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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审批+便民服务
牟平区政务服务改革不断深化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全百惠 通讯员 李冬雪）
近年来，牟平区行政审批服务
局秉承“依法审批+便民服务”
的宗旨理念，不断深化政务服
务“放管服”改革。

牟平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推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并
联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一
窗受理服务模式，为市场主体
提供材料预审、全程网办、帮
办代办服务；对涉及行业政策
复杂、申报材料专业性强的新
兴领域，由帮办代办人员做好
前台与后台、审批部门与业务
主管部门的协同衔接。目前，
该区市场主体设立全流程已
精简至1个工作日内。

该局创新推行前置勘验
模式，对证照临期的市场主
体，由审批科室联系勘验商服
科或业务主管部门对场所面
积、内部设置等进行事前勘
验。勘验通过后，市场主体向
审批科室提交申请材料；事项
办结后，该局第一时间将办理
结果推送至业务主管部门。

该局履行首问负责、延时
服务、预约上门等服务机制，
并设置“办不成事”反应专窗；
依托爱山东APP和山东政务
服务网，创新“线上+线下”相
融合的多维度服务场景，使企
业群众通过手机端即可随时
随地查询业务办理进度、及时
补齐材料。

助力村集体增加收入
莒格庄镇以“地”破题引入现代农业项目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全百惠 通讯员 张光谦）为
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失、耕地碎
片化撂荒化、农业产业效益低
下等现实制约，牟平区莒格庄
镇通过盘活耕地资源、创新经
营模式、引入现代农业项目，
为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打造
强劲的动力引擎。

近年来，莒格庄镇针对土
地分散、条块不均、地势不平等
问题，投资1.6亿元，实施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平整土地3800
亩，建成高标准农田1.1万亩。
同时，该镇扎实开展撂荒地整
治、耕地流出图斑整治等工作，
累计新增耕地4000余亩。

该镇还建立了镇级土地储
备中心，创新“预流转+定制化招
商”模式，由合作社与农户统一

签订土地流转协议，提前完成土
地整合，实现了从“零敲碎打”
到“握指成拳”的转变。同时，
该镇根据招商项目需求进行地
块整理，实现了从“土地等项
目”到“项目选土地”的转变。
截至目前，全镇储备50亩以上
成方连片在库优质地块15个、
2000亩，成功流转4000余亩，
为村集体增加收入120余万元。

莒格庄镇依托春晶粮油、
益生蔬菜、京玺庄园等涉农企
业，发展蓝莓、软枣猕猴桃、苹
果等产业，先后打造3处1500
亩苹果种植园、3处1300亩蓝
莓产业园、2处150亩黄精种
植园。2024年，全镇1个村村
集体收入超70万元，4个村村
集体经济收入超30万元，5个
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超10万元。

杨绍春：以血为墨，书写两代人的公益长卷
18年，35次，17200ml——这串生命密

码镌刻着牟平红十字搭把手公益救援大队
志愿者杨绍春这些年来的炽热坚守。

时针拨回到2007年秋日的某个午后。
在烟台三站街头的献血屋里，杨绍春第一次
挽起衣袖，献出400ml热血。她不曾想到，
这个带着体温的决定，成为接下来18年里
不曾间断的生命约定——她为多名患者送
去了生的希望。如今，她不仅自己荣获全国
无偿献血金奖，还在潜移默化之中将爱心火
种传递给双胞胎女儿，让大爱之歌在两代人
心中接力传唱。

在杨绍春看来，献血只是一件“日常小
事”，甚至第一次献血的契机也是一个没有

“预谋”的随机事件。
“那天，我和闺女坐着公交车到三站那

边逛街，看到街头有一个献血屋，闺女就和
我说，咱们去献血吧！我也没犹豫，撸起袖
子就进去了，没想到第一次献血就成功了。”
杨绍春回忆，在献血过程中，采血护士耐心
地科普献血的相关知识，认真讲解捐献血液
的意义，让她对献血这件事有了深刻的认
识，也埋下了坚持献血的种子。

从那以后，杨绍春将献血视作生命馈
赠。在她的眼中，献血是灵魂深处自然流淌
的善意，无关回报，只关乎奉献。“间隔时间
一到，我就着急去献血，好像大脑里有个提
醒献血的‘生物钟’。”她说。

18 年来，杨绍春的总献血量达到了
17200ml，相当于4个成年人的全身血量。
杨绍春说，每次献血成功，她的内心总是充
满了雀跃，工作起来都觉得更有干劲了。

有一次，杨绍春兴致勃勃地到献血车上
献血，没承想，却因为转氨酶偏高被“拒之门

外”。她满心失落，从那时起，她时刻提醒自
己保持身体健康。晚饭后，她坚持出去走
步；献血前一个星期，她清淡饮食，让帮助他
人的血液更“优秀”。

除了自己坚持献血，杨绍春还积极带动
身边的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她经常
向工友、朋友宣传无偿献血的意义，分享自
己的献血经历。在她的影响下，不少人也成
为无偿献血的志愿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杨绍春的言传

身教下，她的两个女儿也将滚烫热血化作生
命的接力棒。大女儿孙静献血14次，献血
量共计9600ml；小女儿孙丽献血19次，献
血量共计11200ml——双双摘得全国无偿
献血银奖的她们，从青春时就把公益刻进了
生命的年轮。2022年，这对不善言辞的姐
妹俩又先后加入“搭把手”志愿队伍，用脚步
丈量公益。在参与志愿服务180多场、500
多小时的风雨兼程中，她们从“热血先锋”成
长为全能志愿者。孙静回忆，当年母亲第一

次献血时，她们姐妹二人因为年龄不够没有
献成，后来在新闻中偶然看到，不少年轻人
都选择有意义的方式度过自己的成人礼，一
个念头在她们心里萌芽。18岁生日当天，
姐妹俩手拉手进行了人生中第一次献血。

“血液是可以再生的，生命却不能再生。一
想到自己的血液可以给需要的人提供帮助，
我就觉得很有价值，很高兴。”孙静说。

从无偿献血到传递温暖，杨绍春对公益
的理解在岁月中不断升华。今年3月5日，
在“学雷锋活动日”当天，她和两个女儿又做
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决定——一起到牟平
区红十字会签订遗体角膜捐献登记书。

“我在日常公益活动中了解到，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是造福人类的善举，是社会文
明进步的体现。”说起这个决定，杨绍春言语
朴实，“生命真的很脆弱，谁都无法掌控，在
某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后，与其被一把火
烧掉，不如让这些器官发挥最后的作用。一
想到我的眼角膜将来能让失明的人重见光
明，我就非常开心。”

从挽袖救人到躬身志愿，从公益践行者
到爱心传承者，杨绍春这些年来一直在诠释
着无私大爱。

今年，杨绍春已经58岁了。按照相关
规定，60岁以上的公民不能再参与无偿献
血。她告诉记者，自己已经想好了，将在60
岁生日当天去献最后一次血，为自己多年的
坚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后，她将和两
个女儿一起携手同行，用实际行动继续践行
红十字的“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继续在公
益事业中发光发热，让爱心代代相传。

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刘桂宏 王子芯 摄影报道

牟平药企打造“超级反应堆”
石药百克新上4个万升级不锈钢反应器及两条生产线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
员 杨鑫 摄影报道）昨天，记者走进石药百
克生物新药产业化项目建设现场，看到技术
人员正加紧安装调试仓储设备。据悉，该项
目将新建一个现代化抗体车间，配备4个万
升级不锈钢反应器及两条制剂生产线。

“目前放眼国内，这种万升以上的不锈
钢反应器的真核培养反应项目还是比较少
的，不管是从生产的工艺设计还是从整个生
产线的自动化程度来说，都做到了国内领
先，在国际上也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石药
集团百克（山东）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徐光告诉记者。

近年来，石药集团百克（山东）生物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创新为引擎，不断突破技术
壁垒，实现裂变式发展。石药百克最早的抗
体车间建于2020年，有4个2000升的反应
器，主要用于纳鲁索拜单抗、TG103等生物
新药的生产。

眼下，该公司正在全力推进新药产业化
项目，大幅提升产能，持续擦亮品牌，助力牟
平区生物医药产业迈向新高度。

“已经上市的纳鲁索拜这个单抗，主要
是用于骨巨细胞瘤，还有肿瘤的骨转移以及
骨质疏松这三个适应症。还有我们的
TG103注射液，它的作用是降糖和减重。”
徐光说。

据介绍，随着这些新药相继进入关键临
床阶段、上市阶段，以及后续一些新品陆续
投产，原有的产能已经满足不了商业化生产
的需求。2024年，石药百克投资4亿元建
设新药产业化项目，预计2026年完工。“随
着这个项目落地，我们这两个产品的产能也
会大大提升，实现未来几个重磅产品的产能

储备。”徐光介绍。
石药百克2013年落户牟平区，起初只

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企业，如今已成长为
占地面积500亩的集创新药物研发、生产销

售、技术服务于一体的生物医药高科技产业
园，其研发生产的津优力产品荣获中国专利
金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年产值
超过30亿元。企业的裂变发展，得益于其

在生物技术创新领域的持续深耕与突破。
随着产能的不断提升和新品的陆续投产，石
药百克将成为石药集团全国最大的生物医
药产业化基地。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
者 全百惠 通讯员 赵林 卢
帅）在山东省庆祝“五一”国际
劳动节暨省五一劳动奖获得
者表彰大会、烟台市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暨市劳动模范
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牟
平区13名职工获得表彰。

其中，烟台恒邦泵业有限
公司装配车间工艺员孙元武
获得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烟
台孚信达双金属股份有限公
司总工程师董晓文、国网烟
台市牟平区供电公司检修工
区副主任臧浩洋、烟台恒邦
化工助剂有限公司总经理曲
华东、石药百克（山东）生物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王文本、山东恒邦冶炼股
份有限公司矿山工程车间主
任姜明洋、牟平区观水镇埠西
头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
任林建龙、山东仙坛股份有限
公司执行总裁王清、烟台广纳
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李从学获评“烟台市劳动模范”；牟平区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刁立功、牟平
区税务局党委书记郑秀梅获评“烟台市
先进工作者”；烟台海德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自动化车间班长王建仁获评“烟台工
匠”；烟台市尼普顿家具有限公司工艺师
杜丕涛获评“烟台手造工匠”。

道路拓宽升级 城市提“颜”增“质”

牟平政府大街改造工程加速推进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摄影

报道）牟平区政府大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自
今年4月初启动以来，该区住建局和施工单
位全力以赴，加速推进，眼下已进入地下管
线施工阶段。

近日，记者在政府大街道路提升改造工
程施工现场看到，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
械往来穿梭，施工人员正在敷设地下管网。

“自工程开工以来，我们已经完成了绿
化搬迁、部分路面的铣刨，目前已进入管线
施工阶段。为方便群众出行，我们正全力加
快施工进度，以确保项目按时完工。”政府大
街提升改造工程项目技术负责人赵延伟告
诉记者。

据介绍，政府大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是
该区的重点市政项目，按照“功能完善、环境
优美、出行便捷”的标准规划设计。工程完工
后，不仅可有效缓解该路段的交通拥堵问题，
还将全面提升市政设施现代化水平和城市内
涝治理能力，进一步彰显城市活力与形象。

“这一工程西起西关路，东至正阳路，全
长1000米。本项目为综合提升工程，主要包
含道路拓宽工程、雨污改造工程、自来水改造
工程、通讯工程、路灯工程、交通迁改工程以
及绿化景观工程。其中，道路由原来的12米
拓宽至18米，变双向两车道为双向四车道，

能有效提升道路的通行能力。”赵延伟说。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修路对群众生活的

影响，政府大街道路提升改造工程采用分段
施工方式。该区住建局严格把控工期进度
与工程质量，确保各环节紧密衔接。

“本项目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

段，西关路至通海路段北半幅施工，南半幅
由西向东单向通行，文兴路到正阳路段全封
闭施工；第二阶段，西关路至通海路段南半
幅施工，北半幅由东向西单向通行，通海路
到文兴路段全封闭施工。整个工期大约需
要4个月。”赵延伟表示。

村干部变身带货主播
牟平观水樱桃“云”销全国

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全百惠 通讯员 张姝雯）“宝，
吃樱桃吗？躺着吃，蹲着吃，直
接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近日，一条《宝，吃樱桃吗？想
怎么吃就怎么吃》的短视频火
爆网络。

短视频里的带货主播是
牟平区观水镇八甲村党支部
书记张爱军。他风趣幽默的
语言和憨态可掬的表情，让屏
幕前的观众对大樱桃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我们依托自身产业优
势，借助新媒体平台推广大樱
桃，前期发布了7支创意短视
频，累计获得6307万次曝光
量，其中《宝，吃樱桃吗？想怎
么吃就怎么吃》单条视频点赞
量39.8万，转发量5.9万，成功
引流，直播当天在线观看人次
高达5.3万。”观水镇党委副书
记、镇长胡广文告诉记者，通
过短视频引流和网络直播的
形式以及“云游果园+现场品
鉴+互动科普”的新颖带货方
式，直播1小时内就售出1326
单，销售额突破16.17万元。

短视频火爆的背后，是观
水镇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
围绕“先引流、后借流、再保
流”三步走战略，跑出农产品
营销加速度、助力乡村全面振
兴的有益探索。今年以来，观
水镇创新构建“政府搭台＋书

记代言+营销引流”三位一体助
农模式，由镇政府统筹整合辖
区内特色农产品资源，搭建电
商直播基地，组织专业团队开
展短视频制作与直播培训；村
党支部书记化身“首席推荐
官”，趣味化呈现实地讲解、产品
品鉴等场景，打造特色农产品
IP；依托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
台矩阵，运用话题挑战、互动抽
奖等精准营销策略，构建起“短
视频种草——直播转化——粉
丝裂变”的完整营销链路，为传
统农业插上了数字化翅膀。

销售触“网”，让观水大樱
桃搭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云”
销全国。为了让更多的观水
好品“飞”得更远，该镇正着力
构建电商助农生态体系。

“一方面，延伸产品矩阵，
将樱桃、蓝莓、苹果等具有观
水特色的农产品纳入营销宣
传计划，开发组合装、深加工
产品提升附加值；另一方面，
培育本土网红，通过‘新农人
孵化计划’培养农民主播，打
造‘观水甄选’区域公共品
牌。与此同时，我们完善冷链
物流体系，确保48小时全国
送达，走出一条党旗红、市场
旺、销路宽、村民富的乡村电
商发展之路，让‘云端经济’真
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观水镇党委书记徐晓云告诉
记者。

杨绍春在献血杨绍春在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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