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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5日讯 好的营商环境既是企业发展
的“软环境”，也是辖区发展的“硬实力”。面对经济发
展与疫情防控的“双重大考”，崂山区沙子口街道以便
民利企为突破口，坚持党建引领，念好“勤、转、强”三
字诀，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助企纾难解困。

今年以来，沙子口街道依托辖区现有“四园一基地”
招商平台，全力当好“店小二”，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对企
业的意向交流、注册登记、落户入驻等相关工作，采取“一
对一保姆式”跟踪服务，不断打造辖区优质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企业工作是打基础立长远的重
要举措。为大力推进农村电商工作，沙子口街道主动谋
划、积极探索，加快形成政府、社会和各类市场主体对农
村电商的发展氛围，遵循助力传统产业转型，扶持农村电
商做大，发挥农村电商辐射带动作用原则，以金达利创客
空间为载体，成立了沙子口街道农村电商服务中心。街
道相关领导积极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出谋划策。农村电商
自发展以来，服务网络已初具规模，大大方便了百姓的生
活。（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首席记者 张译心 通讯员 郝瑞平）

12月1日起，青岛全面启用电子居住证

打开手机就能“亮证”办业务
本报11月25日讯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公安

厅、山东省大数据局《关于推广应用山东省居住证
电子证照的通知》要求，深入推进“无证明之省”建
设，更好地服务广大流动人口，青岛将于12月1日
起全面启用电子居住证。

根据《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
相关文件规定，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居住半年以上，
或明确预期居住半年以上，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
合法稳定住所、连续就读条件之一的，可以申领居
住证。居住证一人一证，每年签注一次。办理了
居住证，能享受到居住、就业、子女入学等方面的
便利。“目前，全市 14家市直单位明确职责分工，
落实电子居住证在政务服务扫码、行政执法现场
核验、社会化服务‘亮证’等29个与流动人口生活
密切相关场景应用，确保持有本人电子居住证的
流动人口依法享受我市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便
利。”民警告诉记者，与实体证件相比，电子居住证
具有办证不跑腿、亮证更方便、应用更智能等三个
显著特点。

11月25日，青岛市公安局户政处会同开发区
公安分局人口管理大队在西海岸万达广场开展电
子居住证推广应用宣传活动。现场演示了山东微
警务申领电子居住证操作流程，并解答群众疑问，
大力宣传电子居住证的必要性、优越性、实用性和
便利性。

活动现场，民警发放宣传单页 2000 余张，答
复群众咨询 300 余人，帮助指导群众现场通过山
东微警务申领电子居住证70余人次。

公安机关提醒，群众可以通过“山东微警务”微
信公众号或“爱山东”App即可在线自助申领，公安机
关网上核发；群众可以使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登录

“山东微警务”微信公众号或“爱山东”App动态查看、
实时出示本人的电子居住证，方便办理各类相关事
项（具体方式可查看“青岛公安”微信公众号11月25
日内容）。

公安机关专门强调，电子居住证与实体居住
证申领条件一致，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对于老年
人、未成年人等日常不使用智能手机或不方便申
领电子居住证的特殊群体，线下办理渠道依然保
留，可在居住地公安机关现场申领居住证。（观海
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青公宣）

本报11月25日讯 “在青岛投资发展，我们很放
心！”24日，青岛海湾集团有限公司一行人员手持锦旗来
到市生态环境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感谢该中心为三个
总投资高达43亿元的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所付出的努力。

青岛海湾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西海岸新区董
家口经济区，是青岛海湾集团旗下骨干企业，拟开工
建设三个项目。这三个项目，总投资高达43亿元，投
产后预计年总产值约80亿元、年利税约25亿元。

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利税，对城市而言都是一个巨

大利好。不过，也正是由于投资额大、投产后利税高、
建设工期紧，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多、难度大，想要在短
时间内同时完成技术评估、拿到环评批复并非易事。

“企业的困难就是我们上前服务的号令。”市环境工程
评估中心主任左华告诉记者，企业正式上报项目后，该中心
立即成立技术攻坚小组，并邀请顶级专家参与技术把关，在
项目技术复核会后快速完成评估报告。用最短时间让三个
项目拿到了技术评估报告，为早日开工建设奠定了基础。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徐美中 通讯员 陈璐 周鹏）

本报11月25日讯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
薇昨天下午做客民生在线，围绕“抓牢实体经济，打好
稳增长组合拳”主题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

不少网友对今年我市夏粮收购情况十分关心。
王薇表示。在今年收购期间遭遇连续降雨等不利影
响下，市发展改革委通过召开夏粮收购座谈会并下发

通知，对做好夏粮收购工作进行部署，全市设置收购
点 199 个，收购仓容 81 万吨，机械设备等 1500 余台，
协调农发行落实授信 10.6亿元，指导平度、莱西建立
贷款信用保证基金4675万元。全市各类粮食企业共
收购小麦58.53万吨，同比增长0.19万吨，收购量创历
年新高。

在网谈中，也有网友关注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青岛医院获批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王薇回复道，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
局联合下发通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青岛医院项目入
选全国第四批、全省首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清
单。项目建成后，将建设成为高水平的临床诊疗中心、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高层次人才培养基地和高水准科
研创新平台。 （观海新闻/青报全媒体 记者 杨光）

解决燃气改造最后一公里

科技街社区第三网格泰山路 127 号楼院建于上
世纪90年代，属于老旧小区，老年人居多。由于以往
天然气加装工程时，管线铺设没有合适的线路，1号楼
2单元七户居民长期以来一直依靠瓶装液化气烧水做
饭，换气灌气、搬上搬下，不仅不方便，还要担心安全
问题。对于这7户居民来说，将天然气早日“接进”家
中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望。今年，此处作为“老旧小
区天然气改造最后一公里”工程纳入到科技街社区“网
格微更新”项目中。在推进过程中，居民意见难以统一
是一大难题。第三网格党支部书记姜勇介绍，他们组

织网格志愿者开展入户调查，前后和居民、泰能天然气公
司协商了七八次，想了很多方案，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最
终确定从地下埋设管道的施工方案，从而解决问题。泰能
天然气公司还对居民业主宣传天然气安全使用常识，为进
场施工打下良好基础。经过各方共同努力，目前7户居民
家中已接通了天然气管道。

直击痛点老旧小区“居有所管”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是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
写照。而辽宁路街道开展的“网格微更新”项目就是理顺
千头万绪的“一根针”，织密织牢基层治理“千条线”。铁
山路23号小区居民反映，近年来他们小区出现高空坠瓦、

房顶漏水等问题，居民出门很担心，想要彻底维
修，却卡在了维修费用上。

为了推动屋顶瓦片脱落、房顶漏水问题彻底解
决，在“网格微更新”治理项目中，小鲍岛社区第五网
格瞄准影响居民生活的基础设施难点、痛点问题，及
时上报街道。辽宁路街道多方协调、筹措资金，针
对铁山路 23-29 号老旧楼院进行了屋顶隐患改
造，协调安排施工队对屋顶检修改造并进行防水
处理，将松动的瓦片全部换掉，彻底解决了漏雨问
题，消除了安全隐患。

红色合伙人助力老院换新颜

为了让幸福感在家门口提升，辽宁路街道实
施铁山路大院改造提升工程，联合交警、环卫、综合
执法等相关部门，将规整通信线缆、改造污水管道、
更换院内路面、整修楼顶瓦片等列入改造“施工
图”，累计更换湿滑地砖1700平方米，清运垃圾杂物
30吨6车次，清理楼道小广告600余处，拆除存量违
建3处30余平方米，增设停车区域10处，有效提升
了大院整体生活环境和市容秩序，实现城市微更新，
居民生活更受惠。此外，街道还邀请“红色合伙人”
城市建筑设计院共同操刀铁山路大院规划改造提
升方案，通过多次实地调研测量、碰面协调对接，面
向居民公布公示设计方案进行不断调整优化，最终
确定融合墙体彩绘美化、绿化分区调整、增设健身跑
道、配套健身器材等多项功能进院，集观赏性、实用
性、宜居性于一体，营造大院浓厚文化氛围，提升美
商标准，实现基础打牢后的再升级。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波 通讯员 李珂珂

深入“网格”让治理难题迎刃而解
市北区辽宁路街道推动“网格微更新”让老城区变样更贴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
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
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今年来，市北区辽宁路街道顺应城市
发展新趋势，积极回应居民的新期待，在
推动“网格微更新”上下功夫，让住在老城
区的居民获得了满满的幸福感。

改造后的铁山路大院。

青岛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薇：

全市各类粮食企业收购量创历年新高

在青岛投资发展我们很放心！
海湾集团送锦旗致谢市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用最快时间完成评审

营商“软环境”助力企业发展
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 助企纾难解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