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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4月27日，我市接到省第二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8批
信访件，共计59件，其中，涉及
大气污染问题 25个，水污染问
题11个，固废污染问题6个，生
态问题4个，噪声污染问题3个，
其他污染问题 10 个。涉及 12
个区市和一个市直部门，分别是
莱州市11件、龙口市9件、莱阳
市 7 件、芝罘区 6 件、福山区 4

件、栖霞市4件、招远市4件、黄
渤海新区4件、蓬莱区3件、莱山
区 2 件、牟平区 2 件、海阳市 2
件，市城管局1件。

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交
办各有关区市党委政府、有关部
门，要求5日内向协调联络组反
馈调查处理情况。按照省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要求，整改和落实情
况将自第8日起向社会公开并上
报督察组。

省 第 二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督 察 组 向 我 市 转 办
信访举报件情况（第十八批）

本报讯 4月 17日至25日，
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德雁率团赴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开展
经贸洽谈活动。出访期间，共接
洽企业、商协会组织代表540余
人次，签署经贸合作备忘录及战
略合作协议5个，经贸活动取得
了丰硕成果。

经贸团首站来到泰国，拜会
了普吉府副府尹阿杜尔·楚松、中
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拜访了泰
国山东总商会、正大集团、泰国中
华总商会，实地考察了森麒麟、玲
珑轮胎等企业，推动对外贸易、汽
车制造、食品精深加工、文化旅
游、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举办
中国（烟台）-泰国经贸合作交流
会，郑德雁向泰国政商界人士介
绍了烟台发展机遇，希望与泰国
各方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一带一
路”倡议结出更多丰硕果实。

今年是中马建交50周年暨
“中马友好年”。4月20日，经贸
团一行来到马来西亚，拜会了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驻
槟城总领事周游斌，拜访了三江
联合总会，考察了蓝屋公司、冰轮
顿汉布什、发林集团等企业，举办
中国（烟台）-马来西亚经贸交流
会暨烟台东方电子合作签约仪
式、中国（烟台）-马来西亚吉隆

坡商务洽谈会，郑德雁推介了烟
台发展优势和面临的机遇，诚邀
马来西亚企业来烟投资兴业、共
谋发展。

4月23日，经贸团一行抵达
印度尼西亚，拜会了中国驻印度
尼西亚大使陆慷、唐格朗市市长
努尔丁、廖内群岛省省长安萨
尔·艾哈迈德，考察了青山实业
印尼公司、南山集团印尼宾坦工
业园，全面推动海工装备、绿色
建造、葡萄酒、绿色低碳等领域
合作。在雅加达举办中国（烟
台）-印度尼西亚经贸合作交流
会，启动烟台-东盟公共海外仓，
郑德雁介绍了烟台市发展环境，
诚邀印尼各方与烟台携手共进，
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的合作。

经贸团一行得到当地企业、
金融机构和商协会组织的热烈欢
迎，纷纷表示十分看好烟台的发
展机遇，近期将安排来烟实地考
察，推动合作项目落地实施。此
次经贸活动，对于我市奋进万亿
新征程，加快打造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示范城市，进一步扩大与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经
贸、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将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郑义 YMG全媒体记者 慕溯）

扩大国际朋友圈 共享合作新机遇

我市赴东南亚开展
经贸活动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王鸿
云 通讯员 李妮）4月15日，山东省口
岸办、青岛海关、济南海关、山东报关
协会等单位联合印发2023年山东省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创新实践“十佳”案例
和30个优秀案例。我市2个案例成功
入选全省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十佳”案
例，3个案例被评为优秀案例，入选数
量位居全省第二。

2023年，为进一步提升跨境贸易
便利度，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烟台市先后推出
了一系列创新改革举措，打造了一批

“优流程、降成本、提效能”的创新案例。
此次入选“十佳”案例的《烟台海

关出口申报前“检验批”模式改革》《龙
口海关主动作为，推动进口燃料油“税
检合一”》是我市口岸单位贴近企业需
求、创新服务模式、助推外贸发展的集
中体现。前者作为青岛关区首个改革
试点，是烟台海关从重构业务流程、规
范报检申报等方面创新出口申报前监
管业务场景，将验证放行比例提高至
80%以上，属地查检作业时效提升
90%，企业通关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明显降低。后者是龙口海关在全国海
关率先开展进口“5-7号燃料油”的化
验检测改革，一次性实施法定检验和
涉税化验，有效提高海关通关效率、降
低企业成本、化解执法争议。

加快构建一流的口岸营商环境，
我市口岸单位多措并举为企业“省事
省心省时省钱”。入选的3个优秀案例
中，《烟台关港协作打造全模式外贸商
品车跨境物流综合体》案例，由烟台海
关与烟台港建立协同服务机制，创新
商品车海运可折叠专用框架运输、专
列集装箱运输等“一揽子”跨境物流运
输模式，最大限度提升了商品车跨境
物流通关效率。《烟台港引航业务融入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实现口岸船舶
入境申报“一单四报”》案例，通过烟台
港引航站申报功能在山东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平台正式上线，实现了烟
台口岸海关、海事、边检、引航站4家单

位申报数据整合共享，成为国内第二
个实现船舶进境申报信息“一单四报”
的城市，减少企业录入数据100余项，
有效减少企业录入成本与申报负担。
《莱州海关“一场一品一案”助力活海
鲜畅销海外》案例，则是莱州海关“一
场一品一案”精准施策，抓好前中后各
时期优化服务工作，助力莱州活海鲜
畅销海外。

烟台市各有关部门将以“十佳”案
例和优秀案例为标杆，结合我市实际
情况，以企业诉求为导向，持续研究提
出更多、更新、更实的创新工作举措，
全力打造口岸营商环境新高地，助推
我市外贸高质量发展。

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度，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

烟台两案例入选全省“十佳”

近日，又一艘载满“5-7号燃料油”
的油轮在龙口港靠泊，青岛海关隶属龙
口海关关员登船实施取样、查验作业，货
物第一时间接卸进入保税罐区。

“海关实施‘税检合一’改革后，可以
通过这一次取样完成进口‘5-7号燃料
油’法定检验和涉税化验的两次监管要
求，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节省了巨额仓
储费用，让我们切实享受到海关改革带
来的真金白银！”东营尚瑞贸易有限公司
经理燕恒说。

“税检合一”改革，是龙口海关聚焦
企业普遍反映的出入库“5-7号燃料油”
重复检验、货物压港、通关成本增加等焦
点问题，创新提出的一次取样、一次送
检、一次化验改革建议。

流程再造破题

科学检测解题

一直以来保税进口燃料油需根据法
定检验、涉税化验的不同要求，在入罐前
和出罐时分别实施两次取样作业，且部
分检测指标存在重复。因保税罐罐底出
口设计高度的安全要求，储罐中存在一
定量的罐底油，受罐底油及输油管线内
油品的掺混影响，出入库检测结果经常
会出现不一致情形，导致货物无法正常
放行、保税罐周转缓慢、燃料油压港等情
况，也易造成执法争议。

青岛海关燃料油进口量位居全国首
位，保障货物高效顺畅通关对于促进山
东地炼行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如何解
决传统作业模式下的现实问题？龙口海

关作为青岛关区主要的燃料油进口口岸
之一，坚持“小切口”破题，选取油品入库
前作为原始状态节点进行一次性取样，
将涉税、涉检化验需求一次性加载到入
库送检指令中，从而有效提高通关效率、

化解关企争议、降低企业成本。
“两次取样检测作业简化为一次后，

更便于我们沟通上下游客户，货物集疏
港效率提高不少。”龙口港外轮代理有限
公司王晖忠说，改革后，相比以往2次取

样检测，整体检测项目减少约40%，可
节省 10天左右的原涉税化验等待时
间，大幅提升了货物通关效率，符合监
管条件的进口燃料油能以更快的速度
进入国内市场， （下转第二版）

龙口海关推动进口燃料油“税检合一”改革见成效

检测项目减四成 节省时间约十天

越是创新，越需要匠心。
如何增强职工创新创造本领、完善

工会服务链条，为这座城市铸就更多能
工巧匠？

烟台市总工会联合11个部门共同实
施“种子孵化、墩苗夯基、拔节成长、孕穗
优选、青蓝传承”行动，形成一线产业工人
从“工”到“匠”全周期“五位一体”培育体
系，既保持工匠人才培育的连续性，又大
大缩短工匠人才成长周期，为发展新质生
产力提供源源不断的技能人才支撑。

一贯制种子孵化

让创新创效一路生花

“噼啪……”在山东核电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结构模块车间，齐鲁工匠刘伟正在
对一件模块进行焊接。

与传统焊接方式不同，只见一台灵巧

的“霹雳鼠”机器人钻进截面宽度、高度分
别只有200毫米的焊体之中，瞬间发出耀
眼的弧光。刘伟站在三米之外的操作台
前，手指轻触电控箱上的按钮，控制机器
人的操作方向。

焊接，在常人眼中是苦活累活，在刘
伟眼中，却蕴含着无限的创新智慧。他认
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加强原创性、
颠覆性科技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

刘伟的创新理念，源于一种强大的创
新生态。他所在的焊接生产团队，鼓励每
一位职工拥抱创新、推动技艺发展。不仅
刘伟自己会创新，班组的每一名成员都能
创新、敢创新。

徐颖慧师从刘伟，积极参与车间工艺
改进和技术创新，由一名年轻的电焊学徒
工迅速成长为获得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的“女焊匠”。

“在师傅的鼓励下，创新就像一把钥

匙，不断帮助我解开难题。”徐颖慧说，
“有一次公司承接了一批特殊产品，需要
焊枪进入8公分的超窄空间进行焊接。
每天看着停滞的产品进度，心里沉甸甸
的，吃饭、睡觉前都在想办法、搞创新，最
终做出了一把适合狭长空间使用的焊枪，
突破了狭窄间隙无法焊接的难题，产品成
功交付。”

在烟台生产一线，无数像刘伟一样的
劳模工匠通过“一带一”“一带多”“多带
一”等方式，帮助新入职“种子工匠”规划
最佳职业发展路径、在创新攻关中走向成
才之路。

市总工会创新“入学+入职+入岗”一
贯制孵化培育模式，在全省率先成立“烟
台工匠学院”和“工匠孵化联盟”，先后在
职业院校和大企业挂牌成立30家“工匠
孵化基地”，实现“职业院校学生”向“产
业工人”转换的无缝衔接；职工入职后，
市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签订师带徒协议，

每年组织1000场工匠人才进厂矿车间、
进工地现场、进班组一线，带头开展技术
技能培训交流、联合技术攻关、生产一线
难题会诊等活动。

“根据《烟台市工匠人才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我们计划依托企业培训中心、
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公共实训基地、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
工作室等载体和平台，多渠道、多形式培
育职业院校学生和新入职的一线工人，
力争每年新孵化‘种子工匠’2000名。”
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陈海涛
表示。

各级工会按照一贯制孵化模式，每年
在所属区域、行业和企业层层开展工匠选
树活动，“仙境工匠”“金都工匠”等区市级
工匠人才辈出，“烟港工匠”“烟建工匠”等
企业工匠群星闪耀，烟台涌现出全国行业
大工匠6名，连续6年共培养出7名“齐鲁
大工匠”， （下转第二版）

缩短工匠人才成长周期，赋能新质生产力——

烟台工会“铸匠记”
YMG全媒体记者 钟嘉琳

本报讯（YMG 全媒体记者
逄苗 通讯员 王宁）4月26日，山
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市场监管）揭
牌仪式在烟台市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举行。

建设知识产权科普基地是整
体推进烟台知识产权宣传教育工
作，落实国家知识产权普及教育
计划、提升全社会知识产权意识
的一项重要举措。历经一年多的
设计、筹备、建设，基地建有公众
咨询区、专利实物展区、审理厅展
区等6个功能区，打造成符合不
同群体需求、涵盖专利、商标、地
理标志等内容的一站式科普教育
平台。3月20日，烟台市知识产
权科普教育基地被省市场监管局
和省科协联合认定为山东省科普
教育基地（市场监管）。

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市场
监管）的揭牌活动标志着烟台市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普教育方
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保护中
心将继续完善科普基地各功能
区的设置和服务，积极培育“尊
重知识、崇尚创新、诚信守法、公
平竞争”的知识产权文化理念，
全面增强烟台市知识产权文化
软实力，共同助力我市知识产权
强市建设，推动烟台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

保护中心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立足烟台，辐射全省，充分发
挥平台优势和人才优势，不断提
高科普服务水平，丰富知识产权
科普内容，全力建设好知识产权
宣传阵地，为烟台奋进万亿新征
程提供知识产权强力支撑。

山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市场监管）在我市揭牌

海关关员对进口燃料油实施取样海关关员对进口燃料油实施取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