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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留学生当上电力志愿者

“您好，请看怎么样安全用
电。”几句不太熟练的中国话，不
时惹来周边人善意的笑声，也引
得更多人上前索要安全用电宣
传单，这是埃斯拉·阿齐兹第一
天当上电力“善小”志愿者的
经历。

1月28日，前来淄博玉黛湖
花灯会赏灯的游客川流不息。
在一组花灯下，埃斯拉身着淄博
供电公司“善小”志愿者的马甲，
与电力“善小”志愿者一起忙着
向游客发放安全用电宣传单。

28岁的埃斯拉来自埃及，

2023年8月来到中国攻读山东理
工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博士学位。
谈起为什么对电力感兴趣，埃斯
拉说，她最初选择的是机械工
程，同学们觉得并不适合她，建
议把电作为专业。埃斯拉听取
了他们的建议，虽然在学习中遇
到很多困难，但她坚持了下来。

“就是这段学习旅程，让我
对电气工程的热情呈指数级增
长，激发了我来到中国学习的决
心，因为这里有世界上最厉害的
特高压。”埃斯拉说，自己还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孔子学说
极大影响了她，她认为中国是世
界上最好的教育目的地之一。

“这里的老师、同学都非常
照顾我，知道我对电力很感兴
趣，就介绍了淄博供电公司工作

的朋友给我认识。”埃斯拉从认
识电网，到探讨电力知识，感觉
受益匪浅，尤其了解到淄博供电
公司的“善小”志愿活动后，更是

毅然决定参与进来。
“来到中国，这里就是我的

第二家乡，应该做些事情才行。”
春节将近，当听说淄博供电公司

的“善小”志愿者要利用休息日
时间，到淄博花灯会宣传安全用
电时，便义无反顾报名参加。

“小朋友，你知道怎么安全
用插座吗？”对中文还不太熟练
的埃斯拉一字一句地与大家交
流着，几名大学生模样的游客还
尝试着用英语和埃斯拉交谈。

眼见天色已晚，为了不影响
游客赏灯，大家决定收兵。“我今
天发出了一百多份宣传单，会有
更多的人受益。”埃斯拉高兴地
收拾着物品，又转头对旁边的志
愿者认真地说，“下次有‘善小’
活动，一定喊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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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拉向小游客宣传安全用电知识。

新增规上企业完成率166.6%，全
县第一；新招引过亿元大项目5个，
全 县 第 一 ；过 亿 元 项 目 开 工 率
100％，全县第一……2024年伊始，淄
博一个重工业镇在效益为“零”的闲
置资产中挖呀挖呀挖，连续挖出了6
个第一的能效，引人瞩目。

地处鲁中山区的淄博市沂源县
南鲁山镇，取得如此成绩，到底做对
了什么？

“零”中挖出潜质和效能

位于沂源县西北部的南鲁
山镇，山多地少。南鲁山镇党委
书记赵希娟表示，土地资源紧
张、产业转型动力不足已成为制
约招商引资的重要因素。作为
一个老工业镇，一方面，全镇山
多地少，呈现出“八山一水一坡
田”的土地现状，可利用的耕地
不足，建设用地更为稀少；另一
方面，土门片区有传统的轧钢铸

造产业基础，形成规模的铸造企
业就有14家，但都普遍存在生产
工艺落后、高耗能低产出、创新
动能不强等问题，而且这些企业
家大都存在小富即安思想，导致
传统企业发展劲头不足、转型升
级困难。

面对建设和工业用地资源
不足的现状，想要进一步促进招
商引资和经济发展，如何破题？

在有限的资源中挖呀挖呀
挖，探索“零地招商”模式，这是
南鲁山镇给出的答案。

2022年以来，南鲁山镇围绕
解决招商引资“寸土难求”发展
制约和打破传统企业“低产低
效”转型瓶颈，将招商引资作为

“一号工程”来抓，统筹部署运用
“八山一水一坡田”土地资源，找
准发展定位，精心储备项目，建

立“四项举措＋一项保障”的“４+
１”工作机制，逐步探索出“零地
招商”新模式。

赵希娟解释，“零地招商”涵
盖三个层面：一是“盘活现有
的”。盘活废弃粮所、废弃学校、
废弃宿舍等闲置资产，“一地一
策”做活存量资源“增量”文章，
向闲置资源要土地、要税收、要
效益。二是“转型低效的”。对

现有生产工艺技术落后、亟待转
型的企业进行升级改造，或通过
招商引资实现转型发展，实现

“增资增效不增地”。三是“落地
新业态”。大力发展总部经济、
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新经济业
态，结合发展“飞地经济”，真正
实现不占用土地指标的招商
引资。

山东北方捷美智能制造有
限公司，是“零地招商”新模式中
在南鲁山镇第一个“吃螃蟹”的
企业。2022年，这家企业入驻南
鲁山镇一家闲置厂房，解决了企
业没有自己的生产车间的问题。

“我已经把在外地的企业搬
到了南鲁山镇，从周边村子招来
了技术工人，出口的矿山机械设
备附加值高、利税高。”山东北方

捷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
孙兆辉说。

寥寥数语，透露出他们企业
已经吃到了“零地招商”新模式
的红利。孙兆辉还透露，与他们
企业相邻的一处闲置厂房，经过
改造后，已被另一家企业相中。

这些优化盘活的闲置资产，
既增加周边群众及村集体的经
济收入，也实现了“增资、增效、

不增地”。
有了成功的实践，南鲁山镇

第一时间成立了“闲置资源”排
查组，拉网式排查全域“沉睡”资
源，共查明闲置土地44宗、1062
亩。同时，绘制闲置资源分布
图，资产名称、编号、面积、性质、
地址、类型等要素一应俱全，实
现闲置资源信息“一图清”。

此外，他们紧盯高耗能、高

投入、低产能的“两高一低”企
业，创新开展“企业敲门行动”，
广泛了解有关企业发展和招商
需求，“一企一策”制定20余套转
型方案。一方面，鼓励基础好、
市场效益好的企业，加快推进落
后设备和落后工艺更新替代，实
现动能转换、转型升级，宾晟铸
造等6家企业实现规范标准化生
产规范升级。另一方面，南鲁山

镇鼓励经营困难的“僵尸企业”、
无人接管的“断代企业”等，采取
企业转让、厂房出租、项目联营
等形式，对接邀请“同链”企业，
实现“腾笼换鸟”、柔性转型，山
东迅捷节能材料有限公司、山东
北方捷美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等8
家企业实现当年入驻、当年投
产、当年盈利，其中迅捷节能公
司当年实现纳税28.2万元。

“沉睡”资源变成“梧桐树”

6个“1”的南鲁山速度

地处山区，南鲁山镇的农产
品种类多、品质好，这样的优势，
为电商发展提供了机遇。

为此，南鲁山镇瞄准项目土
地“零占用”目标，大力发展数字
经济新业态，推动实体经济与数
字经济深度融合。2022年以来，
新引进沂兴数源助商平台、沂兴
数农兴农平台等多家数字平台
企业，聚力搭建农产品资讯撮合
平台、农产品交易平台、农业大
数据平台、农业产业金融及综合
服务平台，赋能乡村振兴。其
中，沂兴数农兴农平台于2022年
9月份完成跨境电商平台商铺注
册，产品销往新加坡、马来西亚

等6个国家，总交易额突破2000
万元；2023年推出以“四链融合”
电商运营体系，在全市新经济推
进大会上与陕西“淘陈仓”电商
平台签订合作协议，目前“源小
果”在微信、抖音、京东等平台订
单量突破10万单，销售总额突破
300万元。

此外，对生产环境要求高、
资源配套要求全、要素保障要求
精的优质项目，实行“六个一体
化”招引，采取“飞地”模式，发展

“飞地经济”，在不占用土地指标
的前提下，引导企业入产业园
区，落地在全县“双招双引”主战
场——— 经济开发区和化工园区。

2022年以来，新招引淄博康顺塑
胶公司等5家企业入驻经济开发
区，其中，康顺塑胶公司2022年
实现销售收入2600余万元、税收
66万元，并实现年度纳统。

向闲置资源要效益，推动产
业发展“柔性转型”、转型跨越，
南鲁山镇的“零地招商”新模式，
成为引来金凤凰的梧桐树，跑出
了经济发展的加速度。2023年，
南鲁山镇在2022年的基础上，又
实现了全县六个第一：新增规上
企业完成率166.6%，全县第一；
新招引过亿元大项目5个，全县
第一；过亿元项目开工率100％，
全县第一；新签约项目开工4个，

全县第一；批发业销售额同比增
速35.5%，全县第一；新招引落地
企业39家，全县第一。2023年
1—11月全镇财政收入5211.75
万元，同比增幅132.8%，连续两
年实现财政收入翻番。

南鲁山镇党委书记赵希娟
表示，南鲁山镇将聚焦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加大资金、土地、人
才支持力度，持续将各类优质资
源嫁接到企业发展过程中，最大
限度释放企业发展活力。一是
转变招商思维，坚持“抓新不忘
老”。实现现有存量的提升和外
部增量的注入。二是迭代创新
模式，坚持“一体化”发展。聚焦

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创新“零地
招商”模式，扎实做好补链、强
链、扩链的文章。积极鼓励传统
企业通过投资扩建、技改扩能、
兼并重组、发展总部经济等途径
壮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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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个“零”换来6个第一

淄博这个重工业镇做对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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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药玻公司仓储中心

山东嘉农食品有限公司车间工人
分装“果蔬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