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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旧空间焕发新活力

为企业减负重在提升获得感

蒋

波

孙 家 港 村 的 和 美 蝶 变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 本报记者 刘 成

本版编辑 徐 达 美 编 倪梦婷

近日，云南省大理白族

自治州洱海两畔，湖水与蓝

天、苍山、民居等构成一幅美

丽的生态画卷。近年来，当

地持续推进洱海生态治理工

程，通过退耕还湿、截污治

污、生态修复等举措，逐步恢

复湖泊自然生态。

常 奇摄（中经视觉）

不久前，《苏州市降低企业

综合成本工作方案》出台，从降

低用能、用地、融资成本等 10

个方面制定 42 条举措，推动各

部门努力为企业降本减负。

企 业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主 力

军，是创造就业、推动创新、促

进增长的关键力量。切实为企

业减负担、添动力，才能为市场

增活力、为发展添效益。近年

来，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

为企减负政策举措，加大减税

降费力度、强化涉企收费监管、

清理拖欠企业账款等。随着相

关政策落地见效，企业的活力

与韧性稳中向好。也要看到，

当前企业发展仍面临“急难愁

盼”，一些减负政策未能直达，

一些地区和行业的收费主体还

存在“钻空子”“打擦边球”等现

象，违规收费问题时有发生，民

营企业领域“乱罚款、乱检查、

乱查封”等现象依然存在。

政 策 好 不 好 ，关 键 看 实

效。在为企减负过程中，各地

需着重提升政策实施效果，努

力助企轻装上阵，让经营主体

有更多获得感。

提升企业获得感，要让好

政策不打折扣。政策如果落实

不到位，不仅削弱实际效果，还

可能影响企业发展积极性。各

地需要主动倾听企业等经营主

体诉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进一步细化实化减税降费、

优化营商环境、破解融资难题

等惠企政策落实举措，主动上

门为企业讲政策、送服务、察企

情，提升服务水平，促进政策红

利直达企业、应享尽享。同时，

加强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坚决破除政策落实“中梗

阻”，确保政策精准落地，打通政策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提升企业获得感，需切实减掉隐性成本。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数据显示，2024 年共查处各类主体涉企违规收费案

件 3042 件，责令收费主体退还企业 13.6 亿元。这说明，在

现实中，“越界收费”“搭车收费”“变相摊派”等违规隐性收

费依然存在。各地需进一步完善涉企收费相关法律法规制

度，持续规范涉企收费行为，通过建立健全目录清单管理制

度，加强评估审核，确保清单之外无政府定价收费。同时，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常态化宣传解读和跟踪监测，及时

“把脉问诊”，完善问题线索的收集和处理机制，形成对涉企

收费的全过程闭环监管。

提升企业获得感，还要积极消除其心理负担。一些地

方和部门在涉企检查中乱作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多

头、重复、高频次检查等乱象令企业“头疼”。各地需通过制

度创新，着力规范涉企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中介服务、评比

达标示范创建等，推动执法检查“瘦身”，杜绝想查就查、想

罚就罚的执法任性，利用信息化手段，优化材料获取、报送、

测评等环节，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进一步降低企业

迎检成本。例如，江苏徐州新沂实行“执法检查事前告知、

综合检查一次、轻微首违不罚”等柔性机制，拒绝“突击扰

企”，避免“多头查、重复查”，以柔性执法为企业减负。

近日，在湖北省枝江市七星台镇孙家港村的

温室大棚内，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人。这些大棚

科技感十足，村民们只需点击手机屏幕，就能控制

大棚里的湿度、温度和光照强度。村民孙世娥说：

“在 6 年前，村里还是另一番模样，尾菜随处堆放，

水塘水体发黑。”

变化发生在 2019 年，在上海工作的“新农人”

孙小华返乡创业。作为孙家港村人，孙小华带领

团队运用环保科技手段清除底泥、种植水生植物、

建设生态护坡和浮床，还引入光伏发电和智能灌

溉系统。短短几年，曾经的臭水沟变成清澈见底

的生态湿地，荒废的土地焕发出生机。孙小华介

绍，通过科学规划和村民共同参与，村里的环境实

现了从“脏乱差”到“洁净美”的转变。如今，水清

岸绿的孙家港村成为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典范。

乡村全面振兴的落脚点在人民，怎样带动村民

挣钱？孙家港村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村“两委”经过多方考察学习，决定采取“支

部+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新模式，发动广大村

民积极参与，建设集四季采摘、农旅观光、宣教研

学、生态种植养殖、果蔬加工、农耕体验、全量资源

循环于一体的未来数字智慧田园综合体。

为此，村里先后召开湾子会 30 余场次，11 名

联户长示范带动，53 户村民自愿让出园田 200 亩，

群 众 自 治 组 织 、经 济 社 会 组 织 也 加 入 进 来 ，以

1322 万元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4000 余万元，汇

聚多方力量开展智慧田园综合体建设。如今的孙

家港村种上了草莓、羊肚菌、樱桃小番茄、蓝莓、车

厘子等多种果蔬，产品销往全国各地。走进空中

番茄园，诱人的小番茄挂在半空，温、光、水、肥等

参数集中呈现在大屏上，一目了然。干净整洁的

番茄大棚，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今天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现摘现发

的樱桃小番茄⋯⋯”正在大棚内直播的村民肖学

翠说，智能农业不仅提升了产业附加值，还为村民

提供就业机会，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吸纳周边

40 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每月的平均工资达 5000

元以上，户均年收入增长 2 万元以上。

“别小瞧这些大棚，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

‘新引擎’。”孙家港村党支部书记时小平说，全村

目前年产果蔬超千吨，亩产值 10 余万元，年产值

突破 400 万元。

孙家港村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生态和产业上，

更体现在农文旅融合的发展模式上。该村构建了

以田园乡村为底蕴，以休闲采摘为特色，以共享经

济为亮点的农文旅融合模式，打造了四季采摘园、

休闲垂钓园、共享菜园等特色项目，将村民房前屋

后的零星荒地整合利用，划分成小块地供游客认

领种植，形成了集休闲、民宿、采摘、观光于一体的

农旅融合产业链，年接待游客近 3 万人次。

“村里的环境好起来了，大家伙的口袋也鼓起

来了。”村民时作海说。如今的孙家港村，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正以崭新的姿

态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漫步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鱼湾路，一处处

橙白相间的小楼映入眼帘。走进其中，一家

家设计公司、文创企业显露出“文艺范儿”，让

人流连忘返。这里，正是创新空间——闯创

驿·青年梦工厂。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老旧工业园，后来在政府引导下，成功改造并

引入众多文创企业、科创公司，老厂房华丽转

身，成为充满科技气息和时尚元素的创新产

业园区。

旧工业园区变身创新园区，是青岛盘活

低效用地的缩影。近年来，青岛通过片区统

筹、产城融合和品质提升，成功盘活低效用

地，探索形成了低效用地再开发“青岛模式”，

走出了一条“向存量要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路径。

激活独特价值

从青岛市崂山区张村河生态修复和环境

整治提升工程先行启动区往东，一直到松岭

路，到处是工人忙碌的身影。相隔不远，已于

去年 10 月份开放的先行启动区内，此刻正洋

溢着孩童们的欢声笑语。这片曾经的城市

“伤疤”，如今正经历着美丽蝶变。

张村河片区住着 2 万余原村民和 6 万余

外来人口，是青岛主城区最大的城中村，曾

经，村中河畔环境脏乱差。“2022 年以来，我

们全面启动张村河片区改造工作，按照生产、

生活、生态相融共生的理念，将好山、好水、好

风景融入其中。”崂山区副区长王军说，改造

片区沿河设置了多样化驿站，分为商业购物、

儿童天地、运动体育城市客厅、人才服务等主

题，打造了一系列适合全龄化的娱乐休闲场

景。经过治理，如今的张村河片区绿意葱茏、

人流如织。

与河畔美景不同，市北区欢乐滨海城正

以另一种姿态诠释着低效用地再开发的魅

力。作为青岛的“后海花园”，欢乐滨海城所

在区域原先海岸线斑驳杂乱、道路泥泞难行，

周边居民虽濒临大海但休闲娱乐空间缺乏。

“我们采取‘重点项目引领+配套政策赋能’

组合拳的方式，充分激活这片低效用地的资

源禀赋，打造充满活力的滨海生活圈。”青岛

市土地储备整理中心副主任巩振君说。

在欢乐滨海城滨海步道上，老人们在漫

步，孩子们在广场上玩轮滑，跑步、骑行的市

民络绎不绝。家住附近的李海峰夫妇带着小

孙子来到海边，“这里风景很美，沿着海滨步

道走走是种享受，新建的户外乐园格外受孩

子们欢迎”。

为将低效片区淬炼出宜人“新风景”，青

岛针对不同片区的肌理与禀赋，采用“一地一

策”差异化策略，激活了各区域的独特价值，

使之成为城市新地标。

孵化产业项目

“没想过要回来，但随着众多大企业入

驻，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让这里有了‘城市

范儿’，不少朋友从外地回来上班了。”庄欣大

学毕业后没有选择回家，而是到离家几十公

里的小公司打工。那时，有着 40 余年纺机制

造历史的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分散着 1600

余家厂房、手工作坊，因发展空间不足、产值

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被打上“低效用地”的

标签。

“从 2022 年起，我们坚持产业引领、产城

融合、以产兴城，拆除 220 多万平方米老厂

房，腾出低效用地 1.5 万亩，打造新型显示产

业园，以此推动王台街道由传统产业小镇向

现代芯屏产业新城蝶变。”青岛开发区规划建

设部部长刘峰说。

目前，新型显示产业园已投产京东方、海

信视像、融合装备、万达光电等芯屏上下游企

业 17 家，总投资 356.8 亿元。2024 年产业园

实现营收 449 亿元、同比增长 14%。仅京东

方一家企业就新增就业岗位约 1.5 万个，给当

地居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

如今的王台街道，凭借产业优势和完善

配套，正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回乡就业。抓

住机遇的庄欣，现在已成功应聘到离家仅 10

分钟车程的青岛新核芯科技有限公司，薪资

也比之前高了不少。

而实现了颜值“逆生长”的崂山区张村河

片区，与王台街道一样，也通过大力发展新兴

园区，迎来了高质量发展新机遇。

“我们按照‘区域统筹、连片开发’的原

则，在 2023 年 7 月完成了张村河片区 12 个社

区的整体搬迁工作，腾挪出了万亩发展空

间。围绕市重点产业发展导向，通过政策与

产业引领，将低效用地变成新兴产业集群。”

王军说，去年以来，已有 130 余个优质项目落

户张村河北岸的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海洋生

物医药、智能制造及工业互联网四大新兴产

业专业园区。

产 业 是 城 市 实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关 键 。

2022 年以来，青岛低效片区共实施产业项目

269 个，京东方科技、歌尔声学、潍柴动力等

37 个项目投产，已累计实现产值超 500 亿元。

培育创意空间

近日，由青岛最大的闲置物资交易市场

改造而成的青岛国信全民健身中心试运营，

面向全体市民开放。焕新升级的国信全民健

身中心让城市老旧空间焕发出新活力。“这里

既能看到我们老一辈留下的痕迹，又能让年

轻人享受完善的运动设施，还能让小孩子尽

情玩耍，可以说，一块地养了三代人。”带着孙

子前来运动的市民周为军说。

“这片区域是原四方区的中心，1959 年

开始是原青岛第二粮库储备库区，建有 6 座

苏式仓房。后来，这里又成了经营长达 20 余

年的闲置物资交易市场。”国信全民健身中心

项目负责人戴路告诉记者，2022 年时，平安

路 24 号地块已被列入青岛 22 处低效用地之

一，“将这里改造成健身场所，能够继续造福

周边和全市居民”。

改造后，国信全民健身中心共有 6 栋单

体建筑，目前，篮球馆、羽毛球馆已对外开放，

其他休闲体育类场馆也将陆续投入使用。其

中，篮球馆精心打造成为 CBA 篮球公园，配

置“1 个全场+1 个半场”的标准篮球场。免费

开放的公共娱乐区满足儿童需要，环形步道

则适合老年人漫步⋯⋯这里仅试运营期间的

场馆人流量已累计近 5000 人次。

在旧空间里续写“新故事”的还有青岛昔

日的“老碱厂”。一段时间以来，位于青岛市

李沧区德江路东部的老碱厂颇为沉寂。“我们

保留了这里的工业遗存风貌，同时突出产业

公共设施配套和服务功能，将其打造成一个

集产业综合服务、科创企业培育孵化、新文化

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创意中心——楼山创忆

空间。”李沧区兴城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孟庆

娇说，目前，该空间已完成竣工验收，近期正

在开展规划验收工作，不久将对外开放。

盘活低效用地所呈现的除了是物理空间

的更新，更是对美好生活的重构。截至目前，

青岛已累计挖掘实施“微更新”650 余处，推

动越来越多低效用地变身“新高地”。

上海芦潮港中心站进行海铁联运卸车作业。 （资料图片）

长三角海铁联运助力外贸出口
本报记者 唐一路

今年以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上铁集团”）助力服务国家外向

型经济发展，持续推动海铁联运增运上量。

截至 5 月 9 日，长三角铁路 2025 年以来已完

成海铁联运（箱数）超 100 万标箱。

在长三角地区，铁路部门强化货运点线

能力支撑，有力满足海铁联运需求，推动降低

社会物流成本，助力供应链稳定畅通和外贸

出口持续向好。近年来，上铁集团加强与上

海港、宁波舟山港海铁联运项目合作，优化运

输组织，加强固定机班设置，按照客户需求分

阶段精准开车，无缝衔接装卸、船期，开行“满

轴”列车、“双快”（海铁联运快线+中欧快航）

物流模式精品线路等，大幅减少车流在站、在

港停留时间。截至 5 月 9 日，上海港、宁波舟

山港今年已累计完成海铁联运（箱数）100.4万

标箱，同比增幅 8%，其中，上海港完成海铁联

运（箱数）35.1 万标箱，同比增幅逾 20%，创历

年同期新高。

上铁集团物流事业部多式联运科科长李

琳介绍，随着合肥派河港铁路物流基地、芜湖

塔桥多式联运基地、阜阳国际物流港、扬州江

都铁路专用线等基地（专用线）相继建成运

营，截至目前，长三角地区至上海港、宁波舟

山港的海铁联运班列线条达 95 条，助力白色

家电、光伏组件、五金件等商品“出海”；同步

做好空箱衔接，提高运输组织效率，保障线条

兑现率，促进大港海铁联运增运上量。

经过更新经过更新，，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实现由传统青岛西海岸新区王台街道实现由传统小镇向现代小镇向现代产业新城产业新城转型转型。。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