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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作为，新机遇，新发展。12月12日，2018年市政府部门向市民报告、听市民意见、请市民评议活
动中，市粮食局、市文广新局、市供销社上线聊民生，畅聊新时代新作为。其中，青岛市粮食局今年推进粮食储
备、质量、供应“三大体系”建设，全力保障粮食安全；市文广新局充分发挥文化“后峰会效应”，为新旧动能转换
注入活力；市供销社践行“新时代、新供销、新作为”的理念，积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市粮食局、市文广新局、市供销社上线，畅聊新时代新作为

文创产业投721亿打造新增长极

2018年，青岛市粮食局结合岛城
实际，从粮食储备、粮食质量监管、粮食
应急供应这三个基础环节入手，在全国
率先提出了推进粮食安全“三大体系”
建设，即粮食储备体系、粮食质量监管
体系、粮食应急供应体系。
市粮食局根据国家标准要求，建立

了市和区市两级地方粮食储备。根据经
济、社会和人口变化，适时调整储备规
模和优化储备品种。为了“存好粮”，在
全市共建成地方储备粮库14个。近年
来累计投入近亿元，对仓储设施进行了
维修改造，彻底消除了危仓老库。投入
2125万元，对全市12个粮食储备库点
进行智能化升级，实现了粮库智能化管
理，建成了以中心库储存为主、国有仓

储企业为补充的地方储备体系，基本形
成了设施完善、规模适当、品种齐全、布
局合理、管理规范、储粮科学的地方粮
食储备体系。
市粮食局加强粮食质量监管力度，

努力保障粮食质量安全。确定了质量监
管机制，在全市层层落实粮食质量安
全监管责任主体，完善了粮食部门行
政处罚清单。强化市粮油质量检测中
心能力建设，增置、更新了检测设备，
通过了省质监部门的能力检查。新建
莱西、平度、胶州 3个粮食质量检测
站。为市级粮食储备库配备了近红外
谷物分析仪现场快速检测设备，为全
市17个国有粮食收购点配备真菌毒
素快速检测设备，有效提升了现场快

速检测能力；积极开展粮食质量专项
检查，对辖区内有关粮食收购、储存、
加工转化、应急保障企业的粮食质量
安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市粮食局陆续认定13个粮食（食

用油）应急加工企业，小麦、稻谷、食用
植物油日加工能力分别达到4000吨、
300吨、400吨；认定了10个粮食应急
运输企业，承担应急状态下的粮食运输
任务；投资5622万元，建设了10个粮食
应急配送中心、16个主食配送中心，认
定了粮食应急供应网点356个，并制作
了全市粮食应急加工供应网点电子地
图，在青岛粮食局政务网站发布，基本
形成了布局合理、设施完备、运转高效、
保障有力的粮食应急供应体系。

为民“存好粮”，投资近亿元维修改造仓储设施

2018年，青岛市文广新局坚持以
新旧动能转换为主线，加快完善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文化服务和
产品有效供给，不断提升文化产业发展
水平，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岛城精心打造了故宫文物精品展

系列活动，在青岛艺术博物馆设计了故
宫文物精品展、齐风鲁韵展以及百年光
影展、百年青啤展等系列展览展示活
动。自7月6日起，市文广新局将青岛艺
术博物馆面向市民免费开放，日均接待
2219人次。至7月28日展览结束，累计
接待观众44371人次。精密筹划“上合
组织国家电影节”，来自8个成员国和4
个观察员国的官方代表、主创团队、行
业代表和媒体记者700余人出席电影

节。策划举办了国际首个VR影像周，拉
动青岛VR行业的创新设计、投融资和
项目落地，为青岛电影走向世界发挥了
积极作用。青岛还成功举办了国内首个
亚太手工艺文化周，来自国内外600多
个单位和个人的1 .5万余件手工艺品参
展，吸引观众3万人次，总成交3 . 5亿
元。并发布了《青岛宣言》，确定在青岛
建立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文化中心，
每年举办世界手工艺博览会。
市文广新局制定《关于在新旧动能

转换中推动青岛文化创意产业跨越式
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实施影视业崛
起、音乐和演艺业突破、创意设计业促
进、数字创意业打造、工艺美术业振兴、
出版传媒业提升、文化基因工程开发、

海洋文化发掘、文化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等九大文创产业发展计划及十大支
撑体系，为全市文化创意产业的跨越式
发展不断培育新动能，打造新的增长
极。2018年，全市实施文化创意产业项
目93个，其中过亿项目56个，十亿以上
项目21个，总投资额721 .21亿元。
市文广新局还认真做好第二届山

东文化惠民消费季相关工作，协调推进
山东文化惠民消费云服务平台公益文
化活动子平台建设。据统计，2018年上
半年，青岛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192
元，在所有支出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
消费支出1181元，同比增长11 . 5%，增
速居消费支出之首，已经成为引领岛城
消费新引擎。

今年以来，青岛市供销社坚持为
“三农”服务宗旨，以服务农业产业、促
进乡村振兴为工作中心，全力服务乡村
振兴战略，重点围绕供销社系统流通网
络优势，突出服务农业产、供、销一体
化，着重做好扩大农产品市场、提高效
益、促进产业融合发展等工作。
市供销社研究制定了《关于服务农

业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实施意见》，依
托供销社流通网络优势，突出服务农
业产、供、销一体化，加快助农增收。
今年全年发展订单农业和规范化服
务基地面积60万亩；注册农产品品牌
12个，实现农产品销售额35亿元，帮
助农民增加收入 1 . 2亿元。争取到
2020年，全系统销售农产品总量年均

增长10%以上、农产品销售额达到50
亿元，基本建成链条完整的农业融合
发展体系。
市供销社加快发展传统经营服务

网络，农资网点累计发展到3720多个，
供销社农资市场占有率超过70%；化肥
销售量27万吨，销售金额7 . 5亿元，农
村流通主渠道作用愈加凸显。另一方
面，坚持有偿性与公益性相结合，在为
农服务中心开办农化服务、测土配方智
能配肥、土地托管、农村合作金融服务、
农村电商、农产品展示展销、检测、农民
培训等，并在服务中心设立镇街涉农业
务服务窗口，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全方
位服务。还努力加快发展农村电子商
务。按照“市级平台搭系统做服务,县级

平台抓运营做生意”的理念，加快打造
全市供销电子商务“一张网”。
市供销社还正在推进、建设一批助

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辐射带动作用强
的大项目。与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
公司共同投资20亿元的中国供销青岛
平度农产品物流园项目，目前主体建设
已经完工，建成后年可交易农产品40
万吨、交易额达到80亿元，将成为胶东
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地市场之一。
而城市供销社的发展也在不断带

动农村供销社发展。与市委组织部等继
续开展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活动，已成
为强村固基、富民兴社的重要载体，目
前共建村庄达到1460个，为村集体增
加收入4000多万元。

市粮食局

引领消费，上半年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1181元
市文广新局

解决产销问题，注册品牌帮农民增收1.2亿元
市供销社

制图/牟小璇


	A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