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7月24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田 第533期

热线电话：(0635)8517099 Email：dzrblcxw@163 .com 13

  □ 本 报 记 者  胡磊 高田
    本报通讯员 范磊

  7月17日，在山东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的新能源汽车锻造车轮项目现场，一条生
产线已完成了组装调试，即将启动试生产。
据了解，该项目入选了2023年省新旧动能转
换优选项目，总投资1.5亿元。这也是山东
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由商用车领域向乘用
车领域的一次“华丽转身”。
  “项目全部完成后，建成新能源乘用车
锻造车轮生产线1-2条，年生产能力100万
只，年产值不低于10亿元。相当于再造了一
个新‘骏程’。”山东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刘树新说。
  相较于商用车车轮生产，山东骏程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技术部对新能源乘用车车轮生
产工艺进行了改进。“改进了锻压工艺和模
具，减少了铣加工时间，一只新能源乘用车
车轮的加工时间比传统工艺减少了50％。”
该公司技术部部长李洪光说。山东骏程金属

科技有限公司是聊城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
的链主企业，企业在深耕传统车轮主业的基
础上，抢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机
遇，加速挺进“新赛道”。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是聊城市的传统产
业，也是聊城市工业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之一。近年来，聊城市以延链、补链、强
链为主线，聚焦城区和高唐两大基地，构
建产业链条完整、竞争优势突出、集群特
色鲜明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经过多年
的发展，聊城市汽车及基础零部件产业已
形成以中通、时风等为龙头，集整车和零
部件研发、生产、贸易于一体的汽车工业
体系。
  7月19日，在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的商用汽车研究所内，时风电动汽车
产业园商用汽车研究所所长孙刚告诉记者，
“自2021年开始，我们加大新能源纯电动轻
卡的开发力度，电脑上三维设计为SF风驰
电动厢式物流车，续航里程为200公里。目
前已开发成功风云电动自卸轻卡、风顺电动

自卸轻卡、风驰电动厢式物流车三大新能源
车型，其动力强劲、续航里程长、承载强、
智能化程度高，深受用户喜爱。”山东时风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提升企业的自主创
新能力与工业设计水平，不断加大投入，近
年来先后投资3亿元，用于新产品整体设
计、造型设计、人机工学设计、关键技术研
发、工艺实施、成果转化等方面的仪器设备
购置和产学研合作及人才的引进。目前企业
已拥有一支由院士、行业专家、中高级技术
人才等组成的强大创新团队。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刘成强说：“时风集团以持续提升企业自主
创新能力为目标，发挥科技引领作用。重点
突出商用汽车、中大型拖拉机、三轮汽车等
核心产业，培育壮大锦纶化纤、铸造机加
工、新型脚手架等适度多元产业，使核心产
业与适度多元产业相互补充、相互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2024年3月，聊城市科学技术局制定了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2024年工作要点》，

联合市发改委、工信局等部门出台《聊城市
关于加快推动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聊城市推动新能源汽车下乡实施方
案》等有关文件。5月14日，聊城市“一链
一院”建设推进会暨集中签约活动举办，来
自省内外19所高校院所的40余位专家学者与
聊城市企业家共谋科技合作。其中，中通客
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交通学院签订了共建
“聊城市低碳智能车辆技术及应用现代产业
学院”协议。双方在整车结构优化、整车轻
量化等领域展开合作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对
聊城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上的其他企业，起
到了一定辐射带动作用。
  记者从聊城市科学技术局获悉，上半
年，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链签约招商9个，签
约金额31.26亿元；68家规上企业实现产值
114亿元，同比增长34.9%。产业链专班共组织
“巡链”“诊链”活动7次，外出招商活动9次，
“问需于企”“一链一院”“一链一行”等活动
成效显著，山东友生铝业有限公司强链补链
项目提前5个月完成全年建设任务。

产业链条羽翼渐丰 转型升级扎实推进

聊城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挺进新赛道

 □ 本 报 记 者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商贺 王华雷 刘来珂

  7月5日，记者在山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
建在阳谷县定水镇杨王李村的养鸡场鸡舍看
到，每一层养殖笼下面都有一条滚动着的传
送带，将白羽鸡产生的粪便第一时间运往鸡
舍外的鸡粪车。
  “我们从农民手中购买大豆、玉米，将
其加工成饲料供白羽鸡食用。鸡粪又会有专
车运往我们的有机肥加工厂，变成农民选购
的有机肥，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小循环。”山
东凤祥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葛万领介
绍，公司参股的有机肥加工厂年可处理鸡粪
20万吨，所生产的有机肥每吨售价在400

元—800元。鸡粪的回收利用不仅保障了养
殖场的环境卫生，更为公司增加了收益。
  “阳谷县既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大
县，也是畜牧养殖强县，但每年产生的大量
秸秆、粪污等农业废弃物一度影响着农村生
产生活环境。新发展阶段，破解农业面源污
染难题、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
种养结合的农业循环体系。”阳谷县农业农
村局局长李贵民介绍，阳谷县支持有经济条
件的规模养殖场改进节水养殖工艺和设施，
按照种养匹配的原则将粪污合理消纳在农
田，实现养殖场内部的种养一体“小循
环”。针对无经济条件的养殖场、散户，则
通过第三方服务的方式有偿回收农业废弃
物，进而实现种养产业“中循环”。“全县

已建设两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构建起粪污
‘收储运’体系，在种植户与养殖户之间搭
建起种养联结‘桥梁’，有效破解了种养之
间的成本、技术、运输距离等因素限制，打
通了种养结合的关键堵点。”
  阳谷国卫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
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生物有机肥生产企
业，更是阳谷县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之
一。“养殖场一个鸡棚一茬大约可以养5万
只鸡，一年可以养7茬。我们以一茬1000元
的价格收购鸡粪，平均每棚每年可让养殖户
多收入7000元。”阳谷国卫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孟凡波告诉记者，公司有偿收购群
众难处理的秸秆、鸡粪等农业废弃物加工成
生物有机肥。生物有机肥可以改善土壤结构

和微生物环境，提升耕地地力，深受种植户
的欢迎。
  当前，阳谷县正在打造农业废弃物
“收、运、储、加、用”产业链，推动县域
层面的种养大循环，整体构建与资源环境承
载力相匹配的“主体内部小循环、种养产业
中循环、社会层面大循环”多级种养循环体
系，实现了循环利用、农户增收、生态保护
的农业绿色发展多赢效果。今年6月，阳谷
县获评“2023年山东省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
发展先行县”。阳谷县也由此成为全省唯一
同时拥有“山东省开展现代农业强县”“山
东省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县”“山东省农产品
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山东省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先行县”四项殊荣的县。

阳谷发展绿色农业构建多级种养循环体系

  □ 本 报 记 者  高田
    本报通讯员 徐涛

  每逢春夏时节，东阿县洛神湖国家湿地
公园便热闹了起来，翩跹飞舞的白鹭，抚育
幼鸟的苍鹭，欢快游弋的水鸭……构成了一
幅美丽的生态画卷。东阿县优良的生态环境
给各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繁殖的场所，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东阿县境内有各种脊椎动
物279种，鸟类就有256种，其中不乏国家
一、二级保护动物，如大鸨、东方白鹳、大
天鹅、灰雁等。
  在东阿县，爱鸟、护鸟的理念深入人
心。7月9日，东阿县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站
长张兵接到了一通求助电话。一位企业员工

在厂区发现了一只无法飞行的白头鹎，不知
如何处置。张兵赶赴现场，将白头鹎送到了
东阿县旺旺宠物医院，经宠物医生检查白头
鹎身体并无大碍，只是产后体质虚弱，由该
宠物医院代为喂养复壮后放飞野外。
  作为县级野生动物救护机构，东阿县野
生动物收容救护站存在着专业力量不足的问
题。如何破解这一难题？从2021年开始，东
阿县林业发展中心在全市首创野生动物救治
新模式，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与专业宠物
医疗救治机构进行合作，为野生动物回归大
自然提供更专业的照料服务。三年来，东阿
县林业发展中心共救助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120只，国家“三
有”保护动物564只。

  东阿县林业发展中心还利用微信公众
号、融媒体平台等形式和途径宣传爱鸟、护
鸟的知识。在每年的“爱鸟周”和“野生动
物保护宣传月”期间，组织形式多样的宣传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张贴海报、发放宣传
资料等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保护野生动
物、维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不断提高
全民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
  每年候鸟迁徙季节，东阿县林业发展中
心工作人员都在沿途会安装人工鸟巢并在黄
河浅滩投喂大豆、玉米等食物。截至目前，
共悬挂人工鸟巢1000余个，投放粮食1200
余斤。
  在东阿县铜城街道艾山村，东阿县林业
发展中心为助力乡村振兴，设立了一处科普

馆，成为中小学生的热门打卡地。白天鹅、
白鹭、牛背鹭、大鸨、短耳枭……20多种常
见鸟类被制作成了栩栩如生的标本。早在十
几年前，东阿县林业发展中心成立了动植物
标本室，拥有各类标本4300多个。“我们利
用工作中发现的动物尸体加工制作成标本，
也给公众提供了了解野生动物的平台。”东
阿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王艳军说。
  生态保护水平提升是候鸟迁徙和栖息地
选择的重要因素。东阿县抢抓黄河重大国家
战略机遇，狠抓林长制落地见效，“护绿、
增绿、用绿”成效显著，全县现有林地面积
16.95万亩，林木绿化率22.78%，黄河沿线森
林覆盖率48%，被原国家林业局誉为“平原
林业的一面旗帜”。

东阿：优化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记者 胡磊 通讯员 周燕燕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为进一步强化聊城理论宣
讲工作，今年以来，聊城市委宣传部、市委
讲师团联合开展了15期“宣讲课堂”，实现
了对全市11个县市区宣讲辅导全覆盖。“宣
讲课堂”打破传统培训“大锅煮”形式，全
面提高宣讲员理论素质和宣讲水平，被基层
宣讲员形象地称为宣讲“加油站”“蓄电
池”。
  以点带线，组织方式“活”，培训教师
实现多样性。“宣讲课堂”不断更新、整合

省市宣讲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资源，实现了
辅导更具多样性、高效性。师资库不仅包含
聊城市委宣传部、市委讲师团的固有专家，
聊城大学、市委党校、市文联、市社科联、
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大众网等相关单位的
多方专家，还可以根据需要特邀省级宣讲专
家指导，以点带线，全方位、高层次满足宣
讲员日益多样化的宣讲需求。
  以线成面，内容安排“实”，培训主题
实现针对性。拒绝大水漫灌、老生常谈式培
训内容，精准滴灌、靶向辅导，真正做到培

训主题紧跟实际工作需要，“缺什么补什
么”。5月17日，“宣讲课堂”围绕即将开
展的百姓宣讲大赛，结合宣讲员在实践中遇
到的一些较为普遍的问题开设专题辅导。5
月31日，“宣讲课堂”围绕爆款理论宣讲短
视频的选题策划，开展辅导培训。通过各项
专题培训，以线成面，持续擦亮了“群众讲
给群众听”宣讲活动品牌，突出了百姓宣讲
特色。
  以面扩体，形式设计“新”，培训效果
实现显著性。宣讲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

求和时间安排，提前进行预约下单，讲师团
为宣讲员量身打造个性化课堂设置。除了团
队预约，一个人也可以开设宣讲课堂。“6
月13日，来自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的齐风锐
就成功预约了一个人的‘宣讲课堂’。通过
这次辅导，他在今年的全市百姓宣讲大赛中
取得了一等奖的好成绩。”聊城市委讲师团
办公室主任、副教授郑方云说。
  聊城市委讲师团团长贾淑萍表示，下一
步，“宣讲课堂”将不断优化升级，以面扩体，
搭建专业工作交流平台、业务练兵舞台。

“宣讲课堂”为宣讲员加油蓄能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7月20日，世界国际象棋联合会成立100周
年庆祝活动暨7·20世界国际象棋日国际象棋文化节在聊城
举行。7·20世界国际象棋日国际象棋文化节，是国家体育
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支持的全国性体育节庆活动，已在聊
城成功举办了三届，有力地促进了体育对外交流合作，收获
了国内外国际象棋界的一致好评。
  据了解，今年的国际象棋文化节是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
动管理中心、中国国际象棋协会、聊城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后的第四届文化节，不仅有国际象棋（国际）新秀
超霸战，全国国际象棋棋协大师赛，山东沿黄河、沿大运河
城市国际象棋联谊赛等一系列高规格品牌赛事，还有国际象
棋与高质量发展文化交流沙龙、“江北水城谈棋，八方同好
相聚”第2届国际象棋同好交流会，“好棋、好书、好文
创”聊城非遗文化产品博览会、庆祝国际象棋成立100周年
百年大事图片展等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全国各地线上线下参
与总人数达12万人。

12万人参与

聊城国际象棋文化节

  □记 者 薛良诚
   通讯员 陈清林 郑轩 报道
  本报阳谷讯 7月20日，阳谷县侨润街
道国庙村果农正在科技特派员帮助指导下采
摘“阳光玫瑰”葡萄（右图）。
  走进阳谷县侨润街道国庙村葡萄种植基
地，一串串清亮圆润、晶莹剔透、颗粒饱满
的“阳光玫瑰”葡萄缀满枝头，飘香四溢，
让人垂涎欲滴。前来观尝、购买“阳光玫
瑰”葡萄的顾客和游客络绎不绝。“去年俺
种了10多亩‘阳光玫瑰’葡萄，没想到头一
年就挂果这么多，估计亩产量能有4000多
斤，按平均每斤8—10元计算，亩均效益在
3.2万到4万元。”种植户赵玉石说。
  近年来，阳谷县侨润街道围绕“特色葡
萄”主题，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科
技服务”模式，积极推广高品质、高效益、
市场畅销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新品种，
采用绿色、无公害、有机种植技术，促进增
产增收，带动群众共同发展特色农业，助农
增收致富。

“阳光玫瑰”助农增收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吴辰珂 杜秀林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今年以来，工商银行聊城分行认真贯彻落
实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聊城市分局的
优化涉外服务政策要求，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成功为
辖内某外资企业成功办理1.9亿元的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
出，打通了当地外资企业与母公司的跨境人民币资金通道，
大幅提高了涉外主体资本项下业务的便利化水平。
  据了解，聊城市辖内某外资公司为韩国大型集团境内子
公司，拟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利润汇出业务。工商银行聊城分
工作人员在得知客户着急办理的需求后，该行外汇专管人员
持续跟进企业业务需求，为企业梳理办理外商投资企业利润
汇出所需要的资料，并与中国人民银行聊城市分行和国家外
汇管理局聊城市分局沟通完成核查，为后续办理业务提前做
好准备。汇出当日，该行高效完成内外部协调沟通，仅用1
个小时就成功将该笔款项汇达首尔清算行。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将持续为内外贸企业提供跨境结算金
融服务，以高水平政策宣传推动涉外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
优化服务流程，为广大涉外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全面
的金融服务。

工商银行聊城分行

护航涉外主体跨境结算

  □记者 孙亚飞 通讯员 付素丽 报道
  本报聊城讯 为积极响应国家做好为外籍来华人员服务
的政策，近日，农行聊城东昌府支行为两名孟加拉国客户办
理了储蓄卡开卡业务。大堂经理严格按照人民银行《境外来
华人员个人账户支付服务指南》，利用交流翻译软件、外语
服务人员口语化交流等方式详细准确地向客户讲解了开户流
程，并主动核实客户所携带的开户材料，在落实好简易开户
政策的同时，做好开户业务的风险排查。网点内勤行长主动
走出柜台，为客户提供了耐心细致的指导和帮助。随后客服
经理严格按照制度要求成功为两名外籍人士开立储蓄卡。该
行以优质快速、准确高效的工作效率得到了外籍人士的一致
好评。
  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士来到中国
工作、学习、旅游，做好外籍人士的金融服务成为重中之
重。农行聊城东昌府支行会进一步紧跟政策，提升学习与服
务能力，为外籍友人提供暖心、便利的金融服务。

农行聊城东昌府支行

积极开展外籍人员金融服务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高庆贺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聊城开发区积极探索构建党的创新理论宣
讲有效路径，聚焦“讲什么”“谁来讲”“哪里讲”“怎么
讲”，通过精选宣讲内容、组建宣讲队伍、拓展宣讲载体、
创新宣讲形式，推动“理响万家”宣讲品牌出新出彩。近年
来，累计举办宣讲活动2000余场次，受众超过50万人次，有
效推动了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聚焦“讲什么”，紧跟时代发展、紧扣群众需求。突出
重大主题，讲好党的创新理论。聚焦“谁来讲”，组建“1
＋10＋N”宣讲队伍。建立1支百姓宣讲团，组建10支宣讲
队，打造N支基层小分队。让“身边人讲身边事”，使宣讲
精准发力、取得实效。聚焦“在哪讲”，巩固拓展三类宣讲
阵地。用好“传统阵地”，打造“10分钟理论宣讲圈”。打
造“特色阵地”，做优“网络阵地”，实现干部群众指尖点
击学习、聆听宣讲，扩大理论宣讲的覆盖面。聚焦“怎么
讲”，创新N项宣讲形式。根据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受众多
样化需求制定宣讲清单，接单宣讲员以群众需求为导向精心
备课、精准宣讲。把理论知识融进相声、快板、戏曲等文艺
节目，让受众爱听爱看、乐在其中，让群众足不出户就可以
聆听党的“好声音”。

聊城开发区推动“理响万家”

宣讲品牌出新出彩

  □记者 薛良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日前，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示了2023年度
山东省新材料领军企业培育库入库企业名单和50强企业名
单。聊城有波米科技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入选省新材料领军
企业培育库名单，上达稀土材料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入选省
新材料领军企业50强。
  据悉，对于入选培育库的企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实
现入库动态管理，加大对入库领军企业的培育力度，推动入
库企业做优做强。
  近年来，聊城市以传统材料产业转型升级为主攻方向，
大力推进新材料产业集群式发展。通过鼓励传统材料企业引
入新技术、升级新工艺、研发新材料、购置新设备，引导传
统材料产业“向优、向精、向新、向高”转型升级，推动传
统产业向智能化、高端化迈进。下一步，聊城市将继续聚焦
塑强新材料产业新优势，打造一批以创新引领驱动、行业领
军先导、高端人才集聚为特征的领航型企业，不断提升产业
核心竞争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9家企业入选

省新材料领军企业培育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