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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杨文洁）
近日，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
来，全市坚持链式思维、双向赋能、融
合发展，坚定不移在加快现代服务业
发展上谋求新提升，1至2月份规上服
务业开局良好。

1至2月份，全市规上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52.5亿元，同比增长9.4%。
其中，10个行业门类中8个实现正增
长，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服
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7个行业门
类呈现两位数以上增长态势。

现代服务业一头连着经济，一头
连着民生。1至2月份，全市规模以上
现代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1.6亿
元，占全部规上服务业的比重为
79.2%，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2%，拉

动全部规上服务业收入增长11.4个百
分点，现代服务业拉动作用明显。其
中，规模以上战略新兴服务业、高技术
服务业分别同比增长5.1%、3.2%，迸
发出新的发展活力。

市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
3月至2024年2月，全市规模以上服
务业新增企业192家，1至 2月份合
计实现营业收入11.3亿元，同比增长
1.2倍，拉动全部规上服务业收入增
长12.7个百分点，新增单位增长动力
较强。分行业看，新增单位对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教育、房地产业拉动作
用较大，1至2月份，分别拉动行业收
入增长 42.5 个、36.3 个和 15.0 个百
分点。

民营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民营企业则是民营经济发展
的重要载体。截至今年2月，全市共
有规模以上民营服务业企业421家，
占全市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总量的

84.5%。规上民营服务业实现营业收
入 35.6 亿元，占全部规上服务业的
67.9%，较去年同期增长18.3%，拉动
全市规上服务业增长11.5个百分点。
其中，教育，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居民
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行业，民营
企业拉动明显。

用工方面，1至2月份，全市规上
服务业期末用工人数89748人，同比
增长16.0%，十大行业门类中有7个
行业门类实现同比增长，其中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增长较快，分别同比增长 59.2%、
28.6%。规上服务业应付职工薪酬
11.5亿元，同比增长18.8%。规上服
务业就业人数和应付职工薪酬的增长
对稳就业发挥了较大贡献作用。

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总的
来看，随着全市经济持续回暖，积极因
素不断累积，1至2月份，全市规上服
务业发展态势良好。

1至2月份我市规上服务业开局良好

战略新兴服务业高技术服务业迸发新活力

我市多措并举深化“放管服”改革，“园区事园区办”助推产业
高质量发展——

园区提质 企业满园
□记者 苏婷

习近平会见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

习近平会见法国
梅里埃基金会主席梅里埃夫妇

钟华论：做好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

远山勾黛眉，花开如笑靥。坐落
于徂徕山北麓的徂徕镇徂徕村山清水
秀、人杰地灵。这里既有“山脚水库如
镜新磨，串串樱桃倒映水中”的秀美风
光，又有李白“昨宵梦里还，云弄竹溪
月”的千古名句，还是徂徕“红嫂”于秀
泉红色故事的诞生地……就是这样一
座有着秀美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百
年古村落，在乡村振兴春风的吹拂下，
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顺着蜿蜒的山路前行，远处奇峰
耸立，峡谷幽深，道路两侧茂密的树木
遮天蔽日，奇松怪石随处可见。阳光
透过树木的枝叶洒落在地面，将人笼
罩在一片斑驳的光影中。红的桃花、
白的樱花、黄的迎春花，随风飘动，引得
蝶飞蜂舞，带来淡香萦绕。在这样一
幅让人沉醉的美景中，一座座依山而
建的石头房，两三只大黄狗，以及在山
林中觅食的山鸡、扑腾着翅膀飞起的
鸟儿，为这片宁静的自然景观增添了
一丝烟火气。

徂徕村是山区村，也是古村落。
徂徕村辖内共有 22 个自然村、530
户1643人。村内建设以石头房子和
石板路为主，基本保存完好。徂徕
村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
背景，根据《徂徕村志》介绍，唐开元
二十五年，李白移居东鲁，与山东名
士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
在徂徕山竹溪隐居，世人称为“竹溪
六逸”。他们在徂徕山深处纵酒酣
歌、啸傲泉石、举杯邀月。诗仙李白
在《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提到“秋
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充满诗情
画意的辞藻，可谓是脍炙人口的
佳作。

提及“竹溪六逸”，就要谈到位于
徂徕村东南2000米空空山自然村西
一山腰处的作书房遗址，又称徂徕书
院遗址，古称竹溪庵。因“竹溪六逸”
曾来此寓居，曾名“六逸堂”。自隋唐
以来，历代名流隐士不断至此隐居著
书立说。金代党怀英曾于此讲学，并
在此著《竹溪集》30卷。

南宋宰相范成大最早提出了古代
四大书院之说：“诸郡未命教时，天下
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其
中，徂徕书院为宋代著名的古文家、教
育家、理学家先驱“徂徕先生”石介在
作书房处创办。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
古文运动的序幕，培养了一批富有成

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
抗日战争期间，作书房曾作为中

共泰安县委和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
队临时驻扎办公地，其主体建筑毁于
日军炮火，残存房室和四面墙体。
2017年，作书房遗址入选第五批市级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徂徕镇对作
书房进行了修缮，所用的石头也大都
为原建筑用石。目前，遗址处还保存
有元代、清代、民国时期等5通碑刻及
残碑6块，附近有“夕照奇观”“作书
房”“竹溪”等摩崖题刻10多处。

板栗、大樱桃、山楂、核桃……漫
步徂徕村，各种果树随处可见。近年
来，随着乡村振兴的发展，徂徕村在保
留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大力发展
乡村种植业和旅游业，变“靠山吃山”
为“靠山致富”。

“我们村主要以种植大樱桃、油杏
和板栗为主，这些年来村里旅游的人
多了，游客在赏景的同时，还把村里的
特产带出了大山，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有滋味。”徂徕村58岁的村民张继
彬自豪地说，村里的石头房子都有着
上百年历史，如今村里将一些老房子
修缮后建起了民宿，春暖花开时，赶上
节假日，民宿一房难求，十分火爆。此
外，依托红色文化底蕴，徂徕村还计划
建设红色旅游爱党教育基地，将文化
发展与旅游产业紧密结合，吸引更多
人到徂徕村游玩。

凭着返璞归真的自然风光，徂徕
村不仅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还成
了不少书画和摄影爱好者眼里的

“香饽饽”。2016年，徂徕山写生创
作基地落户徂徕村，每年吸引全国
各地的书画摄影爱好者和大量学生
前去寻找创作灵感，目前徂徕村已
与中央美院等30多家美术院校签订
了定点写生基地协议。依托于层峦
叠嶂、植被茂密，天然大氧吧的地理
优势，写生创作基地拓宽发展思路，
举办了登山比赛、老人讲徂徕山历
史、传说等风俗娱乐活动，年接待游
客超1万人次。

“我们将因地制宜，重点包装村级
特色品牌。用好各村红色文化、山水、
非遗等特色资源，加大融合创新力度，
营造沉浸式场景，发展康养度假、亲子
研学、运动体验等业态，丰富产品服务
供给，提升各村景区景点吸引力。”徂
徕镇文旅办主任李昌永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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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崔东
旭）近日，新泰1.4万亩香椿芽迎来
收获旺季，一丛丛红绿相间的嫩芽，
铺起百姓致富路。

新泰市放城镇马家寨子村村民
王立军说：“今年雨水好、气候好，椿

芽丰收，我这五六亩地，能有3万来
块钱的收入。”

当地香椿的栽培历史悠久，可
追溯到明清年间。因是山地土层较
薄，且为沙质棕壤土，所产香椿色泽
红润、香气浓郁，随着名气越来越

大，每年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客商
前来收购。

收购商吕秀娟告诉记者：“我是
从济宁来的，这里的椿芽红绿相间，
光泽度很好。现在一天走货1000
多斤，每斤10块钱左右。”

小香椿长成大产业
山岭地冒出“致富芽”

■村民整理采摘下来的香椿芽。 通讯员供图

最美人间四月天。在新泰循环经
济产业园内，山东易天健化工有限公
司员工铆足干劲、开足马力，赶制订
单。机械轰鸣的项目工地，忙碌有序
的生产车间，蓬勃发展的产业园
区……我市各园区开启忙碌模式，奏
响提质增效“奋进曲”。

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持续深化
“放管服”改革，为园区赋能，“办事不出
园”跑出加速度，创新项目服务模式，提
升项目服务水平，推动园区企业项目快
速发展，让企业对园区“一见钟情”。

权力下放
“园区事”实现“园区办”

在位于满庄镇大汶口工业园区的
山东岱岳制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工人们正在加紧生产。企业相关负责
人表示，依托前期岱岳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满庄分局为企业提供的“园区事
园区办”服务，企业新上的技改项目得
以顺利落地，成为企业扩大产能的重
要保障。“当时我们需要建设供热中心
12+6兆瓦背压发电技改项目，项目的
建设需要拿到规划审批手续，我们就

到了岱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满庄分
局，分局服务专员全程跟踪指导，贴心
为我们企业服务，很快就办好了项目
许可，让我们能够尽快投产。”

满庄分局锚定“园区事园区办”工
作目标，围绕园区企业所需的项目立
项备案、规划许可和施工许可等18项
投资报建业务，以贴心便利的服务举
措，努力推动政务服务不断扩面增
效。截至目前，已累计为岱岳制盐、泰
山玻纤、汉威集团等35家园区重点企
业办理事项47次，协助解决难题121
个。今年以来，岱岳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推行“分局受理办结、区局远程支
持、园区跟进服务”新模式，让159项政
务审批事项实现了“群众事就近办、园
区事园区办”，惠及了15个镇（街）、2个
园区、1.2万余家企业。

园区是产业集聚的重要平台与载
体，是实现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也是培育产业链经济、实现转
型升级的主阵地。去年以来，泰安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瞄准企业项目需求，
推动审批服务与园区建设、产业发展
融合，聚力打造标准统一、服务同质、

结果同效的审批服务体系，先后成立
了宁阳县宁东分局，岱岳区满庄分局、
山口分局，新泰市楼德分局，东平县湖
西分局5个审批分局，服务范围辐射
全市重点工业园区，实现园区内企业
办事“就地办、身边办”“园区事园区
办”。同时，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推动审
批服务进物流园区、进城市商圈，在现
代物流、数字经济、特色农业等专业园
区，打造5个企业服务中心，在商业聚
集区、现代服务业聚集区，成立4个智
慧政务直通e站，为园区内企业提供
个性化、专业化、一站式审批服务。

极简审批
“并联制”代替“串联制”

近日，在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
范园科赛尔甲醇制氢项目现场，新泰
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楼德分局、新泰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通过“项
目开工一件事”增值服务模式联合为
项目颁发了开工手续。建设项目当天
完成现场勘察、当天发放施工手续、当
天放线验线、当天开工建设。

登泰山“邮”祝福

连日来，位于泰山红门景区关帝
庙对面的“天下泰山”主题邮局内游客
络绎不绝。游客“旅邮”集戳，打卡新
玩法，他们还手写富有泰山元素的个
性化明信片，向亲朋好友“邮”一份来
自泰山的祝福。

“天下泰山”主题邮局是宣传泰安
自然地理、历史人文、风俗文化的重要
窗口，它的打造为游客创造了更多的
拍照打卡区，也为泰山文旅增加“邮”
元素、“邮”力量。

记者 赵文文 文/图

■一座座依山而建的石头房已有百年历史。 记者 陈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