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蓼河流域是历史上黄
河夺泗入海而形成的冲击
平原，而小河则是泰沂山
南麓的洪水下行至宁阳、
兖州一带，向南冲刷出的
一道泄洪沟。每到汛期，上
游河水携泥沙俱下，河道
多次淤堵，造成内涝。

随着多次清淤拓宽改
造，近年来，原来的“黄泥
沟”面貌焕然一新。河深6-
7米，宽100多米，两岸种植
十几种树木、杂果，河上架
起十几座桥梁。从此，蓼河
水美鱼肥，两岸五谷飘香。

每年夏秋河水陡涨，
上游的草鱼、鲢鱼、鮥鱼、
鲂鱼和从微山湖里逆流而
上的鲤、鲶、乌 等鱼类在

蓼河段汇聚，形成每年一
度的渔汛。汛期前，很多人
就忙着制作抬网、多网、撒
网、鱼篓，赶上鱼多的时
候，畚箕、竹篮、筛子和洗
脸盆都成了捕鱼的工具，
一天下来收获丰硕。而对
于孩子们来说，这条河就
是他们割草、放羊、洗澡、
打水仗的乐园。吃过午饭
先在这里玩耍一阵，再去
做家长或老师交代的活
儿。

在那个文化娱乐生活
单一的年代，蓼河边就成
为我们这些孩子休闲娱乐
的天堂，也成为我们开启
梦想的地方。

25条奖励政策
力度空前

在政策体系方面，出台《青
岛市加快实施现代产业精准招
商行动计划》，32条政策措施涵
盖六大方面。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青岛
市实施现代产业精准招商政策
措施》，由25条具体政策组成，
涵盖改革完善工业用地供应制
度、完善股权投资引导基金激
励机制、发挥市政府投资引导
基金的引导作用、研究更加灵
活的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九个
方面。

其中，政策支持和奖励力
度空前。比如，对引荐世界500
强企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的引
荐人，每个项目落户一次性给
予100万元奖励资金；对在青岛
市新注册的总部企业，最高给
予4000万元的一次性补助。为
加快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
设，对在青新设立和新迁入的
法人金融机构，给予最高1亿元
的一次性补助。

支持总部企业做大做强，
对青岛市认定的总部企业，最
高给予1000万元奖励。高层次

人才引进，对青岛市新当选和
全职引进的顶尖人才，每人奖
励500万元，顶尖人才及团队来
青岛市创新工作或创办企业，
给予最高1亿元资助。

组建30个专业团队
定向招商

为建立现代产业精准招商
工作体系，青岛市按照新旧动
能转换总体规划确定的重点产
业、特色领域，首次成立30个专
业化联合招商团队，负责研究
产业发展招商政策、组织专题
招商活动、统一协调专业招商
中的部门和区市开展联合招商
工作。目前，各团队牵头单位已
开始制定本领域的工作方案，
研究产业发展招商政策。

从实际到账外资成效来
看，新设立及增资的大项目支
撑作用明显，全市新批及增资
千万美元以上项目154个，实现
合同外资52 . 7亿美元；实际外
资主要来源地区日本、韩国、德
国稳定增长；三次产业利用外
资保持协调增长，其中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实际使用外资规模进一步
扩大。

“千企大走访”
上门服务

今年4月，青岛正式在全市
启动“千企招商大走访”活动。
在为期两个月的时间里，近千
家重点内外资企业，都迎来了
市区两级政府有关单位的上门
走访服务。

走访活动主要围绕“两条
主线”开展，一条主线是梳理境
外世界500强及全球行业领军
企业、央企百强、省属重点国
企，民营企业500强等名单，根
据青岛产业规划发展方向，形
成涵盖881家企业的招商走访
名单。

另一条主线是确定目前在
谈、待建、在建的重点内外资引进
项目606个、其中总投资1000万美
元以上外资项目共215个、投资总
额271 . 3亿美元，总投资3亿元以
上内资项目共391个，投资总额
8172亿元。

迄今，各区市及相关部门
累计走访 3 3 8 5次，走访企业
3056家，促成新增签约项目448
个。

(综合青岛日报、半岛都市报)

蓼蓼河河，，风风景景秀秀丽丽的的后后花花园园
□ 柳行街道办事处 李庆平

“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
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

这首旋律优美、饱含深情的《东方之珠》，总是让我
想起家乡那条粼粼波光、小船悠悠的蓼河。蓼河本是一
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河，发源于兖州西部，向南经济宁高
新区、太白湖新区汇入洸府河。蓼河虽小，却承载了厚
重的历史，文物古迹众多，英才辈出，王因遗址，灌冢晴
烟、西汉大将灌婴的演兵场、明固城……为这一方水土
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新新型型产产业业招招商商体体系系，，青青岛岛这这样样做做
由政策优惠型、政府招商型为主向环境优化型、资本运作型4个并重转变

目前，青岛市已初步形成 “57条政策措施+30个专业招商团队+
千企招商大走访”为核心的新型现代产业招商政策体系，加快推动招
商引资理念由政策优惠型、政府招商型为主的二元化传统招商模式，
向环境优化型、资本运作型的现代产业招商创新模式提升，引导各类
资金投向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新旧动能转换。

这是一条满载幸福回忆的河

这是一条凝聚智慧和共识的河

济宁高新区成立后，
我的家乡进入重要的发
展时期，城市发展、人民
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原来的乡间泥土路
早已变成宽广的城市大
道，一排排低矮的村庄民
居已被现代化的城市社
区所取代，广袤的田野里
悄悄的冒出一座座现代
化企业、大学园区和科研
院所。

随着济宁城区东扩，
太白楼路、洸河路、吴泰闸

路和金宇路这些济宁人耳
熟能详的城市主干道，都
延伸到了我的家乡，并与
兖州、邹城、曲阜这些周边
城市通联，真正实现了农
村向城市、农业向工业、农
民向市民的转变。

不同国家、不同行业
的大咖和产业巨头们，也
把目光聚焦这里，在这里
投资兴业、落地生根。不
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国度
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
信仰，在蓼河畔相互碰
撞、融洽，共生共享。

这是一条活力四射的河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迁，故
乡的这条河依然缓缓流淌。而河
流的功能也兼顾了观光游览和
生态调节，成为济宁科技新城的
核心水系。

近几年，高新区从战略高
度出发，投巨资，分三期对蓼河
景观水系和周边环境进行综合

提升改造，不仅建成了风光秀
丽的蓼河湿地公园，还在沿河
建成若干景区景点、橡胶拦水
坝以及健身步道。白天，这里车
水马龙、人潮涌动；夜晚，这里
到处流光溢彩，人声鼎沸。蓼河
畔，一座活力四射的科技产业
新城正在崛起。

充满江南风情的吟龙湾、富
有现代气息的体育馆、造型独特
的科技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纷纷
临水而建。每年一度的蓼河菊花
展、郁金香花展都吸引来数以万
计的中外游客，蓼河景区已成为
济宁人的后花园，更成为济宁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战场。

蓼河畔崛起科技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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