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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孙昊 报道
本报长岛讯 “以前办证都得去长岛

办，到窗口排队，现在有了自助服务终端，我
们在镇便民服务大厅就能现场拿证，真是太
方便了。”7月25日，顺利拿到营业执照的砣
矶镇居民于先生笑得合不拢嘴。

对于先生来说，“在镇上就能办”有着特
殊的意义。

长岛县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各个
乡镇、岛屿往来只能借助唯一的交通工具
船只。从乡镇到县城，西部岛屿需要坐船
一两个小时，北部岛屿船程多达四五个小
时，而且每天航班有限，赶上大风大雾
天，办证群众就会因为没有船被困数日，

导致群众办证慢、办证难、成本高。
于先生为了办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就到镇上的便民服务大厅打听。工作
人员告诉他，从7月份开始，业户可在镇便
民服务大厅通过自助服务终端提交申请，
现场打印出证，再也不需要坐船出岛到县
直审批部门现场办理了。

接到于先生的登记申请后，区行政审
批服务局商事登记窗口在第一时间对材料
进行受理，核准通过并现场打印出证，从
申请到拿证仅用了20分钟。

今年1月，长岛综合试验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成立后，构建起以城区大厅为中心、
外围乡镇大厅为支撑，区乡联动、人机协
同、数据跑路的远程服务体系，开通了一

条城区外围岛屿群众办理证照的绿色通
道，实现政务服务与群众需求“零距离”
对接的“家门口”办证模式。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长岛把公司、合
伙企业及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及分支机
构、农民专业合作社、个体工商户的设立、变
更、注销登记和食品经营许可等高频事项作
为首批实施事项，实行“乡镇大厅受理—城
区大厅办理—乡镇大厅打证”的审批流程，
城区外围乡镇群众到当地便民服务大厅，通
过乡镇代办人员在长岛行政审批远程服务
自助终端网上申报、城区中心大厅网上审查
许可、乡镇大厅现场打印出证。

此外，在城区外围乡镇安装政务服务
自助终端和配套设备，积极引导使用自助

终端，并安排专人帮办，培养申请人自助
办事习惯，增强自助服务体验。工作日，
提供延时服务；非工作日，提供预约服
务；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需求，提供
上门服务。线上，提供“零跑腿”服务，
实行全程电子化登记；线下，提供全程服
务，办事群众既可以到柜台办理业务，也
可以到自助终端设备自主办理，让办事群
众享受到柜台内外保姆式的热情服务。

该系统7月1日运行以来，已办理证照
近百件，群众从过去乘船渡海两头跑变为
现在在自己本岛上就能办事，困扰多年的
因天气、船期来回往返城乡造成的办证时
间长、费用高瓶颈得以破解，打造出海岛
特色的“一次办好”品牌。

过去群众乘船渡海两头跑，现在数据跑路办证不出岛。长岛县———

打造海岛特色“一次办好”品牌

□本报记者 刘 磊 马景阳
本报通讯员 吕鑫鑫

推行月余

垃圾分类初见成效
7月26日，记者来到淄博市临淄区辛店

街道杨家社区，中心街西侧分别标有“熟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字样的红、绿色
两种垃圾桶格外显眼。记者打开绿色垃圾
桶，与平时酸腐味浓郁的普通垃圾桶不
同，该垃圾桶并无刺鼻异味，箱内只有一
些废纸巾、烟头等，而旁边的红色垃圾桶
内则是回收的剩饭、剩菜、果皮等厨余垃
圾。

井井有条的垃圾分类现场，是杨家社
区72户居民试行垃圾分类一个多月以来的
成效。

杨家社区的垃圾分类是从今年6月14日
正式开始的，在杨家社区党支部副书记孙
伟看来，虽然相较于上海等地更为细致的
垃圾分类，社区初步设置简单，但试行至
今，居民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杨家社区4号楼住户孙友明如今就有了
个新习惯。每天上班，他都会将免费发放

的厨余垃圾桶提到楼下回收处，打开垃圾
桶，将垃圾袋里的剩饭剩菜倒进红色垃圾
桶，再将垃圾袋扔进绿色垃圾桶。一个多
月的时间，像孙友明这样参与到垃圾分类
活动中的居民越来越多。

杨家社区试点推行垃圾分类也并非一
帆风顺。“刚开始有的住户嫌麻烦，直接
把装着剩饭剩菜的垃圾袋一块扔进去，无
形中又给环卫工人增加了工作量。”为
此，孙伟和其他社区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定
点打开垃圾桶检查，发现问题随时通过微
信群告知住户，这样一来，住户观念慢慢
转变，自发加入到了垃圾分类行列。

“前端分类+终端处理”

环环相扣
厨余垃圾被集中回收后如何处置？淄

博艺家园道路保洁有限公司总经理石怀玉
告诉记者，每天下午四点，环卫工人会将
收集来的厨余垃圾集中运往临淄区安里生
态园，将其与牛粪、枯树叶掺杂在一起用
做蚯蚓饲料。

据了解，目前很多城市在推行垃圾分
类过程中，由于前端分类不明确、终端处
理设施跟不上等原因无疾而终，此次辛店

街道的“试水”也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为使垃圾分类真正实现常态化，街道依托
淄博艺家园道路保洁有限公司，确定了三
种终端处理方式。

“一个是给蚯蚓做饲料，第二个是通
过粉碎机粉碎成糊状做蟑螂的饲料，第三
个是通过发酵池直接发酵成有机肥，供生
态园内的果树生长，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无
缝衔接的产业链。”石怀玉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街道平均日产生活垃圾30吨，按常
规处置，从清运到焚烧处理共需3500元左
右。夏季厨余垃圾占比在50%左右，如果集
中收回利用，可节省运输和焚烧成本共
1700元左右。另外，一吨厨余垃圾发酵后
最多可生产300斤有机肥。投入使用后，利
润在1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如果三种处理方式同时运行的话，
消耗整个街道的厨余垃圾不成问题。”石
怀玉告诉记者。

全面推广

任重而道远
“此次垃圾分类试点工作，我们其实

已经筹划了很长时间，很多细节性的工作
也是反复推敲，之所以选择杨家社区中的

72户居民作为试点，是考虑到该社区作为
省级文明社区，试行起来群众更容易接
受。”辛店街道物业管理办公室主任李群
说。

据临淄区市政园林环卫事务服务中心
副主任张其武介绍，目前，全区日产生活
垃圾500吨，生活厨余垃圾平均占比在15%
左右。“厨余垃圾如果都能有效收集利用
起来，就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和处理设
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消
耗，具有社会、经济、生态三方面的效
益。”

“下一步，我们会把用厨余垃圾做成
的有机肥免费送给居民浇花种树，让他们
切实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连锁效益。”
李群表示，“如果进展顺利的话，我们不
仅将逐步扩大试点范围，还将在垃圾精细
化分类上深做文章。”

垃圾分类是一项社会工程，关系民生
公益，涉及各行各业和每个家庭、包含多
环节，仅凭少数职能部门单打独斗，难以
取得成效。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既需
要政府加强系统研究、顶层设计，加大投
入，不断完善配套政策制度和设施，也需
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提高垃圾分类的认
识，逐步养成分类投放垃圾的习惯。

前端分类，终端处理，环环相扣形成无缝衔接产业链

看看这里垃圾分类试点咋运行

广告

□记者 薄克国 通讯员 王敏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26日，海尔信息谷在青岛开发区开园，园

区目前已招商签约包括中乌先楚核能科技、青岛蓝色智慧海洋
研究院、北斗时空(青岛)大数据研究院在内的41家企业。

海尔信息谷项目总投资60亿元，占地约650亩，规划建筑面
积约70万平方米。承接海尔产城创集团生态圈战略，以产（信息
科技企业总部基地）、研（学科院士信息研发创新园）、创（海创汇
双创孵化平台）三大板块组成的产研创生态圈，打造以信息科技
产业为核心的智慧园区。其中，信息科技企业总部基地首批引入
36家中小型信息科技企业；学科院士信息研发创新园签约进驻5
位院士、3家信息技术研究院、2家双一流高校研究机构；海创汇
双创孵化平台已接洽合作10家待孵化新型信息科技企业。

青岛开发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陈国良介绍，青岛开发
区将高质量服务企业，高效率招商招才，依托海尔信息谷把更
多、更好的项目落在开发区，不断丰富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产
业生态，打造更加完善的产业平台。

青岛开发区海尔信息谷开园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赵玉国 报道
7月25日，培训老师在为茌平县贾寨镇村民讲解电焊操作技

能。这是茌平县人社局组织的2019年乡村劳动技能培训班，培训
班为期一周，来自贾寨镇和附近乡镇的150多名符合条件的村民
分别报名参加初级保育员、初级育婴员、初级电工、初级电焊工
的系统技能培训，助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记者 杨秀萍 通讯员 王洪葳 报道
本报烟台讯 7月22日，位于烟台市莱山区的杰瑞环保自

主研制的自动化油罐清洗和油泥处理成套装备，正式通过客户
验收并发往新加坡，这是中国自动化油罐清洗和油泥处理成套
装备首次进入国际高端市场。

在今年环博会期间，杰瑞环保与新加坡客户进行了自动化
油罐清洗和油泥处理成套装备的销售签约。面对客户的紧急需
求以及对设备处理效果的高标准要求，杰瑞环保从研发设计、
方案确定、生产制造、总装测试等多个环节高效联动、密切配
合，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设备生产并通过客户验收。

客户对“杰瑞速度”的认知不仅仅局限于生产交付阶段，
在设备处理效率上同样深有感触。新加坡传统的油罐清洗方式
是人工清洗，人员进入罐体内作业带来的安全隐患极大而且清
洗效率低。杰瑞为新加坡客户提供的自动化油罐清洗和油泥处
理成套装备，可以在30天内完成对10万立方储罐的全部作业，
不仅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而且不会产生二次污染，这是
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油罐清洗技术之一。

“莱山制造”环保设备
进入国际高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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