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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周广学 张雪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 月17日一大早，东营经济
技术开发区山东昊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
基地里一片忙碌，工人们把刚刚捕捞上岸的三
门青蟹捆扎、打包，然后装入泡沫箱整齐排列，
等待装车销往全国各地。
  三门青蟹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
江、福建、广东等省份海域，是地地道道的
南方“土著”螃蟹。那么，南方蟹何以在渤
海之滨的盐碱滩上安了家？
  山东昊泽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振
友告诉记者，三门青蟹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市
场前景广阔，黄三角地区有大片未利用的盐碱
荒地，是养殖螃蟹的绝佳场地。然而，三门青蟹
的养殖对水分盐度的要求非常高，适宜生长的

盐度在 20 ‰左右，而渤海湾海水的盐度在
28‰～31‰，如何调配出适合三门青蟹生长的
“人造海水”至关重要。
  “我们经过反复试验，把从广利港引入
的渤海水与黄河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在盐
碱滩上打造出了适合青蟹生长的‘天然蟹
塘’，亩产量可达到100 斤，这样经海水、淡
水混养出的三门青蟹肉质紧实、鲜甜肥美，
深受消费者欢迎。”张振友告诉记者，自
2020 年4月首次引进三门青蟹苗种以来，经过
四年多的繁育改进，昊泽农业成功将三门青
蟹的养殖规模从三千亩发展到近万亩，并通
过“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周边的养
殖户共同参与，逐步实现了片区集中集约化
养殖，成功建成东营市首个三门青蟹万亩养
殖基地。

  实际上，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盐碱地上
养“海鲜”早已不是新鲜事。在东营市三角
洲养殖繁育有限公司的养殖池塘中，记者看
到一只只南美白对虾晶莹剔透、体态饱满、
活力十足。
  “我们这里靠海，盐碱程度非常高，可
作为天然的‘海水鱼塘’。”东营市三角洲
养殖繁育有限公司总经理赵龙说，他们把露
天池塘变成温度可控的车间，装上暖气和增
氧机，全年能生产160 万斤对虾，捞出的虾当
天就能送上北京、上海市民的餐桌。
  从三门青蟹到南美白对虾，东营经济技术
开发区昔日无人问津的盐碱地不仅变身鱼虾
养殖场，还成为饲草种植地、畜牧养殖地，单一
产品逐渐发展为多元产业。
  山东润松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也是开发区

众多破“碱”生金的企业之一。在润松农业胜利
林场，随处可见白蜡、榆树、国槐整齐排列，林
下的赤松茸长势喜人，不远处养殖的珍珠鸡和
小欢猪嬉戏于林间，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生
态画卷。
  黄河三角洲地区是广袤、平坦的黄河冲
积平原，地下水位高，生态脆弱，作为黄河
三角洲中心城市的东营，盐碱地面积高达340
余万亩，居全省首位。多年来，作为东营市
主城区的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探索盐碱
地综合保护利用和产业化发展路径，加快盐
碱地产业培育，大力发展盐碱地海产养殖、
特色瓜果蔬菜种植、生态草牧业等特色产
业，同时持续挖掘盐碱地潜力，加强与科研
机构的合作，推动盐碱地养殖技术进一步发
展，形成了盐碱地特色农业发展模式。

东营经开区盐碱地综合保护利用和产业化走出新路子

南方蟹“安家”渤海盐碱滩

  □记者 李 明
  通讯员 刘云杰 报道
  近日，在广饶县李鹊镇梨园村的一处
晾晒场，农民正在将收获的玉米进行装网
晾晒。
  眼下正值“三秋”农忙时节，广饶县
抓住当前晴好天气，抢收成熟的玉米并晾
晒，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三秋”时节

晒粮忙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玲玉 报道
  本报利津讯 10 月17日，山东奔月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0 吨/年天然甜味剂橙皮甜
苷技改项目车间正在进行生产线设备安装，预
计年底投产运行。技改完成后，公司可具备橙
皮甜苷、甜菊糖苷RM、三叶苷等100 吨/年的
综合生产能力。50 吨/年甜菊糖苷RM 中试也
可以在此套装置进行技术工艺的验证完善，为
公司重点储备项目2000 吨/年酶法制甜菊糖苷
RM打下良好基础。
  2000 吨/年酶法制甜菊糖苷RM 项目旨在
解决从低附加值原料向高端甜味剂的迭代，
利用酶转化法生产的高端甜味剂产品具有高
纯度、低成本等优势。“目前我们公司主要

产品有甜菊糖苷RM、纽甜、橙皮甜苷等甜
味剂，产品远销印度、俄罗斯、韩国、欧洲
等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占有率可达50% 以
上。”山东奔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陈恒明介绍。
  申请专利 40 项，制定国家强制性标准1
项，国家推荐性标准 1 项，行业团体标准 2
项；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瞪
羚”企业、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荣
誉的背后是公司持续多年的行业深耕和技术
创新。如今山东奔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实现了从“卖产品”到“定标准”的转变，凭借着
越来越多的“独门绝技”，抓住了市场需求的动
向，弥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技术短板，在“小赛

道”上不断释放发展新活力。
  利津县以创新引领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
展，全力支持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角。山
东奔月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飞地+高
校院所技术入股”的研发模式，成立青岛子
公司，专业开展合成生物学研发和斑马鱼生
物活性评价，实现了从化学合成到生物合成
的转型升级，成为全国首家融合多种合成技
术的甜味剂企业。
  企业发展活力源于企业内生动力的澎
湃。利津县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和创造性，
促进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聚
集，推动由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导、企业参与
的技术驱动型产学研用融合，让科技成果迈

出实验室、走上生产线、变为生产力。同
时，利津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促
进企业在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全
区涌现了更多专精特新企业。
  除此以外，利津县精准制定实施各类支
持创新政策，制定出台《关于加快科技创新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打通惠
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企业创新营
造良好的政策服务环境。同时，建立优质企
业梯次培育体系，实行动态管理、分类指导
和精准服务，引导更多中小企业“专精特
新”发展。目前，全县有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2家，省级“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31家，创新型中小企业55家。

利津县科技创新企业唱主角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晓彤 高子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在东营市垦利区垦利
街道振兴社区共富工坊，一场手工编织培训吸
引了不少居民前来学习，培训老师从编织的手
法、技巧等几个方面，手把手地讲解示范，确保
每位居民学会、学懂。“在这里不仅学到了技
术，而且还有一定收入，非常感谢社区微业这
个项目，实实在在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社区
居民孙锡艳对家门口的就业非常满意。
  “通过社区微业项目，我们社区成立了
垦利区第一家社区社工企业，有编织、钩
织、面食、缝纫4个微项目。”振兴社区党委
书记张爱娥介绍，社区每个月定期开展培
训，组织辖区的居民走出家门进入社区，居
民在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还学到了技术，
连周边社区、村庄的一些居民也纷纷前来学
习，影响越来越大。

  今年以来，垦利区抓好就业创业扶持政策
落实，坚持就业优先，持续组织各类促进就业
创业活动，突出抓好重点群体就业，开展特色
培训，提升职业技能培训质效，进一步完善服
务措施，促进就业水平再提高。全区已建成“安
‘营’乐业”就业服务站24处，建成社区“共富工
坊”14 家，举办“社区直招”线下招聘会20 场，
组织开展的缝纫、编织、面食制作等技能培训
班有600 余人次参训学习，通过“社区微业”安
置“两低两高”群体300余人。
  家住董集镇杨庙社区北范村的魏玉珍原
本在外打工，听说家门口新开了家服装加工

厂，她第一时间跑来报了名。“厂子就在家
附近，不耽误照顾家庭，挣钱的劲头也足
了。”魏玉珍说。
  像魏玉珍一样，目前杨庙社区有40多名社
区居民进入家门口的服装加工厂工作，学徒阶
段每人每月就有2000 多元收入。自今年10月份
正式运营后，公司为周边居民提供了120 多个
就业岗位，人均收入提高到3000元以上。
  合理的工作时间，家门口上下班，极大
方便了社区周边群众就业。近几年，杨庙社
区把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作为头等大事，通过
集成服务功能、岗位供给、政策扶持，推动

社区群众实现“选单式”就业、“多元化”
就业、“家门口”就业。目前，社区共富产
业园已有冷库、塑编、家纺三个项目进驻，
150多名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此外，垦利区还积极打造“安营乐业·
15 分钟就业服务圈”，促进群众家门口高质量
就业，以解决就业难问题，兜住民生幸福底线。
该区将杨庙社区、振兴社区、万光社区纳入“安
‘营’乐业”示范社区，通过社区微信群向居民
推送岗位信息900 余条，举办社区招聘活动9
场次，提供就业岗位600 余个，帮助社区群众
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创业。

家门口就业拓宽居民幸福路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成娜 李娜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今年以来，东营市委市直机关工委
坚持市委部署到哪里，机关党的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深化党建业务融合，推动各项工作提速提效。
  聚焦全市“两大战略”“三个升级版”，该工委
分专题举办重点工作解读会，组织开展“机关党建先
行 争当领跑先锋”“双比武”等活动，实施“百千
万”干部能力提升工程，表彰实绩突出的市直机关优
秀共产党员50 人、优秀党务工作者30 人、先进基层
党组织 19 个；同时大力推行“四个在一线”工作
法，健全“要素跟着项目走”的组织体系，在集中办
公工作专班、重点工程项目和急难险重任务一线成立
“行动支部”65 个，建立“人民至上 大道为公”
等党建共同体23个，以党建推动重点工作攻坚。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曲永花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胜利油田中心医院整合现有
的多项老年服务功能，正式启用集导医咨询、预约服
务、老年服务于一体的“老年服务驿站”，为老年人
提供便捷、高效的就诊服务。
  近年来，东营市卫生健康委在全市范围内启动老
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工作，坚持以老年患者需求为导
向，从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入手，在医院设备设施、医
疗服务等方面更多融入敬老元素，体现对老年人的人
文关怀，让老年人就医体验更舒适，让医疗服务更温
暖、更具人情味。同时，东营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实
施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改善老年人就医环境，二级以
上公立医疗机构全部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

  □记者 李 明
  通讯员 卢雅囡 王明月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 月 20 日，在东营市河口区六合
街道崇文书苑，一场生动的传统文化学堂正在开讲。
课堂上，老师以精练的语言引导孩子们理解文章字
义，带领他们学习古人的智慧及美好品德，在抑扬顿
挫的吟诵中感受儒家经典的无穷魅力。
  截至目前，崇文书苑国学课堂已开展10 余期，
受到家长一致好评。
  近年来，河口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
群众文化需求为导向，持续推进基层文化阵地建设。
在农家书屋、社区书苑、城市书房等场所，越来越多
的公共文化空间项目正按照计划有序推进。此外，该
区还开展了“进千村乐万家”文化惠民演出、非遗进
社区、农家书屋阅读推广活动等，建成河口区“非遗
工匠”孵化基地、“乡村记忆”村史馆等一批文化阵
地，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惠民活动，把高品质文
化生活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

  □记者 杨珂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孙玉森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0 月 21 日，广饶县赛轮
（东营）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成型智慧车间
里，半钢轮胎PS2A成型机正按照生产计划快
速运转。公司与青岛科技大学开展深度合
作，创新研发的半钢轮胎PS2A成型机，平均
每38 秒就能生产一条轮胎，单机台每班可生
产500 条轮胎，相当于过去产能的三倍，并有
效提升了企业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成型
车间人工成本减少了50%。
  传统优势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底盘。东
营深谙传统产业与“四新”经济之间新旧转换

“辩证法”，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大力实施“千项
技改、千企转型”行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
芽”，成为这座城市“四新”经济成长的重要内
生力量。去年以来，东营瞄准绿色化、智能化、
高端化方向，实施 500 万元以上技改项目 302
个、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重点项目88 个，传统产
业打开新空间、焕发新活力。

  培育新质生产力，是高质量发展的应有
之义。从实施技术改造让“老中生新”，到
发挥新兴产业优势实现“有中变强”，再到
大力发展新经济，推动“新中培优”，东营
正在这条新赛道上跑出新优势。  
  在传统优势产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同时，
东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也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广饶县诺宸股份有限
公司年产25 亿片高端卫生用品二期制造项目
车间，三条高端智能化生产线高效运转，一
包包卫生用品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
销往全国各地。
  诺宸股份有限公司是江北最大的高端卫
生用品研发制造企业，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企业按照“丙烯→丙烯酸→高吸水性树
脂→高分子复合芯体→卫生巾及护理用品”
发展思路，持续向产业链下游布局项目，打
通了从原材料生产到产品销售的各个环节。
  一大批“拳头产品”有力提升了东营新
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东营市着力壮大新兴

产业，加快稀土催化材料、高性能氧化铝纤
维、铜基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专业园区建
设，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
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创新平台是推进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的关
键载体。在利津滨海新区，山东道合药业有
限公司研发的创新药L—焦谷氨酸伏诺拉生
注射液正进入二期临床阶段。“与原研药相
比，药效提高了3倍，疗效提高了4倍，生物
利用率高出56%。有望成为全球首个具有双
重杀灭幽门螺杆菌机制的抑酸药。”山东道
合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振才介绍。
  创新药L—焦谷氨酸伏诺拉生注射液的
顺利转化得益于利津滨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共
享平台建设。这里有全省首个符合CGMP 要
求的小分子创新原料药中试平台，建有中试
车间、精烘包车间、动力中心、原材料和成
品仓库等17 个单体及公用配套设施。截至目
前，平台新研发18 种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其
中，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的就有5种。

  “凭借全省首个符合CGMP 要求的小分
子创新原料药中试平台，我们公司借助化工
园区和化工产业优势条件，与上海天慈国际
药业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为其提供原料
药配套生产，推动了创新药、高附加值原料
药的中试放大和就地产业化。”王振才说。
  东营市不断汇聚创新资源，推进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争取实施29 项省级科技攻关项
目，建设高端石化创新创业共同体等87 个省
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同时推行企业研发机
构、研发项目“双备案”，备案研发项目995
项、研发平台1099 个，全面推进企业研发机
构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
  植入“四新”基因的东营，在城市竞争
中不断进阶，打开了更具竞争力的新局面。
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同比增长13 . 88% ，居全省第2 位，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总量及增量均居全省前列，占规
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较2023 年全年提高1 . 43
个百分点，首次达到49 . 05%。

东营聚焦新赛道，建设87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平台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总量、增量均居全省前列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

守护“夕阳红”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张凤仙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连日来，东营市河口区河口街道西
五村“跑道鱼”养殖基地的鱼儿陆续上市，一个个订
单纷至沓来。
  西五村是河口区油地融合发展中心下派帮扶村，
村里有多年淡水鱼养殖经验，鱼塘占地12 亩。今年
以来，帮扶工作组聚焦农村产业化发展，与村两委通
过外出考察调研，5月中旬购置德州地区优质罗非鱼
苗3 万尾，采取新型的池塘循环流水“圈养”的模式，
实现池塘产鱼5万斤以上，增加村集体收入20余万元，
走出了一条支部有作为、党员起作用、集体增收入、群
众得实惠的乡村振兴发展之路。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连琏 报道
  本报利津讯 一旦有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电梯
轿厢顶端安装的摄像头会不停闪烁，并自动发出警示
语音，电梯门也会一直保持敞开。 10 月 20 日，在利
津县凤凰城街道西湖春天小区，提起刚刚安装的电梯
“AI阻车神器”，居民王桂娟赞不绝口。
  为把好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安全关”，凤凰城
街道凤仪社区充分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协调引导社
区、物业、小区居民、志愿者共同发力，“人防”+
“技防”携手筑牢安全防线。截至目前，社区加装电
动车阻车梯控系统11个，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2
个，可满足100余辆电动自行车同时充电。
  民生无小事。凤凰城街道从细微处入手，围绕群
众的“急难愁盼”问题，“靶心”用力，确保将群众
的烦心事、揪心事变为暖心事、顺心事，以“小切
口”守护“大民生”。

党建业务融合

推动重点工作攻坚

产业帮扶助农增收

瞄准小切口

守护大民生

优质公共文化服务

送到家门口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文媛媛 报道
  进入秋季，中铁十五局集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黄
大分处紧盯季节性安全问题，有序开展设备秋检秋鉴，
进一步加大安全工作力度，确保黄大铁路运输安全稳
定。图为公司供电专业网电工对分相绝缘器进行检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