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4年8月2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第601期

热线电话：15864129026 Email ： lugush@126.com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高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13日，2024年度省古籍保护工
作会议暨古籍保护培训班在济宁市图书馆举办。
  据了解，会议全面回顾了去年全省古籍保护工
作取得的新成绩，要求从持续提升古籍工作管理水
平、深入开展古籍普查、扎实推进古籍修复、做好古
籍普及与传播、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研究能
力、加大古籍开发利用等方面，持续做好全省古籍保
护工作。
  会议还通报表扬了2023年度省古籍保护工作先
进单位（集体）和个人。济宁市图书馆、曲阜师范大
学图书馆获评先进单位（集体），济宁市3名古籍保护
工作人员获评先进个人。

2024年度省古籍保护

工作会议在济宁召开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发布《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部分政
策的通知》，调整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以下简
称“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政策，进一步促进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对于购买高品质住宅的职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
款最高额度提高至100万元。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
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提高至110万元。高层
次人才家庭购买自住住房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
度提高至120万元。同时，符合以上多种情形的家庭，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取最高限额，不作累加。
 　通知自2024年8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7年8
月14日。

济宁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高可贷120万元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孙善正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济宁市推行“高效办成一件事”，创
新推出70余个涉企“一件事”、10余个项目“一件事”、多
个产业“一类事”，平均每项业务减少环节3.75个、减少
时限57%，办事者到办事地点最多次数为1次。
　　济宁市全事项全流程整合业务咨询、预核名、企
业注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等20多个企业需要办
理的事项，为企业项目提供集成审批、综合服务。
聚焦房地产项目“一件事”，建立规划方案审查联
合会商机制，将规划方案审查设计的事项明确由自
然资源和规划、住建、教体等12个部门联合审查，
企业只需一次提报，部门通过自动流转，实现规划
方案审查事项一次办好。聚焦新能源产业“一类
事”，精简报装申请资料，将用电主体资格证明通
过政务平台直接调用，充电桩报装“绿色通道”小
区无需提供物业登记证明，物业登记证明可作为车
位产权证明使用。

济宁推出

70余个涉企“一件事”

  □吕光社 张勇 王坤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近日，山东省科技厅发布《关于批
准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第一批)筹建的通知》，济医附
院申报的“山东省细胞生物医疗技术重点实验室”成
功获批，为鲁南地区首家医疗单位建立的省科技厅
重点实验室。
  为建设服务于区域的临床细胞治疗技术研究平
台，2024年，该院联合山东省齐鲁干细胞工程有限公
司，依托心血管内科、骨科、内分泌科三个国家级临
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筹建“山东省细胞生物医疗
技术重点实验室”。该实验室是省内首个在细胞治
疗应用领域建立的“产、学、研、医”合作平台，旨在通
过强强联合、优势互补的集成攻关，探索细胞治疗领
域的关键共性科学问题，培养细胞治疗方向的专业
人才，提高细胞治疗临床研究水平，从基础研究、临
床应用研究、安全性研究、产品开发四个层面，打造
集细胞治疗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及转化应用为一体
的区域性细胞治疗研究中心。

济医附院成功获批

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记者 吕光社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12日，记者在济宁市政府召开
的“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8场）获悉，济宁市始终把产业链招商作为核心抓
手，在“以链聚势、聚链成群”上取得新成效。初步统
计，截至6月份，全市新签约亿元以上项目中，19条核
心产业链项目占比达75%。
  济宁坚持产业链招商，牵头形成了宁德时代、小
松智能制造、长城重工产业链招商方案以及数字经济
产业招商工作方案，绘制了莱赛尔产业招商图谱，梳理
上下游目标企业，实施靶向招商。围绕19条核心产业
链逐链绘制招商图谱，聚焦57家“链主”企业、416个产业
链生成项目、920余家目标招引企业，精准攻坚突破。
  同时，突出专题精准招商，聚焦“231”产业主题，
精心筹划组织，上半年市级层面分别在杭州、北京、
深圳举办了专题产业招商推介会、数字经济招商恳
谈会，集中签约了一批重点项目。

19条核心产业链项目

占比达75%

 　□ 本报记者 孟一 高峰
   本报通讯员 屈会鹏

 　日前，在济宁市太白湖新区吾悦广场经营
一家童装店的张亚楠迎来了一场“幸福的烦
恼”。原来，由于懂市场、善经营，小店生意
越来越红火，扩店需求提上了日程。可受限于
手头资金不足，想要尝试贷款的她陷入了对未
知领域的政策恐慌。
 　正当一筹莫展的张亚楠不知该向哪个部门
寻求帮助时，商场里新开张没多久的“创贷之

家”服务驿站引起了她的注意，于是，她抱着
试一试的态度说出了心中的疑问、提出了贷款
需求。没想到，工作人员不仅把最新的创业贷
款政策讲得清晰明了，更在了解了店铺的经营
状况后为她拉取了贷款所需的申请材料清单，
业务之熟练、办事效率之高，让她大为惊叹。
 　“我的店在一楼，‘创贷之家’在二
楼，早知道商场内就有这样的创业‘好帮
手’、发展‘好邻居’，我就不用抓瞎似的
在网上乱搜政策解读了。”提起那笔提交申
请后一个多星期就拿到手的创业贷款，张亚
楠至今仍感慨颇多。她告诉记者，那笔创业
贷款的年利息是4点多，刨除了政府贴息，个
人只需要承担2.15%，小店升级的负担一下减
轻了不少。
 　作为济宁市太白湖新区的核心商圈，吾悦
广场及周边街区个体创业者高度集中，为更好
服务这一创业群体，太白湖新区社保就业服务

部把“创贷之家”选址在了商户最为密集的商
场内部。在这里，工作人员不仅能为咨询者提
供深入浅出的创业政策讲解，更可在银行人员
值班期间快捷办理创业贷款。
 　创业难、融资更难。对此，济宁市人社局
按照“网格化”思维大胆创新，在全省首创了
“创贷之家”驿站式创业服务模式。该模式旨
在把“创业政策的解读、推广站”和“创业贷
款的基层办理点”密集铺设到群众身边，力争
通过服务驿站与“青创服务站”“普惠金融服
务点”等创新创业载体的有机结合，为就业创
业者提供信贷、创业、就业、公共服务、志愿
服务、其他金融服务等六大项服务。
 　谈到遍设“创贷之家”网点的初衷，济宁
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创业担保贷款服务
部副部长王丹解释道，服务驿站之所以多数选
址在群众、商户、创业者集中的社区（村）、
工业园区、创业孵化园、商圈楼宇等，就是想

让创业服务离群众更近一点。而与社区服务中
心、银行服务网点、商场服务站等既有办公场
所的联合创建，则进一步压低了设点成本，提
升了模式的可操作性。截至目前，济宁已在
县、乡、村三级建设“创贷之家”服务驿站
164家。每个“创贷之家”设站长1名、副站长
1名，由镇街人社工作负责人及园区（社区）
人社服务专员（农金员）担任，负责“创贷之
家”运营工作。同时，联建银行会指派客户经
理担任服务专员、负责金融相关服务。
 　“我们与合作银行联合推出了‘信用
贷’，创业者在满足‘经营状况、资信状况良
好，符合银行信用等级评定标准’的条件下，
即可申请3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风险全部由
银行承担，助力创业者解决融资难题。”王丹
表示，今年以来，济宁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11 . 8 5亿元，直接扶持创业者4683人、企业
130家。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胡安国 包庆淼 乔良 

  8月13日，泗水县人民医院普外科医护人
员连轴转，先后做了2台乳腺手术、3台甲状腺
手术。一脸疲劳的普外科副主任孔德桐回到办
公室喝了口水，便急忙拨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
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强的电话，详细汇报交
流了手术关键处理措施和一些临床想法，得到
对方的肯定。
  2020年12月17日，在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名医工作室挂牌暨“名医一对一传帮带”拜师
仪式上，孔德桐向王强行了拜师礼。自此，师
从王强，常伴左右，坐诊、查房、培训，耳濡
目染，孔德桐的医术突飞猛进。言谈中，孔德
桐脸上写满了自信，他由衷地感恩医院搭建的
平台，有了跟“名医”学习的机会。

  在泗水县人民医院，与孔德桐一样受益的
不止他一人。神经内科主治医师贾芹等数百名
医护人员均感受到医院变革的力量。
  2019年3月，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泗水
县人民医院结成紧密型医联体，医院派出得力
干将到泗水县人民医院担任“第一院长”，重
点临床科室直接聘任总院区下派专家担任科室
主任，负责科室管理、专科建设及业务发展，
其他科室聘任总院区下派专家担任专业主任，
负责业务技术提升。泗水县人民医院则组织科
室人员不定期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相关科室
融合学习，实行同质化管理。
  为确保帮扶效果，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还
专门成立了博硕医疗团，启动帮扶行动计划。
五年来，共分7批选派了107位博硕医疗团专
家，来到泗水院区进行了常驻式帮扶。
  “在泗水挂职，虽然生活上有些不方便，

但是工作意义非凡。”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关
节外科主治医师黄洪贞快言快语。他是今年1
月被派驻到泗水的博硕医疗团专家，服务到今
年年底。他在泗水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每周
一天门诊，接诊关节方面的疑难病症患者以及
术后复查患者。每周4天在病房为病人做手术
并指导术后康复锻炼。目前，已主刀或指导关
节镜手术170余台、关节置换手术110余台。其
中，关节镜手术量已超过去年全年手术量。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实施精准帮扶，针对
心血管、神经血管、肿瘤等重点学科选派帮扶
人员，遴选相关专业或本专业医技护人员实行
组团式帮扶，如内镜医师与内镜麻醉、儿内科
与儿外科等相关专业同时派驻专家。帮扶专家
在泗水全面参与科室查房、门诊、会诊、手
术，指导科室医疗质量管理，带动科室医疗技
术水平快速提升。泗水县人民医院近三年开展

新技术、新项目40余项，心脑血管介入治疗、
内镜手术、关节置换等技术已成熟开展。
  为满足群众就医需要，在“博硕医疗团”常驻
支援的基础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开设周末专
家门诊，选派知名专家，每周六到泗水坐诊，让泗
水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级医院专家带
来的医疗服务。截至目前，周末专家门诊已开展
1350余诊次，惠及泗水百姓2.8万余人次。
  “我们抓住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紧密型
医联体建设机遇，不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
置，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同质化服
务’。”泗水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孙庆才说。
今年上半年，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帮扶专家在
泗水诊治10126人次，培训医务人员2067人次，
手术727例次。目前，泗水县人民医院管理水
平、医疗技术均实现了快速发展，专业技术水
平及综合服务能力显著提升。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张艳 岳雷霆

 　在孔子故里曲阜，路上的司机和行人开始
习惯于这样一件事——— 身旁驶过的车上没有司
机，只有货物。而更出人意料的是，这些头上顶
着摄像头和雷达的新能源无人城配车很快便将
实现本地化生产。
 　日前，总投资30亿元的曲阜九识自动驾驶
车辆生产制造中心项目正加紧施工，一期主要
建设自动驾驶运营中心、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制
造中心等，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车
辆2万台、年销售收入50亿元、利税6亿元，为曲
阜新能源汽车产业打造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
整车。
 　布局新能源汽车产业板块，曲阜的底气从

何而来？一直以来，汽车零部件产业都是曲阜
市装备制造业的支柱性产业，在曲阜天博汽车
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圣阳电源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圣阳电源”）等几家龙头企
业的带动下，几十年来聚集起12家规模以上企
业和10家高新技术企业，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产业链，并稳步打入了欧美汽车零配件配套
体系。
　　“虽然曲阜企业生产的多数汽车零部件同
样适用于新能源汽车，但新能源汽车产品迭代
速度太快，如果不紧跟潮流及时变轨，恐怕在
不远的将来就会迎来市场的大变天。”谈到汽
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前景，曲阜经济开发区投
资服务部部长张振直言，欲守住优势当需开疆
拓土，新能源汽车产业“转舵”已经成为顺应
市场风向的必然选择。

 　对此，曲阜市决定围绕车载传感器、汽车
电子控制装置、新能源汽车用“三电”（电
池、电驱、电控）核心零部件等三大链条作突
破。一方面向上延链、搭建高质量研发平台，
助力企业以深度的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加速新
品研发向新能源领域倾斜。另一方面向下延
链，大抓关键产业节点项目和整车项目的招
引，扎实产业基础。今年，曲阜共谋划下一步
产业对接项目8个，其中九识自动驾驶车辆生
产制造中心项目已开工建设，德国大陆汽车电
子产业基地项目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的“羽翼”，正加速丰盈。
 　转换产业发展方向，需要的不仅是细致的
产业规划，更是合理利用产业禀赋、对既有优
质资源进行科学再利用。
 　在新启用没多久的陆博汽车电子（曲阜）有

限公司办公楼，企业拿出了一整层楼作为新能
源汽车产品的研发部，专门针对新能源车企客
户开放产品定制服务。“比起传统燃油车，新能
源汽车提速更快、整车功能要求更高，这就需要
轮速传感器反应更迅速、信息采集更精确。”陆
博汽车电子研发工程师金炳兆介绍，为适应这
一变化，企业在第一时间对轮速传感器的设计
进行了系统性升级，新产品一经问世便迎来广
泛赞誉。
 　曲阜市工信局党组书记翟德军表示，为更
好地把握窗口期、抢滩新赛道，曲阜正加紧梳理
新能源汽车产业现有的企业资源、重点项目、创
新平台，明确其在研发、制造、服务等方面的主
攻方向、发展路径和任务目标，进一步汇聚优质
资源、强化政策支持，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汽车
零部件产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加速转型。

建设“创贷之家”服务驿站164家

济宁：让创业服务离群众更近一点

派驻博硕医疗团专家，开设周末专家门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让泗水居民享受“同质化服务”

抢滩新赛道，以全产业链思维加速汽车零部件产业向新能源汽车产业转型

曲阜：新能源无人城配车将本地化生产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盛超 报道
　　本报邹城讯 眼下，兖矿能源智慧制造
二期项目现场，工人全神贯注，设备高效运
转，高技术产品陆续走下生产线，一座世界
一流煤机装备全产业链“智造”工厂正在加
速崛起。
　　“科技创新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园
区的建设始终坚持发挥‘头部企业’先进制
造业优势，聚焦高端智能、专精特新、低碳
循环方向，全力打造高端、绿色、智能、零
碳示范园区。”兖矿能源智慧制造产业园施
工负责人马健表示。兖矿能源智慧制造二期
项目为2024年省重大项目，生产支架智能电
液控系统、智能液压泵站、自动化破碎机等
9大类产品。
　　近年来，邹城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
聚焦打造高端化工、高端装备制造两个千亿
产业集群以及兖矿能源智慧制造产业园、济
宁能源精密制造产业园、济宁港航新能源船
舶制造基地、鲁抗医药基地、泰山玻纤产业
基地、中心机电产业园等六大百亿板块，
“一链一策”实施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同
时，改造提升精细化工和装备制造等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机
器人、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超前布局合成
生物、氢能等未来产业，加快建设京沪廊道
先进制造集聚区。
　　产业数字化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
要手段。作为煤化工企业，荣信集团建设了
产业数字化中心项目，新建具备整合40个信
息系统项目群的数据中心，新增智能工厂工
业互联网平台、能源管控平台等关键技术装
备，打造统一的大数据智能分析决策平台，
构建面向化工全产业链的交互型A I 大
模型。
　　“产业数字化中心项目深度融合了工业
互联网、大数据等新技术，搭建‘智能工

厂—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经
济总部—产业大脑’五大数字化架构，形成
全产业链数字矩阵，实现了多业务平台的无
缝整合，孕育出系列数字化新产品与科技服
务，构建双碳管理等新业务场景。”荣信集
团产业数字化中心项目负责人杜汉双介绍。
项目采取“链主+协同”管理新模式，高效

统筹管控各生产分区，产品出厂合格率提升
至100%，设备完好率提升至95%，采购成本
降低5%，人力成本降低13%。
　　“邹城始终把推动新型工业化、培育
先进制造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紧盯重大项目，抓
实科技创新，攀‘高’向‘新’全面深化

改革，持续澎湃工业经济活力。”邹城市
委书记远义彬表示。围绕强化科技创新，
邹城深入实施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
集成改革，实施科技型企业三年“双倍
增”行动，探索与大院大所合作新模式，
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企分别达到
242家、182家。

邹城：建设京沪廊道先进制造集聚区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吕卫锋 报道
  邹城市高端装备智能制造产业，柔性机器人、新能源船舶、高端矿山机械等一批智能制造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以兖矿能源智慧制造产业园、
济宁新能源船舶、珞石机器人、天河科技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图为位于邹城市的山东正方和泰智驱机械有限公司高端驱动桥生产线。

  □记者 孟一 通讯员 吴丛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14日，赛迪顾问发布《2024年
中国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和园区经济高
质量发展百强（2024）名单，济宁高新区上榜。
  据了解，济宁高新区将以此为契机，围绕主导产
业进一步提升区域创新能级，加大创新平台建设和
优质企业培育。同时，积极引“链上企业”、攻“短板
环节”，通过数字赋能、绿色低碳转型等方式汇聚新
质生产力，进而推动区域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济宁高新区荣登

2024年中国园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百强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