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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7月18日讯 7月18
日，记者从山东省商务厅获悉，
省商务厅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专
家对各市申报材料进行了评审，
确定潍坊、威海、淄博、泰安、德
州5市为山东省第二批城市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为全
面做好试点工作，山东省商务厅
要求各试点市要加强统筹协调、
补齐设施短板、丰富商业业态、
壮大市场主体、创新服务能力。

具体来看，各试点市要按照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
南》有关标准，抓紧落实试点方
案，将试点工作与“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扩内需促消费
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加强部门协
调，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在政策
创新、管理创新、模式创新等方

面大胆探索，按照边试点、边总
结的原则，及时筛选提炼先进经
验和典型案例，形成可复制可推
广的建设经验。

鼓励生活圈内老旧小区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因地
制宜改造商业中心、邻里中心等
各类综合服务设施。新建社区
重点建设改造商业综合体、购物
中心、便民商业中心、社区养老
服务设施等。有条件的物业服
务企业向养老、托育、家政、邮政
快递、前置仓等领域延伸。

优先配齐便利店、综合超
市、菜市场、生鲜超市（菜店）、早
餐店、洗染店、美容美发店、照相
文印店、家政服务点、维修点、药
店、快递公共取送点、再生资源
回收点等14种基本保障类业态。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餐饮、社区食
堂、老年人康护、运动健身、保健
养生、新式书店、教育培训、休闲
娱乐等8种品质提升类业态，满
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

鼓励社会各类主体参与投
资建设运营。支持引导大中型
企业下沉社区，输出品牌、标准、
管理和服务，发展直营连锁，对
形象标识、门店管控、设施配置、
服务标准、商品采购、物流配送
实行“六统一”。

鼓励“一点多用”“一店多
能”，搭载代扣代缴、代收代发、
上门服务、租赁等项目、通过跨
界经营提高便民服务能力。鼓
励应用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发展无接
触交易、智能结算、网定店取

（送）、直播带货、自助售卖等创
新模式，拓展便民生活圈应用
场景。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简单来
说，就是以社区居民为服务对
象，服务半径为步行15分钟左右
的范围内，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
基本消费和品质消费等为目标，
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的社区商圈。

可以说，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对提升城市生活服务便利化、标
准化、品质化水平，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
要意义。

正是认识到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的重要意义，去年5月，商务
部等12部门出台了《关于推进城
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
见》。随后印发的《城市一刻钟

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提出，“到
2025年，通过打造‘百城千圈’，
建设一批布局合理、业态齐全、
功能完善、智慧便捷、规范有序、
服务优质、商居和谐的城市便民
生活圈”，为各地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建设指明了方向。

事实上，就山东而言，一刻
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一直稳步
推进。据了解，在2021年全国评
选的3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国家级试点城市中，山东济南、
青岛、烟台3市成功入围，列国家
级试点城市之首。这也从一个
侧面反映出，建设一刻钟便民生
活圈，山东成效明显。2021年，
山东确定东营、临沂、滨州、济宁
4市为全省首批城市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试点城市。

以多业态集聚形成社区商圈

淄博入选省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

7月18日，沂源县南鲁
山镇九会村风景秀美，110
余名来自临沂蒙阴的学生
正在山东金枫园写生研学
基地写生创作。一名村民
看着他们的画高兴地说：

“你们把村子画得可真好
看！”

南鲁山镇是国家森林
小镇、山东省旅游强镇，有
国家级鲁山森林公园、距今
50万年的“沂源猿人”遗址、
著名的“江北第一溶洞群”
沂源溶洞群（含九天洞等多
个溶洞）、国家AA级景区神
农药谷景区、山东省生态旅
游示范基地凤凰山风景区，
及流水锶乡农家乐、水墨鲁
山康养区等。

近年来，南鲁山镇不断

在“写生经济”上做文章，山
东金枫园写生研学基地是
其中的代表作。“为了把基
地打造得更具艺术气息、更
有利于文艺创作，我们尽可
能保留了原有建筑古朴的

‘石屋’特色和形制特点，并
在墙面绘上与石屋同时代
的彩绘和标语，尽可能还原
那个年代的原貌，为学生
们、艺术家们带来创作灵
感。”基地负责人王兆军介
绍说。

目前，基地内建有会议
室、餐厅、标准客房、学生宿
舍等，可同时容纳400人住
宿，并有操场、运动器材、
600余亩农业实验基地等供
休闲娱乐、运动锻炼及社会
实践，是目前沂源县最大的

一处写生培训教育基地。
基地每年能接待写生学生
及游客10000余人，年收入
可达110余万元。

紧紧抓住全域旅游发
展契机，南鲁山镇探索出了
一条以发展艺术写生产业
为主导，助力乡村振兴的旅
游新路子。围绕镇域山水、
历史人文等资源，该镇划分
了野趣山水、古村民居和军
工文化等三大写生板块，建
成较大规模写生基地4家，
并结合当地民俗特色，修建
了写生驿站、豆腐坊、小吃
一条街、鲁山脚下民宿等特
色体验点。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孙渤海 通讯
员 王振群

发展特色经济 绘就“写生”画卷
淄博南部生态小镇激活“写生经济”

这两天，高青黑牛成为网络
热词，很多网友称赞高青很“牛”。
事实上，一头黑牛让高青受益匪
浅，可谓一“牛”多得。

“得”在高青农户。用600亩
土地兑换100头成年母黑牛，再将
每年繁育出的小黑牛卖掉，这种
黑牛养殖模式在高青县唐坊镇李
孟德村已经持续多年。何传明是
李孟德村的党支部书记，也是李
孟德黑牛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
这几年的黑牛养殖，不但让他学
到了先进的养殖技术，还带领全
村人盘活了土地，村民收入翻了
两倍，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10余
万元。如今，李孟德村“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农户”的养殖模式在
高青得到了大力推广，全县黑牛
养殖户已达到2000余户。

“得”在高青产业。乡村振
兴，产业先行。在产业发展上，近
年来，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黑
牛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培育。如今，高青黑牛已经成为
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特色产业支
撑，形成了以黑牛养殖为依托的

完整的黑牛产业链。目前几家龙
头企业1头黑牛的产值最高已达
到15万元，仅纽澜地、澳航两家企
业直接或间接从业人员达10000
多人，全产业链产值已达到30
亿元。

“得”在高青机会。高青黑
牛产业的发展，为高青带来了更
多机遇。凭借黑牛养殖的基础，
高青县得到了农业农村部的关
注和认可。2021年，高青成为沿
黄肉牛产业集群主导创建县，扶
持资金6227万元。高青黑牛也
成为了高青县对外展示的一张
名片。如今，高青县正计划将通
过鼓励养殖企业改扩建、吸引社
会资本介入、利用国债项目资金
建设等方式，在县域内建设8处
标准化产业园区，形成集群发展
优势。

高青黑牛的发展模式，还给
了资本更多信心，更多金融活水
开始流入农村市场。对农民而
言，贷款养牛在高青已成为常态，
更多金融产品也开始在三农领域
不断涌现。截至目前，鲁担惠农
贷涉牛贷款在高青已累计发放
1089笔（户），共计人民币4.73
亿元。

一“牛”多得的局面，已经在
高青落地开花。

7月17日，学生们在山东金枫园写生研学基地进行创作。

一“牛”多得
李振兴

淄博7月18日讯 为
进一步满足人才的住房需
求，7月18日，淄博市人才
公寓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发布公告，创业创新谷
市级人才公寓项目租赁型
房源开始报名申请。此次
分配的租赁型房源共计
210套(含3套省级及以上高
层次人才安居房)，面积50
至170平方米。

据悉，此次面向2019
年11月21日“淄博人才金
政37条”出台后，淄博市张
店区、高新区、经开区（区划
调整后）、淄博新区（规划调

整后）的市属（含）以上企事
业单位以及注册地在张店
区、高新区、经开区、淄博新
区的“淄博市综合百强企
业”和“淄博市工业百强企
业”（按照政府公布最新名
单进行动态调整）新引进的
符合条件的人才分配。

申请人应当同时满足
以下条件：一是在报名范围
内的企事业单位工作，签订
正式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且缴纳养老保险（需在
2019年11月21日之后首次
在淄博签订劳动合同或聘
用合同并缴纳养老保险）；

二是本人及家庭成员（配偶
及未婚子女）在本地（张店
区、高新区、经开区和淄博
新区）无私有住房。此次申
请报名截止时间为8月17
日，符合申请条件的人才，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可向所
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王莉莉 通讯
员 李超 范明锐

淄博市发布创业创新谷人才公寓项目租赁型房源

210套人才公寓开始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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