤等整
个气候进行了蔬菜种植模拟，来确保这些品种能
够成功在雄安种植。
　　从2022年9月底动工到现在，该村仅用了三个
多月时间就建成了首批高标准大棚。从过去的大
田作物到如今的高标准设施蔬菜，看着满棚的西
红柿，最开心的莫过于这里的村民。“省工省
力、经济效益高，现在我们村也比较认同设施农
业，积极性都很高。”城子村村民刘冬明是一位
有着十几年种植经验的“老把式”，当时得知村
子里要建设高标准的智慧大棚，他第一个报名。
　　“从种植技术、人才服务到标准认定、品牌
打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寿光模式’在雄安新
区扎下根、结出果，帮助雄安新区把蔬菜产业培育
起来，‘不教会不撤离，不丰产不脱钩’，留下一支带
不走的乡村振兴服务队。”雄安乡村振兴寿光工作
专班成员燕黎明说，作为蔬菜之乡，寿光已经向全
国26个省区市提供了蔬菜问题集成解决方案，全国
新建大棚中一半以上有寿光元素。未来，全国各地
都能吃上本地生产的“寿光蔬菜”。“寿光模式”将在
全国开花结果，带动全国人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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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释放改革动力活力

  35 . 实施要素集成改革，积极承接要素市场化
配置综合改革国家试点，开展省级联动试点。加快
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有序推进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深化亩产效益评价改
革，重点区域内工业用地全部推行“标准地”出让。
充分发挥各类政府投资基金的引导作用，引进一批
创业投资基金、天使投资机构，举办产业资本对接
活动，拓宽市场化、多元化融资渠道。
  36 . 开展营商环境集成改革，推动涉企全生命
周期事项集成化办理，实现高频服务事项“免证
办事”“一码通行”。完成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
提升，加快推进全省政务服务标准统一、体验一

致。迭代升级“爱山东”政务服务平台，打造免
申即享、智能审批等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市场
监管、税收管理、进出口、生态环保、劳动保
障、医疗保障、医药招采、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建立健全行业信用评价制度，加快实施具体领域
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37 . 推动企业集成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制定创建世界一流企业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梯次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好企
业；制定省属企业董事会授权管理办法，高标准实
施省属企业对标一流质效提升工程；制定实施支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新培育10个左右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发布民营企业家“挂
帅出征”百强榜。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
业家权益，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
             本报综合报道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马林峰）2月3日
上午，由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政府、潍坊市大数据局、潍坊
市投资合作促进局主办的山东环渤海算力中心首批正式
入园企业发布会在新富佳悦会议中心举行，立昂数智、阿
里云计算、数字扁担、浪潮云等14家企业成功入园。
　　依托山东环渤海算力中心，寒亭区引项目、创优
势、建链条，加快推进数字赋能，打造独具特色的山东
环渤海算力产业集群，引领带动数字经济产业高质量发
展，预计年内数字经济产值占生产总值比重将超过
10%，将打造强力支撑全市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面向全
省、辐射环渤海地区的“潍坊算谷”。
　　抢抓数字产业发展风口，寒亭区将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作为未来重点培育的4个50亿级新兴产业之一，依
托国有平台，投资21.67亿元，规划建设云计算中心、超
算中心、智能制造中心、5G智慧城市应用推广中心、
区块链产业基地、元宇宙数据中心等，打造百亿级算力
产业生态圈，全力抢滩数字经济“新蓝海”。目前已完
成投资8.5亿元，一期13栋单体已有8栋主体完成，其中
超算中心从进场施工到封顶用时7个月，比计划时间大
幅提前2个月，整个项目预计今年6月底前竣工投用，建
成后预计总规模3.7万机柜，可容纳35万台服务器运行，
达产后年可实现利税3亿元。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依托山东环渤海算力中心
能源优势、数据传输优势，寒亭区积极与算力头部企业浪
潮公司深入协商洽谈，达成合作意向，前期建设3000机
柜，推动潍坊市政务云搬迁入驻，同时全力争取农业云、
医疗云、工业云、教育云、能源云等各行业云平台集聚建
设“潍坊云”，打造潍坊市“城市大脑”。

　　为了破解入园企业后顾之忧，寒亭区帮助指导山东
环渤海算力中心挤进省重大项目“盘子”，入选省工信厅
数字经济重点项目名单，并先后两次争取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资金5.1亿元，为项目落实301亩土地指标，破除了土
地资金要素制约。此外，针对东部地区算力需求大、电力
成本高这一矛盾点，发挥潍坊市能源集团平台资源优势，
在山东环渤海算力中心布局建设分布式燃机项目，通过
“光伏+清洁能源+市电”一体化、分布式联供，能源综合
利用效率达到81%以上，每千瓦时用电成本从0.8元降至
0.6元以下，每年可节约能耗6.3万吨标准煤，同时园区采
用高压直流供电技术，减少UPS转换15%的电力损耗，能
为入园企业节省50%服务器投资费用，成功解决算力中
心企业入驻最关心的关键核心问题。
　　要素保障得力，政策服务也配套齐全。突出服务导
向，寒亭区研究出台《潍坊市寒亭区招商引资项目履约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打造“督导企业工程进度、确保项目投
资额度、履行政策扶持力度、提升服务企业满意度”的“寒
亭不寒·招商四度”服务品牌，实施定制化服务机制，对算
力中心实行“容缺受理”“绿色通道”“代办服务”等制度，保
障算力中心建设顺利推进。同时，线上线下招引齐发力，
线上依托招商专用APP，将区位优势、现有要素、招引政策
等整理汇编、实时更新，拓宽招引渠道。线下建立领导干
部带头招商机制，发挥产业招商联盟和“招商大使”作用，
搭建起政府与企业家深层互动、信息共享、交流合作的新
平台。目前，园区已与浪潮政务云、阿里云边缘数据中心
等41家企业签约，将形成数据生态链条高度捆绑，构成园
区数据心脏综合体，全力打造支撑全市数字经济融合发
展、面向全省、辐射环渤海地区的数据聚集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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