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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26日电（记者陈炜
伟）社区是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的基
本单元。记者 2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
解到，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展改
革委《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
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面向
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

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儿
童游憩等一种或多种服务，优先和重点提
供急需紧缺服务，确保便捷可及、价格可
承受、质量有保障，逐步补齐其他服务。

方案明确，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
建设工程实施范围覆盖各类城市，优先在
城区常住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大城市推
进建设。综合考虑人口分布、工作基础、

财力水平等因素，选择 50 个左右城市开
展试点，每个试点城市选择 100个左右社
区作为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先行试
点项目。到 2027 年，在总结试点形成的
经验做法和有效建设模式基础上，向其
他各类城市和更多社区稳妥有序推开，逐
步实现居民就近就便享有优质普惠公共
服务。

我国将开展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
面向社区居民提供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便民等服务

近日，随着全市“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
定工作结束，2023年青岛市62户“名特优新”个
体工商户出炉，这是我市为推动个体工商户高
质量发展而进行的一项创新之举。

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获悉，今年以来，青岛
率先在全省开展个体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
试点工作，在完成全量分型的基础上推进“名特
优新”申报选拔认定工作，获得认定的个体工商
户将纳入数据库进行重点培育，不断提高个体
工商户总体生存周期、活跃度和发展质量。

各具特色，新兴的“网红”店抢眼

繁华荒岛书店、清真马家火锅美食城、双
合园饺子馆、鑫复盛大酒店……翻看这份“名特
优新”个体工商户名单，不少青岛市民颇为熟悉
的“名店”赫然在列，餐饮食品类经营业户居多，
不乏文创、衣饰、医药等类别。这其中既有经营
多年的餐饮老店，也有新兴的“网红”店，可谓各
具特色。“入选的这些‘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可
以说都是各区市知名、有特色的商家，能够很好
反映出地方特色。”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知名类和优质类相对较多。

今年 41 岁的单亲妈妈孙丹剑经营的孙记
妈咪厨房脂渣店被认定为“名特优新”中的

“新”，即新型类。孙丹剑告诉记者，店铺主营业
务是本土特色美食“脂渣”，但不同于传统实体店
铺，本店是通过视频号和个人直播带货等方式，
发挥了电商等网络销售的颠覆作用，成为岛城第
一批线上引流的实体个体工商户，也因此获得大
批忠实粉丝，日销售产品达上千斤。“我们这个店
雇用了10多名工人，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有了政
府的认定和支持，将来继续做大就更有信心了。”
孙丹剑表示，经过7年的发展，店铺已经初具规模，
将不断向正规化、专业化、规模化迈进。

个体工商户数量多、活力足，是稳增长稳就
业的底气所在，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韧性所
在。截至目前，全市实有市场主体212.62万户，
个体工商户 129.99万户，占比 61.14%。从对就
业增收的带动作用来看，每个个体工商户平均
从业人数是 2.68 人，如此算来可解决至少 300
万人就业问题。

精准培育，分型分类全环节扶持

如何让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个体工商户
实现高质量发展？分型分类培育是有力抓手。
今年国家在山东等12个省市先行先试推进个体
工商户分型分类精准帮扶工作，（下转第四版）

先行先试个体工商户分型
分类培育和精准帮扶，不断提高
总体生存周期、活跃度和发展质量

青岛62家“名特优新”
个体工商户获重点扶持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吴 帅

初冬时节，位于市北区浮山后片区的中联运
动广场内，前来运动的人们在宽敞明亮的室内羽
毛球场内尽情挥洒着汗水。简约大气的工业风，
30多片崭新的羽毛球场地，吸引了不少运动爱好
者前来打卡。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处便民、利民
的文体活动中心竟由闲置煤库更新改造而来。

20多年的煤库有了新角色

大烟囱和老煤库，曾是供热季的城市记忆。
1999 年冬天，位于劲松三路青岛能源热电集团
浮新供热站的 110 米高大烟囱和燃煤锅炉正式
开始服役，在此后 20 多年里，每个供热季储放在
煤库内的 1 万多吨煤炭，为周边 3.6 万户居民送
去温暖。然而，因燃煤供热所带来的重车运输、
煤渣撒漏以及烟囱、煤场产生的环境问题也十分
突出。

作为全国首个绿色城市建设发展试点，青岛
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将市
区供热燃煤锅炉“煤改气”工作纳入市办实事及城
市更新和城市建设三年攻坚行动。2022 年浮新
供热站正式启动改造，大烟囱“退役”。同时，4台
燃气锅炉取代了 5 台燃煤锅炉，供热辐射面积也
由以往330万平方米扩大至800万平方米，“燃煤”
变为“燃气”后，供热能力翻了一番。

煤库“下岗”不单是供热能源结构得以革新，

更节省出大量空置面积。据测算，经过“煤改气”
后，浮新供热站内释放出了近七成空间，空置厂区
再利用工作随之展开，这对城市空间资源的重新配
置意义重大。“考虑到周边住宅区密集，居民普遍对
体育健身场地有需求，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我们通过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让旧煤库‘再上
岗’，变身一处可健身、可休闲的文体活动中心。”青
岛能源热电集团浮新供热站负责人逄金法表示。

这处面积近 1.2万平方米的闲置储煤场空间
高大、结构清晰，原有斑驳粗糙的内墙具有强烈的
工业质感。新场景设计基本保留了这一气质，使

之成为建筑内部空间的“底色”。经过改造加固
后，这里成为青岛首个利用空置煤库改造的文体
活动中心。通过置入体育产业，既满足了周边居
民公共体育娱乐的新需求，又为存量的城市空间
开发了与之适配的新功能。

如今的供热站更像“写字楼”

今年浮新供热站正式启用燃气锅炉，不仅旧
煤库实现华丽转身，全新的供热站也不再“灰头

土脸”。
燃气锅炉房整体外观设计就如同一座写字

楼，来往的路人甚至不会注意到这是一座供热站。
“以前会有机器噪音和粉尘，现在干净多了，

而且还很安静，从旁边路过也听不到机器运行的
声音。”一位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煤改气”
后的诸多变化让他印象深刻。

“把锅炉负荷提高30%。”“收到，调试完成。”近
日，记者走进明亮整洁的浮新供热站主控室，工作人
员正坐在电脑前调试锅炉参数，墙上巨大的电子
屏幕中实时显示着供热运行情况，（下转第四版）

“供热季”时的储煤仓库，已“更新”成羽毛球馆
“煤改气”让供热站告别“大烟囱和老煤库”，青岛这处1.2万平方米的煤场“再上岗”变了模样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冰洁

大河之治
——“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

也是一部治国史”

2019年9月17日，河南郑州，黄河博物馆“千
秋治河”展厅。

在一幅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前，习近平总书
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 万平
方公里，摇摆不定的流线如厉鞭抽向大地，给百姓
带来苦难。

黄河既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生命河，也是一
条桀骜难驯的忧患河。

曾几何时，黄河“多淤、多决、多徙”“三年两决
口、百年一改道”，在新中国成立前的 2500 多年
间，下游共决溢1500多次，改道26次。

“黄河宁，天下平。”“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
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部治国史。”思接千载，
总书记深刻思考着治黄与治国的关系。

千百年来，华夏儿女祈愿着黄河安澜。新中
国成立后，历史将治黄重任交到中国共产党人手
中。据统计，新中国成立至今，黄河实现 70 多年
伏秋大汛不决口，24年不断流，先后抵御 12次大
洪水，创造“地上悬河”治理奇迹。

“实践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
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
两决口的惨痛状况。”习近平总书记说。

来到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习近平总书记沿黄
河岸边步行察看周边环境。

凭栏远眺，眼前天高水阔，林密鸟翔。总书记

心中，谋划着黄河安澜的宏伟蓝图。
五害之属，水最为大。深知治水之重、之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在我们五千多年中华文明
史中，一些地方几度繁华、几度衰落。历史上很多
兴和衰都是连着发生的。要想国泰民安、岁稔年
丰，必须善于治水。”

黄河，无疑是治水的重中之重。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问题还是

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题高
度重视。”第二日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总书
记的一番话，道尽黄河之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
重大意义。

“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复
杂难治的症结所在。”“尽管黄河多年没出大的问
题，但黄河水害隐患还像一把利剑悬在头上，丝毫
不能放松警惕。”

带着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亲临黄河一线考察汛情。
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2021年 10月 20日，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彼时，黄河秋汛洪水已
经退回主河槽，但从主河槽到码头绿化带10多米
的“过界”痕迹依旧清晰可见。

刚一下车，总书记便问询前段时间水位最高
时的水边线在哪里。

“这就是 10月 8日漫滩时的水边线。”在码头
上，黄河河口管理局负责人手持展板，向总书记一
一汇报。

码头风高浪急，总书记伸手帮助扶着晃动的
展板，仔细察看，不时插话提问。

当听到黄河秋汛虽然“有惊有险”，但没有出
现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总书记点头肯定。

“今天来到这里，黄河上中下游就都走到了，
我心里也踏实了。”习近平总书记说。

两天后的座谈会上，总书记再向负责治黄的
同志们谈及大河之治的初心使命：把黄河的事情
办好，“这也是毛主席当年的夙愿”，“如今我们接
着做起来了”。

“我们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要坚持问
题导向，再接再厉，坚定不移做好各项工作。”总书
记语重心长地说。

黄河下游有着广阔的“滩区”。主河槽与防汛
大堤之间的滩区，是黄河行洪、滞洪、沉沙的重要
区域，也是滩区人民生活生产之所。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就关心黄河滩区迁建问
题。全面开展搬迁、迁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山东东营垦利区杨庙社区，总书记见到了他一
直牵挂着的黄河滩区群众。

“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还
账”，曾是滩区群众住房难的真实写照。如今在
杨庙社区，排排楼房与条条公路整齐交织，现代
化的便民服务设施齐全，印证昔日“穷窝窝”的翻
天巨变。

黄河大坝上，听历史，看变迁；老年人餐厅里，
掀锅盖，话家常；居民家中，问变化，听民声……一
路边走边看边问，总书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看到你们安居乐业，我感到很欣慰。”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所以我们要不断看有哪些事要
办好、哪些事必须加快步伐办好，治理好黄河就是
其中的一件大事。”

这是党对人民的承诺，也是领袖深厚的为民
情怀。

2022 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
贺词。他说：“近年来，我走遍了黄河上中下游
9 省区。无论是黄河长江‘母亲河’，还是碧波
荡漾的青海湖、逶迤磅礴的雅鲁藏布江；无论是
南水北调的世纪工程，还是塞罕坝林场的‘绿色
地图’；无论是云南大象北上南归，还是藏羚羊
繁衍迁徙……这些都昭示着，人不负青山，青山
定不负人。”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的黄河情怀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
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是

稳投资、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支撑。召开全市
2024年重点项目谋划储备推进会，研究谋划明年
重点项目“清单”；举行全市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
建设现场推进会，集中开工118个重大项目……
最近一段时间，全市上下把项目谋划建设摆在突
出位置，坚持“工作围着项目转”“要素跟着项目
走”，全力推进项目招引落地、开工建设，迅速兴起
新一轮项目建设热潮。

发展是硬道理，项目是硬支撑。今年以来，

我市经济运行恢复向好，主要经济指标平稳增
长，这其中，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了重要支撑作
用。特别是围绕实体经济振兴发展、城市更新建
设、民生保障等重点工作，一批体量规模大、技术
水平高、带动效应强的优质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当前，正值
全年工作收官和为明年工作开局起步打基础的
关键时期，各级各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进一步树牢“大抓项
目、抓大项目”的鲜明导向，全力以赴抓项目，科
学精准谋项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
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
供坚实项目支撑。

要提速提效项目建设。今天的项目投入，就
是明天的效益产出。最近，市委、市政府召开推
进会研究梳理明年重点项目，并将部分原计划明
年开工的项目提前到今年开工，目的就是推动项
目尽快确定、尽早开工、尽快投产。各级各部门
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按照“签约项目抓

落地、落地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投产”的思
路，全周期做好项目分类推进，紧盯项目建设关
键环节，坚持工作项目化、项目清单化、清单责任
化、责任考核化，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效推进，
确保重大项目按期建成投用。

要强化项目保障服务。推进项目建设，环境
是基础，服务是关键。一个重大项目落地建设的
快与慢，关键在于有没有良好的营商环境，有没
有各种资源要素的跟进保障。随着“深化作风能
力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的持续推进，我市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提升，市场主体预期越来越稳、
信心越来越足。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更大力度健
全全链条服务保障机制，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
理，全过程跟进、全要素对接，保障好项目建设的
资金、用地、用水、用工、用能等需求，及时协调解
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为项目建设和后
续发展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要做好项目谋划储备。一个大项目就是
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批大项目就能构成新

的增长极。坚定不移大抓项目、抓大项目，青
岛高质量发展就有底气、有后劲。下一步，各
级各部门要坚持项目储备工作长期抓、持续
抓、动态抓，聚焦落实国家战略，聚焦产业发
展、科技创新、数字化改造、重大基础设施、城
市更新、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积极谋划储备
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不断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增势蓄能。要持续做好招商引资工作，聚
焦重点产业发展，精准绘好产业链招商图谱，
积极“走出去”“请进来”，形成重点项目滚动推
进的良好态势。

塔吊高耸林立传递的是发展信心，项目接踵
落地澎湃着的是发展动力。全年工作收官在即，
让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项目论业绩”，进一步
把工作着力点放在抓项目、谋项目上，抓住“牛鼻
子”，跑出“加速度”，努力形成项目建设的宏大画
面和生动场景，以项目建设成效淬炼高质量发展
成色，奋力开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建设新篇章！

迅速兴起新一轮项目建设热潮
本报评论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凯
本报11月26日讯 日前，国内首条液体

火箭低温贮箱HOETS生产线在西海岸新区青
岛寰宇航天生产基地投产。该项目填补了国内
商业火箭领域结构系统高端制造业空白，可面
向全行业提供火箭核心装备产能配套，为青岛
航空航天产业发展增添重要一环。

液体火箭低温贮箱是火箭主体结构的核心
部件，承担着贮存、输送推进剂和承受复杂载荷
等多种功能，也是航天装备制造领域最重要的
业务板块。青岛寰宇乾堃航天特种设备有限公
司于 2021 年 11 月成立，2022 年 2 月开工建设，
项目拥有绿色制造工艺装备约 118 台（套），总
投资10.88亿元，是国内首家集箭体结构绿色制
造、产品配套、技术服务、产能建设于一体的商
业航天企业。

据悉，该项目是国内首条实现火箭贮箱精
简焊缝设计、短流程制造的火箭推进剂贮箱生
产流水线，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水平。项目主要建设商业航天液体火箭低温
贮箱智能柔性 HOETS 产线，生产直径 5 米以
下、单件长度32米以下的液体火箭低温燃料贮
箱，并可兼容多种高强铝合金贮箱结构材料，具
备批量生产液体火箭低温贮箱的制造能力。

此次液体火箭低温贮箱产线顺利投产，标
志着西海岸新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发展迈
出关键一步，为率先建成国内第一条商业火箭
低温推进剂贮箱模块化生产线打下基础。该项
目全面达产后，可有效满足20艘火箭低温推进
剂贮箱的配套需求，助力我国商业火箭科学可
持续跨越式发展。

国内首条液体火箭低温贮箱
HOETS 生产线在青投产

可有效满足20艘火箭低温
推进剂贮箱的配套需求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从青藏高原出发，穿高山、越峡谷、汇百川、纳千流，黄河在神州大地

奔腾5400余公里，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华夏儿女、滋养了辉煌灿烂的中华
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党的十八大以来，
踏遍黄河上中下游9省区，目光所及、驻足所思，尽是对母亲河未来的
深谋远虑。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言之殷殷、情之切切，九曲黄河激荡起更为雄浑的新时代交响。

上图：昔日用于储放供热用煤的煤库。

左图：煤库“更新”成羽毛球馆，吸引了不少
运动爱好者前来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