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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日照

莒县新闻

莒县城阳街道获评 2013 年度全市镇域经济发展先进街道

1188 村村将将进进行行集集体体经经济济股股份份制制改改造造

2013 年，莒县城阳街道工农
业总产值、税收收入、地方财政收
入分别为 141 . 6 亿元、7 . 4 亿元、
4 . 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 、
10 . 78%、20 . 95%。2013 年这些数据
的取得有些特殊的意义，因为
2012 年底，莒县成立工业园区，城
阳街道主要的大项目基本划归到
园区内。“2013 年是我们经济发展

转型的一个分水岭，压力非常
大。”城阳街道党委书记吴锡华
说。

2013 年之前，莒县城阳街道
深入实施“工业发展”战略不动
摇，依托良好的区位优势，工业经
济质效发展良好。作为驻城街道，
他们清楚地认识到，工业强则街
道强，工业富则街道富。街道围绕

建筑建材、服装抽纱、机械铸造、
食品加工、纸业印刷、流通服务六
大产业群体，协助抓技改、扩规
模、搞合作、拓市场，企业发展步
伐进一步加快，晨曦石化、浩宇能
源、金禾博源、建兴铁塔、城阳水
泥等 29 家规模以上企业成为街
道发展的有力支撑，富有活力的
工业经济新框架初步形成。

五五月月底底 兴兴业业房房产产双双喜喜临临门门
兴业金海学府售楼处盛大开放、兴业房屋置换公司隆重开业

5 月 30 日上午 9 点 58 分，位
于海曲路与菏泽路交会处的兴
业房屋置换公司盛大开业，兴业
集团常务副总裁、兴业房产公司
总经理赵文强出席仪式并致辞，
副总经理孙开军、朱世伟、李凤
霞、王清海出席了仪式，百余名员
工代表与各大媒体记者齐聚现
场，共同祝贺兴业房屋置换公司
的正式成立。

赵总在致辞中表示，兴业房
屋置换公司的成立是兴业房产
多元化经营，实施大企业战略迈

出的关键一步，公司成立后将依
托兴业房产强大的品牌资源和
先进的管理运作经验，致力于搭
建专业的二手房置换平台。他说，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日照的地产
市场已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成
熟期，二手房市场也呈现出方兴
未艾的势头。他建议日照二手房
经营机构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形
成合力，把日照的二手房市场做
大做好。致辞结束后，与会领导共
同按下了启动球。随后，大家在一
片喜庆的鞭炮声中参观了兴业

房屋置换公司。
据了解，兴业房屋置换公司

从 2014 年年初即开始筹备，4 月
初完成工商局注册，公司秉承“汇
东西南北房源、成千家万户之美”
的理念，为港城市民提供买房卖
房、房屋租赁、抵押贷款等一站式
服务。目前，随着公司的开张营
业，各项业务也顺利展开，广大客
户可随时到访接待中心，了解置
业信息，关注楼市动态，免费登记
房源。

(文、摄影 王光杰)

5 月 30 日 8 点 58 分，在喜庆
的鞭炮声中，位于山东路与文登路
交会处的兴业金海学府售楼处盛
大开放。日照主流媒体与兴业房产
领导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据了解，兴业金海学府位于
山东路以南，青岛路以西，文登路
以东，紧靠日照游泳馆、太阳广

场，距金海岸小学仅 500 米，荟萃
优质教育资源。项目由高端住宅、
甲级写字楼、海景公寓、沿街旺铺
等业态组成，社区功能齐备，周边
配套成熟，交通便利，是兴业房产
2014 年倾力巨作。目前，该项目正
接受预约登记。

(文 陈昕 摄影 王光杰)

去年财政收入达 4 . 7 亿元

然而就在工业发展框架已经
形成，招商引资逐步走向正轨之
时，莒县划分工业园区，城阳街道
几乎所有的大项目都被划归工业
园区，街道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发
展模式亟待转型。

“新规划后，大企业我们基本
没有了，剩下的企业也都是之前
国有企业改制的，面临扩建、提升
等难题。”城阳街道企业办主任孙
刚廷说。工业项目失去优势后，城
阳街道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依托
城区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在招

商引资中坚持发展工业上不放
松，同时把发展的重点转移到服
务业上。

城阳街道充分利用现有的商
业土地、设施等优势，通过引进外
资、启动内资等方式，引进了莒县
商贸城、莒州国际商贸城、莒州大
众汽车维修有限公司物流园、莒州
通力广场等一批商贸龙头产业。仅
2014 年以来，该街道就落实过千万
元项目 11 个，实际到位资金 17 . 44

亿元。为保证项目的顺利推进，街
道还成立了大项目工作服务推进

组，实行全方位服务。项目集中推
进小组坚持一事一议、特事特办，
为街道经济发展蓄足后劲。

“我们现在就是依托城中村改
造，在满足老百姓基本生活的基础
上，打造层次更高、规模更大、服务
更好的全新服务业体系，提升整个
街道的服务业水平。”街道党委书
记吴锡华说。为促进企业健康运
转，街道还开展了“融资桥”银企对
接活动，目前已经有 12 家企业与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对接帮助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

重点发展服务业和商贸流通业

2012 年对城阳街道来说注
定是不平凡的一年，除了经济发
展面临转型，农村发展也面临革
新和突破。继墩头社区被国家民
政部定为创新实验社区后，城阳
街道又被国家发改委定为全国
第三批小城镇改革试点镇，这也
正式拉开了城阳街道社区改革
的步伐。

街道在组织体系、管理体
系、服务系统、保障体系方面加
大创新力度，形成了以党委领导
决策、村委自治服务、合作社经
营致富的农村社区“两委一社”
组织体系，并通过了民政部“全
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

验区”的中期评估。有了墩头试
点成功的基础，2013 年不到一年
的时间，撤村设社区工作在街道
13 个社区全面展开，完善的组织
管理体系成为街道社区建设的
坚强保障。

撤村设社区工作完成后，社
区建设如何突破城市化管理瓶
颈，推动城中村融入城市、实现
资产融合是摆在城阳街道面前
的又一难题。

城阳街道大胆创新，在日照
市率先实行了股份制改造。该街
道选取了有经营性净资产，每年
有稳定的收入，党支部坚强有力
的西大街，作为进行集体经济股

份制改造的试点村，并于 2013 年
10 月份启动了股份制改造，成立
了经济股份合作社。村里所有资
产都统一量化，以股份的形式平
均分配到村民手中，村民凭股进
行分红。

股份制改革后，全体社员股
东享有决策权、监督权和分配
权，每年从经济股份组织的资产
经营收益中获取股红分配收入，
实现了资产变资金、资金变资
本，为集体资产的统一经营、规
模经营，实现社区的融合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2014 年，城阳街道
将在 18 个自然村进行集体经济
股份制改造。

“两委一社”管理模式、“股份制改革”成亮点

加强民生工程建设
成立“一办五中心”服务体系

在加强硬件设施建设基
础上，城阳街道也加强民生工
程建设。在新建社区里，成立

“一办五中心”服务体系，把之
前属于街道办事处的权力下
放到社区，让老百姓在自己家
门口就可以办理各种业务，解
决老百姓 1 . 5 公里服务半径。
社区服务中心、教育中心、卫
生中心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从医疗保障到教育投资，从环
境改善到敬老爱老，件件连民
心，事事顺民意。

“心中装着群众，政策注
重民生”是城阳街道民生工作
取得进步的关键。以新农保、
新农合、农村低保、被征地农
民养老保险、五保供养为主的
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了发展成

果更多地惠及广大群众；人员
配备专业化、矛盾调解人性化
的综治维稳模式，为经济发展
和社会稳定提供了保障；投资
2000 万元在墩头、围子、西关、
状元建设的四处规范化学校，
推进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发展；
以莒州文街为代表的文化载
体日渐增强，群众参与文化建
设的热情更加高涨。

在全国文明村岳家村，幸
福老年公寓的老年人一日三
餐享受免费供餐，每天清晨，
老人们陆续到公共餐厅就餐，
开始一天的新生活。每当夜幕
降临，华灯初上，人们在活动
中心健身锻炼，欢快的歌声、
优美的舞姿，传达着和谐美
好。

文/片 本报记者 彭彦伟

5 月 20 日，在全市镇域经济考核表彰会议上，城阳
街道被评为 2013 年度全市镇域经济发展先进乡镇(街
道)。城阳街道已连续五年获此殊荣，连续三年在综合考
核中排名第一。

近年来，城阳街道以市县考核为导向，不断加大招商
引资规模，推进产业转型，推动农村社区化进程，努力让
居民过上更幸福的生活。仅 2014 年以来，该街道就落实
过千万元项目 11 个，实际到位资金 17 . 44 亿元。

城阳街道获评 2013 年度全市镇域经济发展先进乡镇(街
道)，街道党委书记吴锡华(左一)领奖。

社区建设不仅创新了管
理模式，更带动了社区发展，
增加了农民收入。为了提高社
区的自我发展、自我保障能
力，城阳街道在农村社区实行

“两区同建”。
街道依托社区建设，用足

用活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增减
挂钩等政策进行土地流转。腾
空的土地经验收合格后，通过
承包或出租等方式进行设施
农业建设，集约化、规模化、设
施化开发，使土地得到高效利
用。流转出来的土地，根据不
同情况，发展不同的现代农业
园区，明显加快了现代化产业
进程，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农民
种田产量低、收入低、效率低
的“三低”现状。

目前，在绪密社区高效农
业示范区，流转出的 300 亩土
地，由新世纪商厦投资建设了
高标准蔬菜农业示范园，仅此
一项可实现年产值 1200 万元，
利润 800 万元，并为当地群众
提供就业岗位几百个。

在墩头社区，规划的占地
450 亩的食品工业园正在有序
推进中，已有 5 家企业达成投
资意向。在该项目的带动下，
周边新发展冬暖大棚 500 余
亩，发展绿芦笋等各类经济作
物近千亩。街道现已建成大湖
社区绿色蔬菜基地、邹史马湖
大蒜基地、大许家庄芦笋基
地、罗家庄芦笋基地、墩头苗
木花卉基地等近十个农业示
范园区。

实行“两区同建”
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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