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2023年6月29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田

电话:(0531)66601249 Email:jnxw@dzwww.com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申红

  近日，在济南市莱芜区香山脚下，大王庄
镇大下河村养鸭大户赵同生的新一批订单鸭又
该出栏了，他承包了270多亩山岭地，建起了
大型养殖场，年出栏近百万只肉食鸭，又种植
了上万棵山楂树，利用处理后的粪污代替化
肥，果实品质好、价格高，种养结合，双向收
益，同时避免了环境污染。如今早已致富的他
说：“这亏了村支书当年建设的引水工程，要
不然，这里还是草都不长的荒山。”
  走进大下河村，山清水秀，绿树成荫，一
个连一个的蓄水池和地下纵横的输水管道，让
这个横跨五条岭四条沟的山村，实现了全域灌
溉。柏油马路环绕每道山梁，基础设施过硬。
而村党支部书记赵茂忠就是村民眼里的“挖井
人”。
  “春旱不长草，夏涝沙石跑，谷子不秀

穗，地瓜一撮毛。”村民的这句顺口溜曾是大
下河村的真实写照，穷、乱、差在当地远近闻
名。30多年前，赵茂忠从部队退伍后，回乡做
生意，成了大下河村的第一个万元户。乡镇干
部动员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共同富
裕。“让村里的兄弟爷们儿都过上好日子。要
不，白穿了这身军装，白戴了这枚党徽。”赵
茂忠说服家人，放下了风生水起的生意，挑起
“烂摊子”——— 进村没路，浇地没水，山上没
树，兜里没钱。
  为了彻底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他带领村
“两委”定下第一个目标：水成、路成、地
成、林成、主导产业成。头号工程就是解决水
源，他带头集资捐款，又贷了10万元，铺设地
下管道1600多米，从附近的公王庄水库引水上
山，村里的上百亩旱地从此不再“看天吃
饭”。引水一期工程完工，村党支部的威信也
立了起来。赵茂忠又带着村民围绕山、水、

林、田、路，陆续完成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和民
心工程：建成小水库1座、蓄水池5个，打深水
井3眼，村民全部免费吃上深井自来水，庄稼
也实现自流灌溉。建造大小桥梁12座，硬化路
面27公里……
  有了基础设施，大下河村对2500多亩荒山
野岭实施连片整理，把原来的不毛之地变成资
源，为开展招商引资和土地流转奠定了基础。
结合自身条件和市场情况，村里开始发展肉食
鸭养殖。赵茂忠带领村干部垫资，架电、修
路，建起占地66亩的肉食鸭养殖基地，村里负
责设施配套服务，村民只管经营。由于订单鸭
收入稳定，全村32户村民先后建起54个鸭棚，
其中赵同生就有7个。
  同时，村里种植了300多亩绿化苗木，成
立专业合作社，流转1149亩丘陵土地，引来6家
农业企业。此外，赵茂忠还发展劳务中介业
务，组织年轻人外出打拼，村里已有20多户村

民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常年从事蔬菜购销业
务，年收入几十万元。村民的钱包鼓了，村集
体也富了。去年，大下河村集体各项收入总额
超百万元。
  “党建是最大的生产力！”每个来到大下
河村的人都能看到这个大标语。作为一名部队
培养出来的老党员，赵茂忠深知党建工作的重
要性，在村里自创“党员穿马甲、亮身份”
“农户插红旗、亮黄旗”制度。每年村里都评
选“五好家庭”“遵纪守法光荣户”“好媳
妇”“好婆婆”和“致富能手”，披红戴花领
奖品，大照片张贴进公告栏。每户村民建立家
庭档案，这些荣誉都记录在案，延续至今，甚
至村民习惯于“相亲先查家庭档案”。
  “头脑里有多少知识，手里就有多少钥
匙。”这是赵茂忠的一句口头禅，他说，在农
村，老百姓经不起折腾，必须学透、吃透政
策，一个好班子，才能带出一个好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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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领头雁”带富一个村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铭洋

  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312.8亿元，同比增长
7%，增速排名全市第二；全市高质量发展综合
绩效考核中勇夺“一等”，临港经济开发区获
得省级以上开发区考核“一等”，成为全市唯
一获得“双一等”的区县；全省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差异化评价中获全省高质量发展先进
区；入选山东省共同富裕先行示范区……今年
以来，济南市历城区拉高标杆、勇挑大梁，持
续深化“4433”工作推进体系，全力以赴抓项
目、兴产业、惠民生、保稳定，交出了一份厚
重提气的高质量答卷。

经济发展脚步加快

  项目落地提档加速。1-5月，全区181个重
点实施类项目开工率87.3%，其中省、市重点项
目完成投资额分别位列全市第一、第二。在全
市重点项目建设观摩评议中位列第二，创历史
最优。

  产业培育量质并举。瞄准数字经济、生物
医药、贸易物流、新兴服务业“四大主导产
业”，提升产业韧性，塑强发展优势。济南智
能传感器产业园提前半年开园；齐鲁光谷落户
临港经济开发区；济南生物医药科技园即将开
园；济南国际陆港核心功能日益完善；连续举
办系列促消费活动，城投凤鸣广场、路劲悠乐
广场、城发·盛唐荟等商业综合体开业。同
时，专门制订出台《产业培育工作实施方
案》，1-5月，全区新增“四上”单位37家，
数量居全市第二。
  招商引资精准高效。今年来，新增过亿元
的市外投资项目43个，济南临港经济开发区获
评全省“双招双引”特色园区，历城区成功上
榜赛迪投资竞争力百强区，位列全省第二。

城乡融合有序推进

  老城更新生机焕发。高标准编制洪楼广
场、全福立交东等四大片区更新方案，宋刘村
征收拆迁全面启动；579百工集成为新晋潮流

艺术打卡地；环联1904火车夜市营业首日客流
量超10万人次。
  新区建设蓬勃起势。加快实施超算数字经
济生态创新圈、济南国际陆港等重大工程，推
动唐冶北、彩港、郭董等片区强势崛起。济南
国际贸易中心启动建设，临港经济开发区扩区
调区获批，中国北方生活消费品分拨中心、欧
亚班列济南集结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唐冶三
甲医院主体封顶，13万平方米的唐冶中央公园
亮相。
  乡村振兴深入推进。制订《数字乡村建设
方案》，数字乡村5G平台上线，88个试点村建
设任务启动。深耕草莓、观赏鱼、种业等特色
产业，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达42家，全市首
个盒马村落地授牌。高标准打造省级美丽乡村
2个、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村13个。
  城乡融合有序推进。建成启用区农村产权
综合交易服务平台，实现成交额1 . 05 亿元。高
标准推进示范片区建设，港九美丽乡村、彩石
“五朵金花”、荷花水美乡村、唐王种业总部
基地等四大片区穿珠成链、连片成景。

民生支出占比80%以上

  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80%以
上。就业创业提质增效。举办各类招聘活动38场
次，提供岗位8万余个，新增城镇就业8122人。
  教育发展优质均衡。入选全国“家校社”
协同育人实践区。新建中小学、幼儿园19处，
新增学位1 . 7万个，历城二中彩石校区建成
投用。
  社会保障扩面提标。新东站等5个安置房
项目有序推进，港沟村等10个保障房项目启
动，区级养老服务中心建成运营，街道综合养
老服务中心、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覆盖率
分别达100%、90%以上，获评全省县域养老服
务体系创新示范区。
  城区环境更加靓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6月以来全区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
率均保持全市第一。完成南卧牛山等山体绿化
35公顷，获评第六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区。

抓项目 兴产业 惠民生 保稳定

历城区：竞进拼抢开创强区新局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1日，记者从“加快建
设‘强新优富美高’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省会”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槐荫专场）获
悉，今年以来，槐荫区优化“125510”发展思
路，把今年确定为全区“抓项目强产业攻坚提
升年”，开展产业升级、项目建设、创新驱
动、工业增长等“十大提升行动”，聚焦关键
点、找准突破口、拼出加速度、创出新高度，
以项目大突破推动产业大提升，以产业大提升
推动经济大发展。
  聚焦“强”字，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不
断做强综合实力。当前，槐荫区正全面构建以
医养健康、先进材料、智能制造三大产业为主
导，以新一代信息技术、文化旅游、商务会

展、汽车消费四大产业为特色，以现代物流、
现代金融两大产业为支撑的“342”现代化产
业体系。今年1-5月份，全区主要经济指标均
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2.4%，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3%，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1.2%。
  聚焦“新”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目前，槐荫区拥
有省级院士工作站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国
家级研发机构9家，省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2
家、省级以上众创空间5家，省级研发机构66
家，高新技术企业277家。仅山东科创（槐
荫）基地，去年就吸引高成长性科技企业63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9家。
  聚焦“优”字，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

市，不断优化城市功能品质。打造“品质槐
荫”，实施9个城市更新项目，总投资20亿元
的轨道交通与公交枢纽综合体项目落地建设；
打造“医养之都”，作为省市区三级共建的济
南国际医学中心，累计开工建设重点项目54
个，实现总投资约741亿元；打造“数字槐
荫”，实施“数据惠民”工程，全力打造善感
知、会思考、有温度的新型智慧城区。
  聚焦“富”字，坚持人民至上，不断增进
民生福祉。槐荫区扎实做好“物质富足”和
“精神富有”两篇文章，2022年全区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62472元，迈上新台阶；今年20
件民生实事全面推进，1-5月份全区重点民生
领域财政支出占比77.8%。
  聚焦“美”字，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不断推进美丽槐荫建设。槐荫区积极创建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实施新一轮“四减
四增”行动，开展城市“增绿赋美”行动，打
造“福润泉城 彩韵槐荫”主题花卉景观带，
推动沿黄“七星九美十三香”29个村连片
打造。
  聚焦“高”字，深化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不断提高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槐荫区在全市率先召开基层党建引领基层
治理大会暨社区工作者会议，打造“温暖法
援”品牌，加快综治中心、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一体化
运行，做细做优“雪亮工程”“智慧安防”
“数字乡村”，裕园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
党组织”“全国先进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槐荫区：

以产业大提升推动经济大发展

  □记 者 赵国陆
   通讯员 亓 业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进入6月，济
南市钢城区艾山街道双杨桥村的
2000多亩金银花喜获丰收。当地
按照“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
业，流转土地规模种植金银花，
同时引进初加工生产线，在乡村
振兴中走上致富路。
  在金银花种植基地，随处可
见一簇簇、一串串的金银花随风
摇曳。农民顶着炎炎烈日，在花
田中忙着采收含苞待放的花蕾。
“金银花的花蕾药用价值高，一
旦开花，药用成分就会下降，所
以我们要赶在开花前全部采摘
完。”双杨桥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王欣说，他们种植的金
银花品种是北花1号，每年只采
一季，采摘期半个月左右，5月
底至6月初是抢收关键期。为
此，基地每天都聘用300多人在
地里采收金银花。“早晨5点就
开始干，10点左右回家，然后下
午再来摘。”双杨桥村村民曹西
花边采摘边说道，摘一斤挣4元
钱，一天能挣120元左右。
  纸坊村、双杨桥村、大龙门
村一带以山地丘陵为主，在2019
年以前主要种植玉米、花生等，
土地贫瘠农作物产量低，一亩地
年收入在500元左右。为增加村
民的收入，双杨桥村党支部多次
外出考察学习，在综合分析金银
花的药用价值和市场前景后，最
终确定从临沂平邑引进金银花新
品种，利用村里的荒地试种了60
亩。没想到第一年就有了收益，
尝到甜头的村民纷纷改种金银
花，经过这几年的不断发展，几
个村的种植规模已扩大到了2000多亩。
  “行情好的时候，一斤金银花能卖到60至70
元。”王欣说，按照“支部办社、书记创业”的
要求，他们购进了6台烘干初加工设备，采回的
花蕾直接烘干，没有任何污染，品质好不愁卖，
预计今年村集体能够增收15万元。村民赵守英的
2亩地流转后，每年能收到1600元流转费，平时
在基地干活每天拿100元的工资，到农忙采收季
节日薪120元，一年下来收入突破3万元。金银花
的种植不仅带动了村集体和村民增收致富，还盘
活土地资源，让土地得到更高效利用。
  据钢城区艾山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已
收获10万公斤鲜金银花，烘干加工后成品大约3.3
万公斤，产值预计可达400万元。
  钢城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金银花种植产业，
流转村民手中的低效闲置土地，将“小田”并
“大田”，实现规模化、专业化种植，一朵朵小
花真正成为了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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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记者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6日上午，济南中央商
务区国际化商圈建设发展推介会举办。在推介
会上，济南中央商务区商圈联盟成立。该联盟
以“政府+联盟+企业”为组织架构，致力于了
解企业诉求、畅通服务渠道、加强政策扶持、
促进资源共享，为打造辐射全省的国际商圈搭
建沟通交流的优质平台，为片区商圈整体建设
搭建发展框架，为片区内各商业载体的业态导
入提供指导和建议。
  联盟成立后，各成员单位之间将通过各
种形式的活动，对内交流发展经验，共享品
牌、运营机构、人才、管理等资源，实现优
势互补、资源整合；对外共同考察学习，提
升区域内商业载体的整体招商水平，培育国
际化的发展视野，形成商圈打造的合力，不
断提高五大超高层和区域内成片商业载体的
招引品质。
  推介会上，济南中央商务区管委会、绿地
山东国金中心与洪涛工作室签约，绿地山东国
金中心和洪涛工作室将围绕市场定位及发展策
略提升、商业建筑设计优化服务等方面开展合
作，将商业Mall和商业街区整体打造成“主题
新颖且明确、业态丰富且高端”的国内一流商
业项目。
  目前，济南中央商务区已建成各类商务办
公载体250万平方米，引入各类企业超过6500
家，其中包括4家法人金融机构全国总部，央
企、省市属国企、民营企业等各类企业总部
200余家。

济南中央商务区

商圈联盟成立

  □记者 段婷婷 实习生 刘铭洋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28日，金威刻激光智能生
产基地项目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济南激光产业龙
头企业金威刻在自动化生产及智能制造方面又迈
出了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夯实企业在自动化领域
的研发与生产能力，对壮大济南市激光产业集
群、延长产业链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济南激光产业已成为产业链条完整、规模优
势突出的重要集聚区，产业规模达到150亿元，
以激光切割为主的激光装备出口规模达到40亿
元、居全国第一，中小功率泵源国内占比超过
80%。济南正加速崛起成为“中国激光第三
极”。
  金威刻是济南激光产业龙头企业之一。金威
刻激光智能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5.05亿元，占地
128亩，建筑面积10.2万平米，是金威刻激光第四
座生产基地，是2021年省级重点项目-山东省新
旧动能转换优选项目、2022年山东省数字经济重
点项目。它的正式投产标志着金威刻形成了超20
万平方米的产研基地，铸就了年产超20000台的
生产能力。
  该基地将全面完善三维五轴及柔性生产线项
目布局，以新型人机生产方式搭建起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的强力阶梯，夯实自动化、智能化领域的
研发与制造能力，实现激光产业更多突破与
可能。

金威刻激光

智能生产基地投产

  □记者 王健 通讯员 崔建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产业工人是工人队伍中发挥
支撑作用的主体力量，也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骨
干力量。今年以来，济南高新区总工会围绕产
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精准施策，跑出产改工作
加速度。
  近日，齐鲁医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药品业务
部的苟雪迎和质管部的张岚清领到了公司颁发的
“技术革新标兵”荣誉证书。从2022年开始，该
公司业务团队利用“伙伴云”等计算机辅助工具
对质管工作流程进行优化，多个项目取得重要阶
段性成果。
  在产改试点单位中电装备山东电子有限公
司，青年创新工作室的成员聚在一起，围绕智能
化管理，展开探讨。类似这样的场景，在该公司
屡见不鲜。通过组织业务相关、资源相通的工作
室结对共建，该公司打造了跨专业、跨部门的融
合创新机制。“这种创新工作室的联盟，能够打
破我们的专业壁垒，促进技术创新。”该公司工
会主席表示，这种方式汇聚了职工的创新力量，
促进了公司发展。
  近年来，高新区积极采取创新举措，推动产
业工人成长成才。在高新区群团代表大会中，产
业工人代表占比不断提高。在2022年全市五一劳
动奖章评选中，高新区有3人获奖，其中一线职
工和专业技术人员2人。

济南高新区深化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记者 刘飞跃 报道
  6月27日，国道309升级改造项目正快速推进中，力争明年上半年全线通车。该段是经十路最后一段瓶颈路段，打通后将推动省会城市经济圈交
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对于加快章丘区域经济发展、推动济南淄博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