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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对部分中重型燃油

(气)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采取临时性
管制措施的通告
威政发〔2022〕2 号

为更好应对重污染天气，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山东省机动车

排气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污染防治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

现就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对部分中重型燃油(气)货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采取临时性

管制措施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临时性管制启动条件

预测、预判可能出现长时间大范围不利气象条件，将进入重污染天气应急状态时。

二、临时性管制发布形式

通过新闻媒体提前向社会发布管制起止时间。

三、临时性管制区域

威海市所辖行政区域。

四、临时性管制措施

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重型燃油(气)货车不得上路行驶，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

排放标准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五、特许通行车辆

民生保障、应急抢险、城市运行保障、公共交通、执法执勤等车辆不在临时性管

制范围内。

六、法律责任

违反以上临时性管制措施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本通告自 2022 年 2 月 2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2 年 3 月 13 日。

特此通告。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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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文登区、荣成市部分县道

路网规划调整的批复
威政字〔2022〕9 号

文登区政府、荣成市政府:

《威海市文登区人民政府关于部分县道路网规划调整的请示》(威文政请字

〔2022〕1 号)、《荣成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部分道路行政等级和路网结构的请示》(荣

政请字〔2021〕21 号)收悉。现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将县道黄山—张家(路线编码 X033371082，以下简称“黄张线”)

邱家桥至好当家集团园区内 4.283 公里道路行政等级调整为村道，并进一步优化终点

线型。调整后的县道黄张线起点位于虎山镇庵里村东与县道滕响线交接处，终点位于

G228 丹东线交接处，总长度 6.961 公里。

二、原则同意乡道蔡官屯—沙窝(路线编码 Y066371082，以下简称“蔡沙线”)

道路行政等级调整为县道，并进一步理顺县道线型，整合原县道蚧沙线

(X032371082)K23+716 至终点 2.223 公里路段，形成新的全长 19.649 公里的县道蔡沙

线，路线编码调整为 X056371082。

三、原则同意县道南柳—文登营(路线编码 X005371082)荣成段道路行政等级调整

为村道，全长 7.6 公里；文登段全长 15.793 公里(含共线段)，将 K7+600—K10+746

段 3.146 公里降为村道，K10+746—K10+948(共线段)0.202 公里删除，K10+948—

K23+393 段 12.445 公里维持县道行政等级，与柯家庄—S201 段 0.952 公里道路组合

成新县道柯家庄—文登营，路线全长 13.397 公里(含共线段)，路线编码调整为

X005371003。

四、原则同意村道苏家河—南海新港(路线编码 C207371003)K0+000—K31+100 段

道路行政等级调整为县道。调整后路线名称维持苏家河—南海新港不变，路线编码调

整为 X055371003，道路起点为 G206，终点为南海新港，路线全长 31.103 公里。

调整后文登区共有县道 15 条，总里程 202.052 公里；荣成市共有县道 17 条，总

里程 236.902 公里。文登区、荣成市要及时更新相关县道网信息，做好工作交接，进

一步加强县乡道养护管理工作，提高养护信息化和自动化水平，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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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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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修改威海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的通知
威政办字〔2022〕1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根据上级有关政策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市政府办公室决定对《威海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威政办字

〔2021〕17 号)作出如下修改：

1.将第二条第五项“16.海洋废弃物高值化利用产业。坚持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和废物生产最小化，对废弃塑料、聚苯乙烯塑料泡沫等海洋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对

废弃渔船实行无害化处理，建设人工鱼礁。依托荣成市地宝土壤生物调节剂有限公司、

威海耐特新型材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积极探索贝壳资源化利用途径，支持科研机构

加强贝壳用于饲料添加剂、涂料、建筑材料、肥料、人工鱼礁礁体等方面的研发与应

用，鼓励企业利用贝壳生产旅游纪念品。突破海洋生物来源的农用制品产业化关键技

术，依托世代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优艾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发展海洋生物

饲料添加剂、动植物专用制剂、农用生物肥料等生物农用制品。加强浒苔资源化利用，

依托温喜生物科技公司、中恒能生物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开发肥料、饲料、食品等产

品，提高浒苔资源化利用率。创建海藻、鱼类、贝类等加工废弃物高值化利用产业链。

(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各区市

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修改为“16.海洋废弃物高值化利用产业。坚

持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物生产最小化，对废弃塑料、聚苯乙烯塑料泡沫等海洋垃

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对废弃渔船实行无害化处理，建设人工鱼礁。积极探索贝壳资源

化利用途径，支持科研机构加强贝壳用于饲料添加剂、涂料、建筑材料、肥料、人工

鱼礁礁体等方面的研发与应用，鼓励企业利用贝壳生产旅游纪念品。突破海洋生物来

源的农用制品产业化关键技术，发展海洋生物饲料添加剂、动植物专用制剂、农用生

物肥料等生物农用制品。加强浒苔资源化利用，开发肥料、饲料、食品等产品，提高

浒苔资源化利用率。创建海藻、鱼类、贝类等加工废弃物高值化利用产业链。(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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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各区市政府和

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2.将第三条第三项“(三)构建资金支持机制。建立常态化运营模式，鼓励风险投

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长期资金投向蓝碳经济领域，重点扶持蓝碳关键性技术研

发。大力发展海洋绿色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等产品，创新绿色融资方式，加大金

融支持蓝碳经济发展力度，激励金融机构参与蓝碳经济建设，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

支持鼓励蓝碳经济领域的高成长性创新企业优先在科创板上市。(责任单位：市财政

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威海银保监分局、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

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修改为“(三)构建资金支持机制。建

立常态化运营模式，鼓励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股权投资等长期资金投向蓝碳经济领

域，重点扶持蓝碳关键性技术研发。大力发展海洋绿色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等产

品，创新绿色融资方式，加大金融支持蓝碳经济发展力度，激励金融机构参与蓝碳经

济建设，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支持鼓励蓝碳经济领域的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科创板

上市。(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威海银保监分局、

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威海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改,重新

公布。《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威海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1—2025

年)的通知》(威政办字〔2021〕17 号)自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废止。

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 2 2 年 1 月 12 日

威海市蓝碳经济发展行动方案
(2021—2025 年)

为加快发展蓝碳经济，推动海洋产业生态化、海洋生态产业化，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助力碳达峰、碳中和，全力打造海洋高质量发展新亮点、新标杆，特制定本行动

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行动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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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

经略海洋”的重要指示精神，将发展蓝碳经济作为海洋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

加强陆海统筹，创新体制机制，优化发展生态，坚持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并重，减排

与增汇并举，促进“增量”“提质”双突破，打造蓝碳经济全国样板。

(二)行动目标。

——科研力量日益壮大。整合全市科研力量，集聚蓝碳领域顶级专家团队，形成

蓝碳策源地效应。

——标准体系更加健全。建立海洋碳汇调查评估方法，建设蓝碳方法学矩阵，完

善蓝碳技术标准，掌握发展主动权。

——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在制度设计、政策支持、成果转化、人才保障等方面探

索创新，建立系统完善的工作机制，有效集聚科技、产业、资本、人才等要素。

——生态与产业加快融合。海洋产业生态化与海洋生态产业化同步发力，提高海

洋产业绿色发展水平，加快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

融”。

到 2025 年底，全市蓝碳经济体系基本建立，蓝碳经济贡献度显著提高，在全市

海洋经济占比超过 30%。海洋生态环境保持全国最优之列，承载力显著增强；海洋产

业生态化水平明显提升，涌现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案例，完成

海上“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有机统一。研究、标准、成果转化、产业发展链条

基本完善，示范引领作用凸显，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国内领先的蓝碳经济发展高地。

二、行动重点

(一)打造一个研究高地。

1.高标准建设院士工作站。推进唐启升、焦念志院士工作站建设，持续增强桑沟

湾贝藻碳汇实验室、海洋负排放科技示范基地等研发实力，加快蓝碳科学研究与成果

转化，每年形成高端成果 10 项以上。争取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办公室落户威

海。(责任单位：荣成市政府、南海新区管委、市海洋发展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

境局)

2.做强威海海洋生态经济研究院。在威海市蓝色经济研究院加挂威海市海洋生态

经济研究院牌子，纳入全市“1+4+N”创新平台体系，整合蓝碳实验室和山东省海洋

碳资产工程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平台，加强与高校院所合作，吸纳多领域人才，开展

海洋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研究和技术推广、成果转化。探索依托威海市海洋生态

经济研究院，组建山东省碳科学与碳中和战略发展研究院。(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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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南海新区管委)

3.开展核心技术攻关。积极承担、参与开展典型海区碳指纹与碳足迹标识体系理

论和应用研究、海洋微型生物碳汇过程与识别技术研发，以及近海海带养殖环境碳汇

过程效应、演化特征及其调控因素研究等项目，完善海洋碳汇基础理论。布设海岸带

沉积物原位综合系统、沉积物综合通量捕获器、海洋剖面流速观测系统等，建立可视

化系统，开展养殖区、海草床、盐沼湿地等典型生态系统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海水和

沉积物调查，为海洋负排放研发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

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4.加快标准制定。开展渔业碳汇方法学、滨海盐沼湿地碳汇方法学、海洋牧场碳

汇方法学等系列方法学研究，编制《威海市海洋碳汇核算指南》，建立海洋碳汇核算

体系。编制《海带养殖碳汇项目碳计量和监测技术规范》，在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的

基础上，推动其上升为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开展海洋负排放核算机制与方法学研究，

建立海洋碳指纹、碳足迹、碳标识相应的方法与技术、计量步骤与操作规范、评价标

准。(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市海洋发展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

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二)建设两个示范基地。

5.建设海洋生态监测示范基地。依托国家浅海综合试验场，广泛吸引国家海洋技

术中心、中科院海洋大科学中心、青岛国家海洋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开展海洋生态系统

科学原理、机制和模式的研究。建设市区褚岛浅海、桑沟湾大型藻类、爱莲湾鲍鱼、

楮岛海草床、文登近海滩涂、南海昌阳河河口、乳山湾牡蛎等海洋生态系统连续观测

站，建立系统完善的碳汇数据库，为构建蓝碳标准、管理及交易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

南海新区管委)

6.建设海洋生态经济示范园区。集中规划建设海洋生态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建

设蓝色碳谷，围绕海洋生态种业、海洋生态智造业、海洋新能源、海洋生态服务业等，

完善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人才支持等产业生态，引领示范全市海洋生态

经济发展壮大。到 2025 年，园区入驻企业超过 30 家，实现收入超过 100 亿元。(责

任单位：南海新区管委)

(三)构建三个创新中心。

7.构建海洋生态种业创新中心。在双岛湾和东部滨海新城分别建设海洋生物遗传

育种中心和海洋生物科创中心，在荣成寻山、荣成虎山、文登泽库、南海小观、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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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集中建设 5 处现代水产种业园区，在南海新区建设滨海生态种质繁育与开发示范

基地。到 2025 年，优质苗种繁育能力由目前的 370 亿单位提高到 600 亿单位以上。(责

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科技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8.构建海洋负排放研究创新中心。高标准建设海洋负排放技术中心，与国际科学

组织和各国科学家开展合作，推动海洋碳汇和负排放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群落地实

施，建立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海洋负排放科学规划和工程技术体系。(责任单位：市

海洋发展局、市科技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9.构建海洋碳汇交易创新中心。积极推动海洋碳汇纳入国家碳市场交易，开展蓝

碳市场交易试点。积极策划渔业碳汇、海草床碳汇等海洋碳汇项目，推进碳汇资产上

市交易，加快碳汇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海洋发

展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四)实施五大专项行动。

10.实施海洋增汇行动。实施“蓝色海湾”“海草床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开展滨海湿地退养还湿、潮汐湖退耕还滩、河口栖息地恢复、海草床和滨海盐沼湿地

修复恢复等固碳增汇行动，建设一批滨海湿地公园，提高湿地固碳能力。优化海带、

裙带菜、牡蛎等经济固碳藻类、贝类养殖模式，实施海洋牧场、海水养殖生态增汇，

发挥渔业碳汇功能。探索实施陆海统筹生态增汇、海洋缺氧环境增汇、海藻养殖区上

升流增汇、贫营养海区施肥增汇和海底碳封存等工程，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碳汇能力。

(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

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11.实施海洋节能减排行动。推广工厂化养殖地源热泵技术、海洋牧场海水淡化

循环利用零排放装置等，加快养殖尾水治理，推进贝壳、网衣、浮球等养殖生产副产

物及废弃物集中收置和资源化利用，提升水产养殖环保绿色发展水平。开展渔船型优

化、船机浆匹配优化、节油产品筛选、节能装置安装等研究与示范，探索推广新型氢

能船舶。开展船舶、海工装备、水产品加工和海洋材料制造等产业节能环保改造，提

升能源利用效率，创建“绿色工厂”“绿色车间”。开展无废海岛、无废海滩、无废

港口、无废航区等创建活动，吸收借鉴国际先进海洋垃圾防治工作经验，打造国家海

洋无废样板城市。(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威海海事局、市交通运输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

管委)

12.实施蓝碳示范企业培育行动。坚持本地企业培育和招商引资并重，加大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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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人才等支持力度，培育成长性好、创新性强、发展潜力大的蓝碳示范企业 50

个以上，并推动其进入海洋碳汇交易市场。(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市商务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13.实施数据资源共享开放行动。建设智慧海洋主题库，优化蓝碳数据采集质量，

实现蓝碳数据集中汇聚，推动蓝碳领域数据开放应用。推动各海洋部门和各区市、开

发区专用网络和信息系统整合融合，确保跨部门、跨层级工作机制协调顺畅。(责任

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大数据中心、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

区、南海新区管委)

14.实施国际合作交流行动。实现东北亚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海洋与渔业专门委

员会常态化运行，拓展东北亚蓝碳交流合作。定期举办蓝碳国际论坛(博览会)，通过

举办论坛、展会、竞赛、研讨会等方式，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和相关

国际机构蓝碳领域交流合作。(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科技局、市商务局、市

外办，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五)发展壮大六大生态产业。

15.发展壮大绿色水产养殖业。深化国家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广桑

沟湾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模式，大力发展海洋牧场，推进海水养殖向深海、远海拓展，

构建空间布局优化、生产方式低碳、产业结构合理的绿色集约型水产养殖产业链。(责

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16.海洋废弃物高值化利用产业。坚持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物生产最小化，

对废弃塑料、聚苯乙烯塑料泡沫等海洋垃圾进行资源化利用。对废弃渔船实行无害化

处理，建设人工鱼礁。积极探索贝壳资源化利用途径，支持科研机构加强贝壳用于饲

料添加剂、涂料、建筑材料、肥料、人工鱼礁礁体等方面的研发与应用，鼓励企业利

用贝壳生产旅游纪念品。突破海洋生物来源的农用制品产业化关键技术，发展海洋生

物饲料添加剂、动植物专用制剂、农用生物肥料等生物农用制品。加强浒苔资源化利

用，开发肥料、饲料、食品等产品，提高浒苔资源化利用率。创建海藻、鱼类、贝类

等加工废弃物高值化利用产业链。(责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17.海洋监测探测装备产业。依托远遥海洋科技湾区，大力发展光纤海洋水声探

测系统、水听器、双检检波器、水下机器人、水下滑翔机、无人船、无人机、浮标潜

标等海洋观测、监测和探测装备，完善海洋观测、监测和探测技术装备产业链。(责

任单位：市海洋发展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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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新区管委)

18.海洋节能环保装备产业。针对港口、船舶、海洋工程、滨海旅游的污染防治

工作，加快海洋生态环保技术研究，扩大船用脱硫、船舶压载水处理、船舶废气处理、

船舶废气在线分析、海洋牧场污水处理等装备产能，壮大海洋生态环保装备产业。(责

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海洋发展局、市生态环境局、市科技局，各区市政府

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19.海洋生态新材料产业。以各类高性能耐蚀钛合金、高导热镁铝合金、高耐压

密封防水材料等海洋工程材料、膜材料、碳纤维材料及纳米材料等海洋新材料为重点，

在新、特、专、高、精、尖上下功夫，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责任单位：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市海洋发展局、市科技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20.海洋生态服务业。结合滨海湿地生态修复、海草床生态修复等蓝碳产业，大

力发展滨海生态旅游业、涉海金融服务业、海洋信息服务业、海洋科研教育服务业等，

助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地方金融

监管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蓝碳经济中长期发展和未来发展路

径，优化海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推动高质量、高效率、可持续发展，

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实现由清洁生产向低碳/零碳生产转型。系统梳理蓝

碳经济发展面临的方法学备案、市场交易标准建立等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强谋划，

多方协调，打通关卡。创新完善人才引进、平台建设、项目研发、资金扶持、税收减

免等政策，对海洋高效节能低碳、海洋碳汇等技术、产品和项目，在财政、价格等政

策上予以激励，调动企业、高校、研究院所、金融机构等发展蓝碳经济积极性。(责

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海洋发展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

海新区管委)

(二)创新人才招引模式。围绕蓝碳经济发展实际和需求，靶向招才引智，采用专

项计划、行业赛事、论坛活动引才等相互结合的模式，加速高端人才创新创业项目集

聚。做好高学历、专门技术、高技能三层人才梯队建设，结合自主创业、企业招聘、

项目合作等多种模式，引进海外人才。以国内专家建站、国外专家引进为两大着力点，

鼓励全市科技型企业自主培养专家团队，组织企业开展赴外招聘活动。加快构建人才

“引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长效培育机制，推进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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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现代金融协同发展，实现优质人才战略性集聚。(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三)构建资金支持机制。建立常态化运营模式，鼓励风险投资、创业投资、股权

投资等长期资金投向蓝碳经济领域，重点扶持蓝碳关键性技术研发。大力发展海洋绿

色信贷、债券、保险、基金等产品，创新绿色融资方式，加大金融支持蓝碳经济发展

力度，激励金融机构参与蓝碳经济建设，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支持鼓励蓝碳经济领

域的高成长性创新企业在科创板上市。(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海洋发展局、市地

方金融监管局、威海银保监分局、人民银行威海市中心支行，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

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四)建立蓝碳经济统计评价体系。结合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和“无废城市”建设评

价指标，从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分层次构建蓝碳经

济统计指标，建立评价体系，为蓝碳经济管理及决策提供数据支撑。(责任单位：市

海洋发展局、市统计局)

(五)提高全民蓝碳意识。加大蓝碳宣传力度，发挥威海电视台“海洋频道”作用，

推出一批海洋保护宣传教育片，举办面向公众的节能低碳等生态文明建设知识讲座、

岗位培训等教育培训活动。壮大以山东大学(威海)、哈工大(威海)等高校学生为骨干

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志愿者队伍，推动全民参与“国际海滩清洁日”“世界海洋日”

等，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海洋保护活动。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倡导低碳消费理

念，推动公共机构率先节能降碳和低碳进商场、社区、校园、家庭，营造全社会参与

节能低碳的良好氛围。启动碳普惠建设试点，探索利用地理信息系统、“互联网+”、

大数据应用，实现个人碳足迹计算、低碳行为量化、低碳积分取得、低碳积分兑换，

打造可测量、可核算、可追溯的碳普惠激励平台。(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教育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海洋发展局，各区市政府和国家级开发区、南海新区管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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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CR-2022-0030001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威海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收费标准的复函

威发改发〔2022〕10 号

市教育局：

《威海市教育局关于商请制定威海市实验外国语学校收费标准的函》(威教函字

〔2021〕5 号)收悉。根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 山

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成

本〔2020〕648 号)规定，结合该校办学条件和生均培养成本等实际情况，经研究，现

将收费有关事项函复如下：

一、普通高中班学费为每生每学期 15000 元，国际班每生每学期 25000 元；住宿

费为每生每学期 2500 元。以上为最高收费标准。

二、学费、住宿费按学期或学年收取，不得跨学年收费，并实行“新生新办法，

老生老办法”。

三、其他事项按《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东省财政厅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中小学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鲁发改成本

〔2020〕648 号)有关规定执行。

四、学校要做好收费公示和宣传解释工作，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以上规定自 2022 年 1 月 18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1 月 17 日。

威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 0 2 2 年 1 月 1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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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任免吴力刚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

威政任〔2022〕1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吴力刚为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免去其威海市交通发展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免去：

陈福旭的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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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任免高乃江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

威政任〔2022〕2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高乃江为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列周军之后)；

肖超为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涛为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分局)支队长(局长，试用期一年)；

王学龙为威海市公安局海岸警察支队政委(正县级，试用期一年)；

马一东为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局长(正县级，试用期一年)；

张岩峰为威海市公安局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政委(正县级，试用期一年)；

温树威为威海市信访局副局长。

免去：

丛刚滋的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王道珊的威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分局)支队长(局长)职务。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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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任免殷炳金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

威政任〔2022〕3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殷炳金为威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毕耀文为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免去：

刘伟的威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职务；

张美丽的威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职务。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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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高涛等工作人员任职的通知

威政任〔2022〕4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高涛挂职为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时间两年)；

巩玉滨挂职为威海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间两年)；

马玉鑫挂职为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间两年)；

史新挂职为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间两年)；

胡啸挂职为威海南海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间两年)。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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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尹剑免职的通知

威政任〔2022〕5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免去：

尹剑的威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职务。

威海市人民政府

2022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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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海市人民政府
关于任免董晓飞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

威政任〔2022〕6 号

各区市人民政府，国家级开发区管委，综保区管委，南海新区管委，市政府各部门、

单位：

市人民政府决定，任命：

董晓飞为威海市公安局督察长。

免去：

叶立耘的威海市公安局督察长职务。

威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2022 年 1 月 2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