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黄蓝”战略，致力高效生态，向不“高新”项目坚决说“不”

高新区两年婉拒项目5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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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滨州发展史上注定是不平凡的一
年——— 8月21日，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同年
11月23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正式获得国务
院批复，滨州全部县区列入国家战略发展规划。

高新区需要经济的带动，招商引资自然是重中
之重，不过既然定位为“高新区”，就不能以牺牲环境
换取经济发展。在两年时间里，高新区先后婉拒了50
多个项目伸出的“橄榄枝”，其中一个大手笔的项目
总投资达6 . 3亿元，但是因为不符合“高新”定位而被
拒绝。

“科技创新是高新区的定
位，也是高新区发展的本质与核
心。”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委会党工委委员、副主任胡洪
涛介绍说，经过两年发展，目前
高新区已经形成科技创新为核
心高新技术产业为方向高效生
态的大发展框架。

“孵化园”搭建发展平台

当一些地方在跑关系托人情
才能拉来项目落户时，高新区也
在为招商引资发愁，不同的是高
新区发愁的不仅仅是项目数量，
更多的是如何为众多拟投资项目
服务好，让更多高科技环保高效
优质项目进区落户。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聚集
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承载区，
为给微型或中小型企业、研发团
队提供办公科研的平台，高新区
建设起了科技企业孵化园，为企
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12月7日下午，记者在高新
区装备制造园内的科技企业孵
化园看到，8个标准化厂房已经
建设完成，管理楼、研发楼、服
务楼、商务酒店、职工宿舍等建
设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胡
洪涛告诉记者，孵化园自今年
年初创建以来，1 1月份已经基
本建完，目前已经签署了4个项

目，他们均属于新兴产业的范
畴。“我们建设这个孵化园不以
盈利为目的，一边建设一边招
商，是作为将来高新区转方式、
调结构的源头活水，把一些好
的战略新兴产业与高新区结合
起来，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可
以把这里当做平台。”

南京甘德科技有限公司“驱
动芯片”项目已落户高新。该项
目负责人告诉记者，项目分三期
进行，目前已经投入1亿多美元，
第三期5亿美元的投资正在商议
中。“一是看中了高新区‘战略性
新兴产业实验区’、‘滨州中心城
市南部新区’的发展定位，最重
要的是黄蓝两区的发展机遇吸
引了我们。”该项目一宋姓负责
人介绍。

环保科技严格审查

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的金字招牌让国内外许多项目大
为看好，同时优厚的招商引资政
策条件也着实吸引了一大批企业
的目光。凡来高新投资的项目，高
新区都热忱开门欢迎，但任何项
目都要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审后
才能入驻。

高新区自成立之初就根据自
身发展定位成立了一个项目审查
委员会，对前来投资的项目逐一

审查，一旦发现环保不达标、技术
含量不够等情况只能“关门送
客”。高新区投资促进局介绍，该
评审委员会由发改、科技、环保、
国土建设、规划建设、安监等部门
联合组成。

“目前为止已经拒绝了包括
小化工企业在内的50多个企业入
驻了，”胡洪涛介绍，其中最大的
一个项目是今年8月份拟投资6 . 3
亿元的来自比利时的医用明胶项
目。“这个项目被拒的主要原因就
是医用明胶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异味，污染环境。这个项目如
果符合要求的话，进驻一年将会
给高新区带来两千万元左右的税
收，但是没有通过审核就没有办
法进驻。”

目前园区内的4家签署的企
业分别是大功率芯片项目、节能
电机项目、塔吊安全监控设备和
升级工程技术中心，都是战略性
新兴产业范畴，还有15家企业等
待审批。

南部生态新城已成雏形

“黄河五道口”大米是高新区
的传统优质品牌，高新区依托传
统优势按照生态发展规划建成了
万亩有机水稻基地。

高新区万亩有机水稻基地
是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创新园农

业物联网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应
用验证基地和滨州市第一批市
级农业科技园建设项目。该项
目设计25个村(居)，年产量600
万公斤，主要发展临稻系列粳
稻品种，产品已经销往胶东、江
淮等地，并出口日韩等国家。

据了解，该基地生产的“黄
河五道口”大米是山东省第一
个无公害大米品牌，2 0 1 0年取
得绿色认证和有机转换认证。

高新区地处黄河滩涂水泊
自然风光带，水网密布，灌溉条
件便利。高新区因地制宜，在黄
河沿岸搞起了“设施农业园”和

“黄河水乡生态农业科技观光
园”。设施农业园规划面积1万
亩，涉及14个村居，园区规划建
有冬暖式日光温室大棚、农民
培训中心、智能连株温室等。目
前，800个温室大棚、103个中型
拱棚、6 4 3 个小型拱棚已经建
成，特色露天菜5 0 0余亩，花卉
苗木3 0 0余亩，2栋智能联栋温
室已建成投入使用。

同时，7 0亩标准化水产养
殖水面、1 0万株苗木栽培已经
在观光园区建成，一座拥有垂
钓池、游泳池、荷花池、怡山风
景山、中心草坪广场、清水湖等
景观的综合立体园区已经进入
规划。

滨州财政收入
今年突破百亿
财政支出中

民生增幅最大

本报12月8日讯 (通讯员 许
晓光 记者 王晓霜) 8日，记者
从滨州市财政局了解到，截至11月
底，滨州市地方财政收入112 . 37亿
元，完成预算的93 . 87%；财政支出
162 . 6亿元，完成预算的97 . 99%，其
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
生、农林水事务四项民生支出83 . 3

亿元，增长44 . 01%，在财政支出中
所占比例增幅最大。

截至11月底，滨州市财政支出
比去年同期增加40亿元，完成预算
的97 . 99%，增长32 . 68%，比去年同期
进度加快4 . 1个百分点。教育、社会
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事
务四项民生支出83 . 3亿元，增长
44 . 01%，政府对民生的保障能力继
续提高；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交通
运输、工商服务业事务等发展类支
出42 . 6亿元，增长20 . 42%，财政支持
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力度加大。

滨州市地方财政收入比去年
同期增加24 . 9亿元，增长28 . 47%。增
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
所得税四个主体税完成50 . 95亿元，
增长28 . 11%。今年以来，与全国、全
省形势一样，滨州市财政收入增长
呈前高后低走势，主要是受经济增
速趋缓、增值税转型改革、上年基
数较高等因素共同影响。从全省来
看，滨州市地方财政收入增幅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0 . 9个百分，仍处于平
稳较快增长区间。

生态农业园内农民喜获丰收。（资料片）

公厕安门帘
为防止公厕水管冻裂，市城管

执法局环卫处自12月8日起，组织
人员为辖区公厕安装棉门帘，确保
冬季公厕设施完好，满足市民正常
如厕的需求。
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李明
王海亭 摄影报道

《一个月交全款难倒六成申请者》追踪 >>

“交清首付就能办理贷款了”
记者 王丽丽

滨州第四批经适房部分申请者由于难以一次性付清房款，原
定的一个月的付款期限也早已过去，为此市房管局延迟了付款期
限。不过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些经适房申请户凑不齐房款，为了让
这些申请者最终能住进经适房，市房管局近日表示，“剩下的没有
能力付全款的申请者在签订三方协议后，可办理贷款。”

许广是第四批经适房的受益
者，虽然凑钱买房的过程让他很
煎熬，但是最终他还是住进了“新
房”。“前前后后借了个遍，亲戚
的，同事的，领导的，几千、几百凑
起来的！”许广告诉记者，尽管如
此，他还是很高兴，因为终于有了
自己的新房子。然而，并不是所有
的人都像许广那么幸运。

11月30日下午，记者电话联
系到经适房申请者孟女士，当记
者问到经适房的事情，孟女士情
绪有些激动，“不能办贷款，又凑
不齐钱，只能放弃了！”而据记者
了解，孟女士等该经适房已经等

了三年。
申请者巩清男目前虽已经交

齐了131000元的房款，但因为亲
戚朋友都借了个遍，最终没钱办
理房产证，没钱买房里的家具，因
此虽已拿到钥匙，但还是没法住
进房子。

针对申请者们提出的“贷
款难、一次性交全款”的问题，
滨州市房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以前也是一次性交全款，但
是因为当时的房价低，所以对
于很多申请者来说凑齐钱并非
难事。而且，当时的贷款直接贷
给个人，只要申请者拿到房产

证之后就可以用贷款来还亲戚
朋友的钱。但是今年的经适房
贷款直接打给开发商，而且多
数为十七八万。因此，买房者凑
钱有一定困难，而且交齐钱后
办的贷款需从开发商账户上把
钱提出来才能还给亲戚朋友。
为了解决申请者的困难，房管
局和开放商经协调，解决了部
分人的贷款问题。

“即使能办到贷款，也得先交
齐全款，再加上部分申请者因为
楼层原因放弃，所以导致18户申
请者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交钱买
房。”房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于剩下的十多户申请者，
滨州市房管局考虑到他们凑足钱
有一定的困难，于12月1日制定新
的办法，只要申请者交齐首付款，
就可以办贷款。房管局从办理房
产证方面对申请者进行监督以保
证其还款能力。“

12月3日，房管局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尚未交款的申请者
中，目前有两户符合住房公积
金贷款条件，但因为凑不足房
款而放弃。对此，房管局、开发
商与购房者将签署三方协议，
申请者只需交足首付款就可办
贷款。对于放弃经适房的申请
者，按照个人意愿，房管局将其
申请的经济适用房转为廉租住
房实物配租的保障方式，以解
决他们的住房困难。

此外，记者了解到，此次放弃
申请的人员若已经领取准购证却
放弃的，在两年内将不得申请经
适房。而此次未分出的房子，将作
为下一批的经适房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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