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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王健 申红

  近日，《济南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方案》（以下简称《工作方
案》）印发实施。到2025年，济南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
数控化率分别超过90%和70%，装备制造业营业
收入达到5000亿元左右；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到30万辆以上，国三及以下非营运柴油货车基
本淘汰；二手车交易量达到30万辆，废旧家电
回收量较2023年增长15%。

实施六大行动

  《工作方案》提出，实施六大行动，建立
全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
作台账，明确60项重点工作。
  在实施多领域设备更新行动方面，济南将
深入实施“千项技改、千企转型”工程，每年
实施亿元以上重点技术改造项目300个以上；
实施“工赋泉城”行动，每年培育工业互联网
标杆工厂、5G工厂、晨星工厂30家以上；发展
多能互补的“源网荷储一体化”智慧能源系统

和微电网，加快新型储能设施建设。到2025
年，力争累计培育10家工业互联网园区，累计
建成市级以上绿色工厂350家、绿色工业园区30
个，全市建成充换电站1000座，充换电基础设
施保有量超过10万个。
  在实施多维度以旧换新行动方面，济南主
要针对汽车、家电和家装三个消费领域，通过
政企联动，开展换新补贴、让利促销、成套消
费品协同推广和售后服务升级等活动，促进新
能源汽车、智能家居等消费。
  在实施高品质供给升级行动方面，加大高
端服务器、高速冲压线、激光切割设备、新能
源重卡、智慧矿山机械等优质工业品推广力
度，借势提升济南市产业链科技创新能力和品
牌价值。到2025年，省级及以上产业创新平台
达到1000家以上，累计培育“好品山东”品牌
（制造业）50个以上。
  在实施高效能循环利用行动方面，在全
市逐步推广建设现代化回收网点和绿色数智
化分拣中心，健全机动车回收拆解、废旧家
电家具回收处理等处置体系，培育二手车出
口市场。
  在实施全方位标准提升行动方面，深入实

施《济南市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进科技创新标准化城
市试点建设；开展新能源汽车电池及充电设施
关键技术标准、制造业企业标准数字化转型等
标准化战略性重点项目建设，加强前瞻性、先
导性关键技术标准布局。
  在实施全要素保障服务行动方面，强化政
府引导作用，统筹相关专项资金支持设备更新
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用好再贷款政策工具，引
导金融机构加强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
支持。

建立政策清单

  济南市充分发挥“财政+金融”政策联动
作用，扩充政策“工具箱”，将设备更新、以
旧换新、回收处理等政策进行整合，建立了
“济南市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
新政策清单”，梳理支持政策26条。
  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企业技术改造
投资补贴，对普通技改项目给予实际设备投
资额10%的奖补，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1000万
元；对整生产线、整车间和整工厂的智能化

改造项目，分别给予设备投资（含软件）
12%、15%和20%的奖补，单个企业最高不超过
2000万元。
  耐用消费品换新。在汽车以旧换新方面，
制定《济南市2024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
则》，按照新车购买金额给予一定比例的置换
补贴。在家电以旧换新方面，引导家电销售企
业联合生产企业、回收企业通过换新折扣、旧
品抵现等各种让利模式，积极开展线上线下以
旧换新促销活动。
  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支持再生资源回收网
点、分拣中心、再生资源产业园建设，对符合
条件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回收网点补贴最高
20万元，对申报期内创建为山东省再生资源产
业园、山东省再生资源回收分拣中心（山东省
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分别给予最高30万
元和2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此外，按照全市“项目深化年”工作部
署，聚焦工业、建筑市政、交通运输、文教
卫生、循环利用等五大领域，初步梳理并储
备重点设备更新改造项目183个，总投资705.99
亿 元。项 目 清 单 将 实 行 动 态 调 整、规 范
管理。

济南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明确60项重点工作26条支持政策

  □记者 王健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济南市空天信息产
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7年）》印
发实施。到2027年，产业整体发展水平跻身国
内先进行列，引领带动全省航空航天产业发
展，着力打造成为全国领先的空天信息应用示
范区、创新标杆城市和先进制造新高地，产业
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规模以上企业总量超
过80家，力争打造特色空天信息产业园区
9个。
  济南将着力打造历城区和济南高新区两大
产业核心集聚区、章丘产教融合先导区和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产研融合示范区，形成
“双核两区”的空天信息产业发展格局。历城
区重点围绕卫星部组件、火箭关键部组件、应
用终端设备、航空飞行器等先进制造业，发挥

核心带动作用，引导产业集聚发展；济南高新
区重点围绕卫星总装、特色信息应用和航空维
修改装等领域综合布局，提升产业整体效能，
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支持章丘区立足空天信息
大学，打造产教融合先导区；支持济南新旧动
能转换起步区依托区位、资源、政策等优势，
筹建山东省未来产业园，打造产研融合示范
区；两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产业增长点，打造
形成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产业集
聚区域。
  济南将实施核心制造强链工程，加快液
体火箭发动机制造能力建设，依托3D打印技
术开展火箭发动机整机制造和规模化生产，
推动液体火箭实现首飞及可回收复用技术验
证，到2027年，形成年产40套火箭发动机能
力；建设新一代运载火箭基地，推动火箭电

子、动力、结构等系统关键部段批量化生
产，到2027年，形成年产24发固体火箭、10发
液体火箭配套能力；重点建设卫星总装测试
基地，打造柔性化、模块化、智能化的商业
卫星总装工厂，到2027年，形成年产100颗卫
星能力；以整星集成总装为核心，带动空间
行波管、星载合成孔径雷达、惯性导航等核
心部组件产业化，引进卫星载荷和卫星平台
龙头企业，到2027年，卫星领域本地配套率达
50%以上。
  济南将实施创新平台提升工程，谋划推进
济南空天信息山东省实验室、碳源汇卫星遥感
实验室等一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打造国际领
先的空天综合试验装置群，支持空天信息大学
加快推进校区建设。
  济南将实施信息应用拓能工程，推动空天

信息赋能智慧交通、自然资源、智能网联汽
车、防灾应急、智慧农业、水利水务、生态气
象等领域场景应用，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
型案例。
  济南将实施产业集群聚优工程，打造高
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小巨
人”企业等骨干企业20家以上，推动符合条
件的“专精特新”企业融资上市；培育一批
技术实力过硬、商业模式新颖的初创型企
业，推动实现“小进规”，带动空天信息产
业链上企业突破300家、规模以上企业超过
80家。
  济南将实施产业生态促融工程，靶向引进
一批引领空天信息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和创
新团队，力争空天信息领域人才总量突破
1200人。

形成“双核两区”产业发展格局 到2027年产业规模达到500亿元以上

济南推动空天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

  □ 王健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
转变，以化妆品为代表的“美丽经济”获得越
来越多的关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我国化妆品零售额达4142亿元，同比增长
5.1%。
  全球透明质酸看中国，中国透明质酸看济
南。济南聚焦透明质酸产业，经过多年发展，
诞生了颐莲、瑷尔博士、润百颜、夸迪、凌博
士等一批广受消费者喜爱的“鲁妆品牌”，正
持续擦亮“北方美谷”新名片，助力山东打造
中国美妆“第三极”。数据显示，2022年，济
南市透明质酸产业营业收入为80亿元，2023年

增长至120亿元。济南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透明
质酸原料生产基地，透明质酸年销量占世界透
明质酸市场份额的40%以上、全国份额的70%
以上。
  去年6月，首届中国（济南）透明质酸产
业大会成功举办，济南市医药创新服务中心启
动运行，山东北方美谷化妆品研究院正式揭
牌，18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带动透明质酸产
业集群迭代升级，也体现了济南市打造“中国
透明质酸之都”的信心与决心。
  济南市医药创新服务中心运行一年来，为
济南市生物医药领域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创
新产品等提供提前介入、现场指导、项目跟踪
等全链条一站式服务；山东北方美谷化妆品研
究院正积极建设山东省化妆品产业技术开发协
同创新平台，为全省化妆品企业提供技术和服
务支持；福瑞达生物在业内率先打造智美科创
园“透明工厂”，华熙生物以生物技术引领原
料革新……
  6月1日至3日，第二届中国（济南）透明
质酸产业大会暨中国生命健康产业科技创新大

会举办。本届大会以“科技驱动 产业跃迁”
为主题，通过搭建透明质酸全产业链的交流平
台，助力济南市打造集研发、中试、设计、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医美健康产业新生态。
  活动现场，15个项目集中签约，济南高新
区生命健康产业专家智库正式建立，济南美妆
“超级工厂”智造联盟项目正式启动，《2024
美妆山东“新质生产力”白皮书》发布。
  为进一步推动黄河流域医美产业协同发
展，加强沿黄九省（区）之间的产业合作与交
流，山东省化妆品行业协会与山西省化妆品行
业商会、陕西省化妆品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和
商会共同发起组建黄河流域医美产业发展联
盟。山东省化妆品行业协会名誉会长、鲁商福
瑞达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春明认为，
通过该联盟有利于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紧
密合作，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推动医
美产业向绿色、低碳、环保方向发展，实现经
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联盟将
成为沿黄九省（区）医美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

平台，定期举办各类研讨会、论坛等活动，促
进各方在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的深入交
流，推动沿黄九省（区）之间的医美产业项目
合作，包括原料采购、生产合作、品牌共建等
方面，形成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的医美产业集
群。此外，联盟还将积极争取国家及地方政府
对医美产业的政策支持，为产业发展提供良好
的政策环境和发展机遇。
  中国香料香精化妆品工业协会理事长颜江
瑛指出，原料是化妆品的“生命”，华熙生
物、福瑞达生物聚焦透明质酸原料，深耕科
研，突破应用边界、产业边界，不仅成功占领
全球市场，还带动了国内以透明质酸为核心的
化妆品、药品、医疗器械、食品等关联产业，
拉动了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和社会经济增长，这
就是化妆品行业中的“透明质酸效应”。她提
出，“鲁妆”企业要充分实现产学研深度融
合，将医药优势、原料优势、科技优势转化为
核心技术优势，显著增强“鲁妆”品牌的核心
竞争力，推出更多优质产品，在中国美妆科技
创新潮流中勇立潮头。

济南“美丽经济”上新提质

  □记者 刘飞跃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济南中央商务区中央
广场18地块项目主楼顺利封顶。18地块项目为
318米超高层项目，总建筑面积约21.8万平方
米，地上共计62层，未来将打造集金融、商
务、酒店、休闲娱乐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城市综
合体(右图)。
  济南中央商务区中央广场项目位于经十路
北侧，地处中央商务区核心区南大门的显要位
置。该项目是济南中央商务区中轴线的南端起
点，是中央商务区南大门的标志性建筑，也是
经十路上的重要地标。
  中央广场项目包含16、17、18三个地块，
总建筑面积约54万平方米，由一座318米超高
层、两座193米高层构成的“双子塔”、一座
116米的办公塔楼以及底部相连的商业广场组
成。截至5月底，318米主楼幕墙南立面施工至
35层，东立面施工至30层，北立面施工至32
层，西立面施工至28层，预计于2026年竣工交
付投入使用，将为区域经济跨越发展注入澎湃
新动能。

经十路再添

一座地标建筑

  □记者 段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31日，自贸试验区济南片
区、济南高新区联合发布特殊工时工作制“两减
一零一延伸”改革方案。
  特殊工时工作制“两减一零一延伸”改革对
标国际高标准规则“新营商环境”体系，率先在
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与“雇佣员工”指标接
轨，是开展营商环境领域特色化、差异化改革的
积极探索。该模式为全省首创，为构建企业和谐
劳动关系和培养高水平技能人才提供了“自贸实
践”。
  “两减”为首次申请企业告知承诺审批减材
料，再次申请企业审管互动减环节；“一零”为
定岗不定人，人员调整零审批；“一延伸”为延
伸管理链条，完善监督检查机制，鼓励职工利用
空余时间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保护劳动者合法权
益。该项创新机制实现管理与服务的深度融合，
以保障企业发展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并重为理
念，推动企业和职工协商共事、机制共建、效益
共创、利益共享，持续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
激发市场活力和人才动能的创造力。
  “两减一零一延伸”改革举措实现告知承诺
100%及时推送、减材料超过50%、压缩办理时限
超过80%，审批类事项即办件率达到99%，大大
提升了企业获得感。齐鲁制药集团有限公司是本
次改革的首次受益者，该公司企业高级管理人
员、市场营销人员等14个岗位共664人申请特殊
工时工作制，破解企业多次申报的难题，满足了
企业生产经营需求，提升了企业竞争能力。

自贸试验区济南片区实施

特殊工时工作制审批改革

  □记 者 段婷婷 
   通讯员 赵慧詒 王冉冉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
心获悉，6月1日起至年底，济南市陆续推出多项
社保卡惠民消费活动。
  此次推出的系列社保卡惠民消费活动涵盖公
园旅游、公共出行、图书阅读、生活缴费等生活
的各个方面，山东省本级及济南市社保卡持卡人
使用社保卡进行消费便可享受优惠。6月到8月，
使用社保卡线下购买济南市公园通游年票，可参
与立减40元优惠活动，共16800个优惠名额。8月
到10月，使用社保卡购买火车票，可参与满100
减20元（不累计）优惠活动，共64400个优惠名
额。10月到12月活动期间的每周六、周日，使用
社保卡缴纳电费可参与满50减10元（不累计）优
惠活动，共91000个优惠名额。6月到12月，社保
卡持卡人首次注册开通社保卡图书馆借阅功能，
可获得精美文创礼品一份，共3500个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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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国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生态环境
局获悉，目前已完成千佛山—龙洞生物多样性保
护优先区域调查，18种大型真菌疑似为新发现物
种。此外，在陆生野生动物资源监测中发现青头
潜鸭、中华秋沙鸭、白鹤、东方白鹳、黄嘴白
鹭、金雕等6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济南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正在组织开展18个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调
查，目前已启动了10个优先区域的生物多样性调
查工作，其中已完成的千佛山—龙洞生物多样性
保护优先区域调查，共记录各类物种2051种，昆
虫山东新记录种28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5
种，珍稀濒危植物8种，18种大型真菌疑似为新
发现物种，其中4种已到了期刊审稿阶段，将于
近期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发表。
  截至目前，济南市共发现野生林木种质资源
11科、22属、50种，发现栽培树种（品种）资源
72科、168属、478种。济南市陆生野生动物共331
种，其中，鸟类18目61科302种、兽类5目9科16
种、两栖类1目4科5种、爬行类3目5科8种。目
前，济南市共有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66种，国
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7种，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6种，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1种，
主要是猛禽、涉禽、游禽等鸟类，山东省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29种，以鸟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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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段婷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7日，满载30吨进口植脂末
的2个集装箱通过海铁联运班列运抵济南董家铁
路场站，在泉城海关监管下完成通关验放手续。
  本票货物由迈大食品（山东）有限公司在印
度尼西亚采购，通过海运抵达黄岛口岸，再以铁
路运输方式转关到董家铁路场站，经泉城海关监
管后放行。“我们集装箱入境后就不需要在入境
口岸办理查验、清关等手续了，使用海铁联运
‘一票到底’直达董家铁路场站，对我们内陆企
业来说更加方便快捷。”迈大食品（山东）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志锐说。
  本票货物是济南、青岛海关携手推进山东内
陆港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建设，开展口岸“陆海联
动、海铁直运”模式与属地“铁海E通”系统融
合对接以来首批进口测试货物，标志着青岛港与
山东内陆区域进口转关快速物流通道初步具备正
式运行条件。
  该模式实现关港数据共享、业务互联、自动
监管，打通了多式联运至内陆港的进口转关通
道，进口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完成通关和查
验放行，极大提高了通关便捷效率。与传统运输
方式相比，新模式将为内陆企业缩减运输时间近
1/3，降低成本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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