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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东港区构建中央活力区、老城区双轮驱动“比翼齐飞”新格局

精彩蝶变中提升城市幸福指数
产城融合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春寒料峭，挡不住发展的激情。
3月1日上午，日照东港区2021

年春季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活动举
行，有6个项目挖下开工建设的第
一铲。

截至目前，东港区已经有12个
过亿元项目开工，计划总投资达68
亿元，一个个高质量发展“金种子”
开启了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征程。

一个项目，育一个龙头，聚一
方产业，兴一座城市。对于东港来
说，重点项目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
的硬支撑、拉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强
引擎，更是推动城乡产业结构优
化、经济结构升级的“火车头”。

东港区始终把项目作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第一抓手，去年全区
109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98 . 8亿
元，超年度计划56个百分点，一批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取得新进展，
一批重大产业项目快速落地，挺
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东港要发扬拼服务、拼招引、
拼效率的‘拼命三郎’精神，以产业
项目建设的‘开门红’，为东港产业
振兴播种蓄势聚能。”3月6日，东港
区委书记王世波在全区2021年工
作动员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上发
出的“动员令”，透着全区上下抓项
目、抓发展的迫切心情，更成为各
级招大引强的强劲号角。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推进、安
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 三个
文件、三张任务清单，将动员、誓
师具化成一个个实战之举，砸实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部位。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东港确定
了“一个进位，五个前列”的总体
目标，“一个进位”即：今年东港在
全省县域经济实力排名中提升2
个以上位次；“五个前列”即：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
理、生态文明建设、统筹发展和安
全等五个方面走在前列。

不断强化的“抓项目就是抓
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意识，
成为东港上下抓项目建设的强大
驱动力。

东港区钢铁配套产业园区各
大企业一派繁忙。投资56700万元
的济钢金属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
期项目已经投产。从签约落地到
项目竣工，一期仅仅用了13个半
月，比预期缩短了42天。

“除了安心搞建设，搞经营，
其它的事都不用我们操心。”项目
负责人说，“东港的干部不仅态度
好，效率也高，光办理各种手续就
比预计节省了一个半月的时间。”

42天工期是如何缩短出来
的？关键就在于东港区建立重点
项目推进周报制度和区、镇街、社
区三级纵向攻坚机制，将服务项
目关口前置，与时间赛跑，靠前对
疫情防控、手续办理、土地清表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跟踪调度，精准
施策，合力突破。

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赢得发
展“加速度”，更多的项目保持高
效推进。来自东港区发改局的数
据显示，2020年，东港区109个重点
项目完成投资198 . 8亿元，超年度
计划56个百分点。

老城焕新
打造高品质生活样板

近年来，东港区下足绣花功
夫，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入手，聚
力有智慧、有颜值、有品质的精致
城市建设。

一条条崭新、舒适、红绿相间

的城市绿道，犹如延展在金色沙
滩边的彩虹。阳光海岸绿道的建
成，实现了“市民和游客的脚步慢
下来，城市的品质升上去”，市民
置身其中，可以观海听涛、休闲健
身。把绿道与体育赛事、休闲康养
等产业紧密结合，进一步拓展滨
海旅游功能，日照的海边变得更
美、更舒畅、更开放。

既有烟火气，又有时尚范，日
照市东港区一个叫“海曲印象文
化广场”的项目，摁下了老城区再
绽芳华的重启键，满足了日照居
民对老城区更多的期待。

曾经，这里是老城改造的“困
难户”。2016年，按照日照市的统
一部署，作为驻地区、主城区的
东港区，立下了“三年攻坚、五年
收官”的军令状，决定用三年时
间完成城中村拆迁，五年完成全
部改造任务。

这样一片好不容易拆出来的
炙手可热的黄金地段，应该如何
开发建设？“这个片区的开发建
设，承载着社会各界和广大居民
对老城区更新改造和历史文化传
承的厚望，对于提升老城区品质、
焕发城市活力和重振老城雄风具
有重大意义，决不能简单地一建
了之。”东港区委书记王世波认
为，城市更新的核心，是公共基础
设施的配套完善。

于是，一个既带“时尚范”，又
有“老城味”的规划设计方案，经数
易其稿的反复打磨后出炉了，而且
还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海曲
印象文化广场”，众多公共文化场
所和公共服务设施镶嵌其中。

海曲印象文化广场的建设摒
弃大拆大建的思维，精心塑造“宜
居、宜业、宜创”的高品质之城、幸
福之城、活力之城、未来之城。充
分挖掘历史底蕴，海曲广场、海曲
印、海曲图书档案馆、海曲坊等一
个个体现海曲元素的公共文化项
目在这里布点，延续海曲文脉，凝
固城市记忆。

在老城，随着改造的不断升
级，以海曲印象文化广场为原点，

“创新的灵魂”正在源源不断地注
入“传统的肌理”，全新的产业布局
和经营模式雏形已显。传统与时尚
互为交融，高端与特色互为补充，
集众创、孵化、园区化运营于一体，
多元化与梯度化的空间搭配，成为
老城未来发展的一大期待。

楼宇经济
竖起一座“空中开发区”

这里是日照中央活力区，站
在远方高处眺望东港城区近海这
片区域，天地相交的一条轮廓线
上，正在凸起更多高楼的剪影。

狭长的黄金岸线云集着9栋
税收“亿元”楼宇、上百家国内知
名企业的总部或分部、近千家创
新型高端服务企业，日照东港区
正在竖起一座“空中开发区”。

安泰国际广场、日照中心、海
韵广场、远大中心等先后崛起的
现代化楼宇项目，共同构筑起这
座城市的新天际线。以产促城、以
城兴产、产城融合，在城市形态不
断提升、新业态新产业加速布局
中，日照东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向上生长”，日益攀高的楼宇
综合体成为东港培育经济新动能
的一大发力点。

与不断攀高的商贸商务楼宇、
综合体一起崛起的，是城市形态的
升级、业态的更新，以及金融、商务

等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发展。星级酒
店、时尚公寓，融时尚生活、文化、
艺术为一体的一个个现代建筑，展
现着东港多姿多彩的一面。

尽管东港楼宇经济已具规
模，但该区在推动产业集聚的同
时，积极培育新动能，加装新“引
擎”。通过“腾笼换鸟”“培大育强”，
KOL创意产业园、智信中心、海曲
科创中心、鲁班科创大厦、数字影
视创意产业园等一大批主题园区
脱颖而出，更多楼宇跻身“亿元俱
乐部”。

“扶持政策好、经营环境好、服
务质量好。”提起进驻鲁班科创大
厦的原因，深圳市特艺达装饰设计
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负责人说。

作为搭建城市建设优质平台
的重要载体，鲁班科创大厦不仅
拿出了差异化“零房租政策”和企
业贡献扶持、高管人才奖励、总部
企业落户补贴等扶持政策，还为
入驻企业提供良好的办公场所、

“一条龙”的专业服务，吸引更多
年轻人、创业者扎根日照。

绿水青山
精致与美丽相得益彰

东港区结合城市特色，坚持
“小而精”建设理念，建成城区
“口袋公园”和“口袋绿地”，均衡
绿地分布，努力实现“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的目标。

在公园建设过程中，东港区
不断丰富生态绿化方式，深化公
园绿地文化内涵，既强调整体，
又凸显特色。东港区住建部门在
规划设计上秉承着公园绿地建
设与开放式改造、拆迁改造、老
旧小区改造、闲置地改造相结合
的原则，旨在为市民打造更加舒
适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精致东港，不仅体现在城市
建设与管理上，对于全区整体的生
态环境，东港更是坚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让“精致东港”
与“生态东港”相得益彰。

2020年10月，东港区成功跻
身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四批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榜
单。这是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园林绿化先进城市”“全国
绿色发展百强区”“国家级可持
续发展试验区”等荣誉之后，东
港再次获得的一张国家级重量

“名片”。
建设生态文明，从来不是一

场“独角戏”，而是一场全方位的
发展方式变革。一边背负“造成
大气污染的因素在增加”的重

“包袱”，一边要跨进“空气质量
要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高“门
槛”，PM2 . 5平均浓度达到34微
克/立方米，“东港蓝”是一点一点

“抠”出来的。
近年来，东港打响“蓝天保

卫战”，以80 . 6%的空气质量优良
率赢得了更多的“蓝天白云、繁
星闪烁”。在清新的空气背后，是
东港区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
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

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有些看
似伤筋动骨的“减”，减掉的其实
是拖累发展的牵绊和隐忧。唯有
守住绿水青山，才能更好地赢得
未来发展的空间。关停整治畜禽
养殖户、库区移民搬迁，启动环
日照水库水源保护与生态建设，
打造11339亩环库林带，配套建设
3个入河口湿地群落……为守护
好一湾碧水，在环日照水库生态
建设上，东港既做水污染的“减
法”，又做“绿色”的“加法”，保证
了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始终
保持100%。

从日照市东港区的发展中，我们能看到蝶变的故事和样本。近年来，东港区以人民为中
心，践行高质量发展理念，通过高标准规划开展精致城市建设，用“绿色”装点发展底色，城
市风貌得到很大改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打造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
型”社会发展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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