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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诞生于山东的“互联网+”创服企业因“不
可说”的原因将主要业务移师浙江，在乌镇仅三年
多时间，就改造、孵化了近60家智慧农业企业，总
资产超过100亿元，可在诞生地山东省，这家企业
的发展却受到了重重阻碍。是什么导致了“墙里开
花墙外香”的局面？山东广播电视台融媒体资讯中
心记者就“凤岐茶社”在山东寿光和浙江乌镇两地
不同的发展局面进行了调查采访。

在乌镇，记者见到了凤岐茶社创始人傅骞。
2014年，傅骞在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扶
持下，和哥哥傅磊共同成立了凤岐茶社。为何后
期把主要业务都转移到乌镇，傅骞不愿多说，只
是表示“这个不好说，这是我老家，我老家这个确
实不大好说。”但是在沟通采访过程中，凤岐茶社
在乌镇和寿光受到的不同对待，直接体现了两地
营商环境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服务意识的巨大差
距，也说明了凤岐出走的原因。

寿光：水电网暖不免费 还要交押金
乌镇：免费提供场所 补贴运营资金

在凤岐茶社创办乌镇公司之前，凤岐茶社潍
坊公司已经于2014年成立，并且后来又在寿光成
立了凤岐驿站。傅骞认为，寿光在蔬菜领域上有
多年经验积累，有大量行业专家，但目前的经营
模式仍显得传统和相对滞后，没有“互联网+”的
思维和模式，未来发展规模可能会受到限制。

2018年4月份，经过与当地人社局商定，凤岐
驿站入驻寿光市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中心，先行装
修开展业务，再签订相关协议。按照凤岐茶社的说
法，寿光市人社局许诺水、电、网、暖等费用免费。
然而入驻以后，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寿光市人社
局工作人员称：“只是（装修）押金减半收取，水电费
和物业费都该交。”而凤岐茶社总经理傅骞认为，这
其实就是典型的“关门打狗”：“就是先让你进去，然
后他就各种条件就都来了，原来答应的也不算。比

如说好水电网暖都免费的，进去之后就告诉你不免
费了；租金不要你的，但是要缴纳高额的押金。”但
是寿光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却坚称“从来没有承诺
过免房租、免水电”。

与在寿光的遭遇不同，凤岐茶社在乌镇感受
到了“贵宾级”待遇。在2015年全国双创周上，凤
岐茶社展示的创业项目，引起了浙江省桐乡市招
商部门注意。当天晚上，他们就接到桐乡市市长
的电话，邀请他们到乌镇发展。凤岐茶社乌镇公
司总经理郭瑞告诉记者，当时当地政府提供了一
套210平米空间的独栋二层小楼，第二年又给了
一个700平米的空间，现在则是一个12000平米的
办公加展示区，“这些全部是免费的，每年还会补
贴一些运营资金。”郭瑞还告诉记者，当地政府说
到做到的那股认真劲儿，让他感到惊讶：“我把问
题提出来之后，基本上就在明天后天的，他们就
会有相关部门来反馈信息，很快进行落实。”

从发展成绩来看，凤岐茶社在乌镇的发展速
度超出了郭瑞的想象。然而在寿光经营并不顺
利的凤岐驿站如今已是“人去楼空。”据了解，这
可以说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凤岐茶社主动关闭
的分公司。

乌镇凤岐茶社评上国家级众创空间
潍坊凤岐茶社却没评上市级众创空间

从2016年开始，潍坊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众
创空间，并对符合条件者给予一次性补助 50 万
元，但必须符合场地面积500平米以上、租用期超
过5年等一系列条件。凤岐茶社因场地面积等各
种硬性条件的限制没能评上潍坊市市级众创空
间。但与此同时，在乌镇三年的快速发展，凤岐
茶社业绩不断提升，先后被评为嘉兴市、浙江省
和国家级三级众创空间。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级
众创空间在山东没有评上“市级众创空间”，凤岐
茶社副总裁董明睿直言“比较尴尬”。

对于凤岐茶社因为场地面积等因素没能评上
市级众创空间，潍坊市科技局工作人员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创新创业我觉得它还是线下为
主、线上为辅。具体你要想干成一个创业项目的
话，还要找个场地。”而在场地面积等问题上，浙江
乌镇则有不同的核算标准和理念。乌镇凤岐茶社
的办公场所起初只有200多平米，比潍坊公司的
面积还要小。凤岐茶社总经理傅骞认为：200平
米相当于是一个核心点，以它为中心服务着镇里
的好几个点，包括镇里部分公共空间，都是纳入凤
岐的比特空间进行管理和核算的。“其实这就是浙
江的特点，他对‘互联网+’等创新模式比较认
可。”

仅通过各级众创空间认定，凤岐茶社在乌镇
就比在潍坊多拿到60万元补贴，加上其他各种奖
励、补贴，累计起来数目相当可观，对于企业发展
起到很大的助推作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党委委
员陈东旭告诉记者：“我们要成为政策高地，敢于
创新，为创业公司打造非常好的环境，有时需要突
破一些体制机制限制和规定。”

乌镇：党委政府安排专人对接服务
寿光：要求企业起到“示范”作用

记者采访时，遇到了专门服务凤岐茶社的乌
镇工作人员潘方明，今天他要落实一块土地的规
划情况：“我要去咨询一下，需要凤岐提供哪些材
料，这些不用凤岐自己去跑，我去对接。”乌镇党委
委员陈东旭介绍称：“企业进了乌镇，我们就配备
一个人为它服务，由他来做统一的入口，背后是我
们政府整个团队。”此外，当地政府还把项目介绍
到凤岐茶社，让各种资源通过政府平台“嫁接”成
活。乌镇设计园以色列项目就是通过政府牵线搭
桥与凤岐茶社建立了合作。该项目负责人王弘宇
告诉记者：“项目孵化阶段，镇政府帮助我们引见
了包括凤岐茶社在内的很多本地企业，然后有了

深度的合作。”对此凤岐茶社总经理傅骞认为：政
府帮企业做背书，在引入外地项目时非常重要，
并不亚于资金支持。

店小二式的贴心服务，让创业者在乌镇找到
了“家”的感觉。乌镇凤岐茶社总经理郭瑞说：

“现在为止我没请过政府的相关人员吃过一次
饭，政府则主动找企业座谈。”“12月份我生日的
时候，他们的纪委书记和宣传部长，还亲自给我
送了生日贺卡和蛋糕，感觉非常温暖。”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山东4年的创业
经历，让凤岐茶社副总裁董明睿心里五味杂陈。
在山东，有的合作谈下来了、有的凤岐茶社成立
了，但是当地政府却有了别的需求，给换了名称，
甚至在装修都快完成的情况下又转给了第三
方。在寿光市人社局沟通过程中，工作人员发出
这么一段“灵魂质问”：“你（凤岐茶社）给楼上企
业起过一定示范作用也可以，没有吧？你给俺带
点理念来也行吧，没有。你给俺介绍资本来也可
以，你介绍介绍你的营销渠道也可以，啥也没
有。”“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起码得服从一些地方
的管理，你不按这个规定来，你按照你自个儿那
一套，你得管着人家，那谁听你的？”这番话，反映
了当地政府部分部门和人员的心态，这也正是阻
碍企业发展的痼疾。

在不同的营商环境和服务模式下，凤岐茶社
的发展成果也截然不同。几年下来，凤岐茶社在
乌镇孵化企业落地资金累计达3.5亿元，而在山
东则只有3000万元。营商环境的巨大差距通过
这两个数字直观体现了出来。

四位省领导批示
凤岐模式在山东的发展仍不理想

凤岐茶社“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引起了
专家学者的重视。2018年，山东省老科学技术工
作者协会朱正昌、赵振东等多位院士专家，赴乌

镇考察凤岐茶社发展情况，并建议在山东复制、推
广“凤岐模式”，打造智慧农业齐鲁样板。专家建议
得到了省领导重视，省长龚正，副省长王书坚、于国
安、于杰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山东省发改委、省农业
厅、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人社厅、省粮食局等部
门，与山东省老科协和相关企业研究论证提出意
见，采取多种方式，积极推进落实。这让远在乌镇
的傅磊感受到了来自家乡的诚意，傅磊表示：“上级
重视，我们肯定也要尽力而为，对得起这个机会，本
身就是山东人，尽力也是分内的事。”

然而，有了省长的“批示”和专家学者推荐，
凤岐茶社与省内相关部门的对接情况仍不理
想。山东省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副会长李云云告
诉记者：“（相关工作）一直在沟通，效果一般，不
是很好。通过沟通我们认为，路很长，担子很重，
就是突破那种旧的思维和模式的东西，是一个很
长的路。”

改善营商环境
软制度、软环境的提升尤为珍贵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是凤岐
茶社在诞生故土难有作为的无奈，也是我省多地营
商环境不佳造成的尴尬局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经济学家黄少安认为：“好多企业说，到山东来做客
舒服，创业难。企业家来创业是要来赚钱的，到你
这个地方到处都受到约束，无形之中它就觉得很
难。”软制度、软环境的改善提升，就显得格外重要
和珍贵。然而，改变政府部门和人的思维定势和路
径依赖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目前，山东正以刮骨
疗毒的决心、壮士断腕的勇气，猛药根治沉疴，深入
推进触及灵魂的改革，持续狠抓触动利益的举措，
全力打造企业健康发展的蓝天沃土！新时代深化
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需要全省上下、政府和企业
共同努力，期待凤岐茶社等诞生于山东的优质创新
型企业早日“凤还巢”！

四位省领导先后批示
凤岐模式在山东落地推广仍阻碍重重

（山东广播电视台《闪电舆情专报（第006期）》2019年2月19日）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集中整顿“一次办成”改
革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区委、区政府决定招募成立优
化营商环境市民巡访团。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职责定位
市民巡访团由区深化“一次办成”改革优化营商

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区“一次办成”办
公室）负责管理，代表广大市民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
进行监督，是党委、政府联系广大市民的桥梁和纽带，
是市民代表组成的公益性群众组织。遵循“自愿、参
与、奉献”原则，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进行社会监督，
对市民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开展巡访，提出整改意见
和合理化建议，向市民宣传我区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
得的成绩，为我区营造优化营商环境的良好氛围贡献
力量。

二、基本条件
1.常年居住、生活、工作在我区。
2.热心公益事业，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志愿

服务精神。
3.年龄一般在18－65周岁，身体健康，并有充裕

的时间从事巡访活动。
4.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退休党员干部优先招募。
5.能根据安排，积极参加活动的督查、巡访等工

作，具有一定的社会活动经验、政策水平和调研、协调
能力。

根据以上条件，通过社会招募和基层推荐相结合
等方式，挑选20名左右志愿者组成市民巡访团。

三、主要任务
1.重点是对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窗口行业和

单位的服务状况、行为规范和单位、镇（街道）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进行巡查，及时发现问题，并用摄影、摄
像、录音、文字记录等形式进行现场采集。

2.到窗口单位明察暗访，对营商状况作出评估。
3. 对优化营商环境重点、难点和群众反映的热

点、难点问题经常性地开展巡访，倾听并及时反馈群
众呼声。

4.充分利用市民巡访员自身优势，向广大市民进
行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知识宣传，促进市民对优化营
商环境工作的知晓率、支持率及参与度。

5.承办区“一次办成”办公室委托的其他任务。
四、工作方式
优化营商环境市民巡访员持证上岗，采取集中与

分散、明察与暗访、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巡访活动，具体方式以参加巡访、收集情况、听取意见
为主。对活动中收集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填写巡查

问题清单，及时向区“一次办成”办公室反映，并提出
处理意见和建议。

五、结果运用
市民巡访团的巡访情况，将作为各责任单位、镇

（街道）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区“一次办成”办公室
将市民巡访团发现的问题在月度工作点评会上反馈
到各相关责任部门。对巡访团反映问题未作及时处
理的，区“一次办成”办公室将通过督查通报、移交纪
委监委等方式进行处理。

六、报名时间及方式
报名时间：3月27日上午8:30-3月29日下午5:00
报名方式：1.网上报名：登录济阳区政府门户网

站（http//www.jiyang.gov.cn）通知公告栏目下载登记
表，按要求填报后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anjingli@jn.
shandong.cn。

2.现场报名：本人持身份证到为民服务中心712
房间现场登记。

联系人：郭锐 联系电话：84232115

区深化“一次办成”改革
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年3月27日

关于招募优化营商环境市民巡访团成员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防雷安全工作，
有效减少和降低雷电灾害的发生，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济阳
区雷雨季节即将来临，为了确保防
雷装置正常有效，根据《山东省气象
灾害防御条例》、《济南市气象灾害
防御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现将
开展2019年防雷装置安全检测工作
公告如下：

一、法定检测范围：
防雷装置实行定期检测制度。

依法必须安装的防雷装置每年检测
一次，其中易燃、易爆物品和化学危
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设施和场所的
防雷装置每半年检测一次。

二、检测机构：
防雷装置安全性能检测必须由

取得省级气象主管机构资质认定的
检测机构依法检测。其中易燃、易
爆物品和化学危险物品的生产、储
存设施和场所的防雷装置应有《雷
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证》甲级资质
的单位检测。

三、责任与监管：
为保证防雷装置的有效性，各

防雷装置业主单位是防雷安全的主
体责任单位，应当按要求自主选择
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主动与防
雷检测机构联系进行检测。

防雷检测机构应当在资质核定
的范围内进行检测，并对检测报告
负责。

济南市济阳区气象局
2019 年3月26日

济南市济阳区气象局
关于开展2019年防雷装置

安全检测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