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2025年2月1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刘田

电话:(0531)51701249 Email:jnxw@dzwww.com

  □ 本报记者 段婷婷

  2月7日，济南高新区2025年工作动员大会
召开，吹响新一年催人奋进的冲锋号。
  去年“新春第一会”上，高新区开启了
“三次创业”新征程。一年过去，“三次创
业”开局如何？如今，如何推动“三次创业”
跑出“加速度”？在这场“新春第一会”上都
能找到答案。

目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

  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合力众，支撑
高新区“向上摸高”。
  2024年，作为“三次创业”元年，高新区
交出了厚重提气、见高见新的发展答卷。全年
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
2053.5亿元，成为全市第二个、全省第四个迈
上两千亿大关的区县（功能区）。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3.8%、历史性跃居全市第一位，税
收占比达92%、居全市百亿区第一位。新设企
业1.4万户，占全市新设企业的17%，继续位全

市第一位。
  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十
五五”规划谋划之年、“三次创业”加速之
年。为此，高新区锚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
右的目标。
  “上述目标的设定，是基于对形势的科
学判断、基于‘三主’的使命担当、基于
‘三次创业’的应有状态，更是基于全区基
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合力众的支撑条件
和发展趋势。”济南市副市长，高新区党工
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任广锋表示，
基础稳，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底盘稳；优势
多，主要是指顶级战略资源多；韧性强，主
要是产业抗风险能力强；合力众，主要是企
业对发展支撑大。

路径：两条主线双轮驱动

  “三次创业”加速跑的目标如何实现？济
南市委常委，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孙斌表示，今年，高新区将以“项目提升年”
和“作风提升年”为两条工作主线，双线发

力、双轮驱动，牵引、推动和保障各项目标任
务落地落实。
  “发展的‘设计图’和工作的‘施工图’
要转变为城市的‘实景画’，都要落到一个个
具体实在的项目上，都要靠项目化、清单化、
工程化的方式方法推进落实。”孙斌指出，围
绕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提升城市功能品
质、增进民生福祉四个方面，谋划招引推进
项目。
  如果说，“项目提升年”这条线是发展
线、是目标和任务，那么，“作风提升年”这
条线是保障线、是执行力和战斗力。
  “良好的作风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
和保障。”孙斌表示，推动高新区进入“三次
创业”的关键时期，任务重、压力大，如逆水
行舟，不进则退，必须把全区干部的作风建设
摆在突出位置来抓，以过硬作风提振精气神、
保障各项工作扎实前推。
  孙斌指出，高新区将加大作风提升力度，
突出“务实、进取、从严”导向，大力倡树创
业奋斗之风、实干实战之风、改革创新之风、
为企为民之风、清正廉洁之风五种作风。

主体：与企业携手奋进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400多位参会人
员中，企业人员占了三分之一，6位上台发言
的代表中企业代表占了一半。年前，高新区就
曾举行企业家联谊会，55位企业家代表共聚一
堂，共话高质量发展。年后，新春第一会上，
企业家再度成为不可或缺的主角，高新区对企
业家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企业是高新区发展的立区之本、强区之
基。任广锋表示：“高新区的过去由企业家们
奠基、现在靠企业家们拼搏、‘三次创业’的
未来也需要企业家们塑造。”
  近年来，高新区下大力气擦亮营商环境
“金字招牌”、打造“营商环境第一区”。任
广锋强调，高新区将坚持全心全意为企业服
务，“凡是项目提出的合理需求，全部解决；
凡是有利于营商环境提升的办法措施，全部绿
灯；凡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管理手段，全部废
止”，用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与企业携手
展现“三主”担当、奋进“三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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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区双线发力加速“三次创业”

  □ 本 报 记 者  孙业文
    本报通讯员 苏 晗

  2月6日，济南市天桥区召开“强基层、强
作风、强能力”三年行动2025“全面过硬年”
活动部署会，贯彻落实济南市“项目提升年”
部署要求和全区“25175”工作体系，实现基层
基础全面过硬、工作作风全面过硬、干部能力
全面过硬，为全面建设千亿级新时代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区提供坚强保障。
  从2023年“筑基赋能”到2024年“巩固提
升”，再到2025年“全面过硬”，一条清晰的主线

穿起了天桥区近三年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
  2024年，面对远超预期的艰难险阻，天桥
区干部群众一路披荆斩棘、奋勇前行，全年地
区生产总值达到844.63亿元，“巩固提升年”
活动取得积极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2025年则是天桥区“三强”行动的收官之
年，也是千亿级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区建
设的关键之年。春节假期后第一天，天桥区便
表彰了2024年度先进单位、优秀企业代表，与
街道、部门代表签订了2025年度目标责任书，
动员全区上下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奋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唱响“春天的故事”。

  纵深推进城市更新、强力攻坚项目建设、
聚力开展招商引资、加快商贸转型发展……
2025年，天桥区将围绕“25175”工作体系，全
力以赴拼经济、促发展、惠民生、防风险，在
全区开展“全面过硬年”活动。
  “连续两年的‘三强’行动让全区干事创
业的能力本领更强了，担当作为的实干氛围更
浓了，推动发展的成效业绩更优了。”天桥区
委书记孙战宇在会上强调，笃行致远、砥砺前
行，2025年争创“全面过硬”佳绩，确保“三
强”行动善始善终。
  为推动“三强”行动扎实落地，会上发

布了《天桥区20 2 5“全面过硬年”活动方
案》，对每一项任务都明确了责任领导和责
任单位。该区还完善考核督导机制，对“三
强”行动工作落实情况进行实地督查、暗
访，强化激励和问责，确保取得扎实成效。
  “各部门要主动对标对表，逐项分解任
务，细化工作举措，推动活动各项部署落细落
地。”天桥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庆国表示，要
将“全面过硬年”活动同落实“25175”工作体
系、完成年度重点工作结合起来，锐意改革创
新，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把活动成效转化为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天桥区：执“三强”之笔 创“过硬”佳绩

  □ 本报记者 刘飞跃

  2月8日上午，济南市历下区举行“项目提
升年”工作推进大会。记者从会上获悉，过去
一年，历下区全力以赴稳增长、提质效、强产
业、防风险、惠民生，干成了许多想干的大
事，办成了许多难办的要事，交出了一份稳健
向好、进中提质的高分答卷，进一步增强了加
快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2025年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历下区将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确保“十四五”圆满收
官，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继
续在强省会建设中走在前、挑大梁，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历下实践新篇章。

  在发展格局方面，历下区将突出“三区”
协同。其中，古城片区彰显“新风采”，创新
推出一批体现泉城自然风貌、文化特色和历史
传承的优质项目；济南中央商务区展现“新活
力”，在项目建设、招大引强、经济发展、管
理服务上挑大梁；历下经济开发区实现“新跃
级”，深耕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
药与大健康两大百亿级链式产业集群，谋划布
局生命科学、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推动工业
规模持续增长、工业结构转型升级、数实融合
走深走实，努力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在改革创新方面，突出系统集成。深化国
企改革，把党的领导有效融入企业治理各环
节，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领导

班子，整合优势资源、推进分类转型，不断提
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强化科技创新，依托
山东科技大市场等平台，持续深化校地合作、
产教融合，瞄准“高精尖缺”引育更多战略科
技人才和行业精英团队，为科技创新提供有力
人才支撑；优化营商环境，认真学习先进地区
经验做法，完善服务体系，有针对性地出台实
用、清晰、便于落地的扶持政策。
  在城市管理方面，突出提质增效。落实精
细化工作标准，把每条措施落实到具体工作
中；加大智慧化手段应用，用好“一网统
管”，推广无人机扫、“数字城管”、“空中
城管”、智慧停车等新技术、新场景应用，全
面提升城管工作智能化水平；健全长效化运行

机制，各街道、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主动认
领，对群众反映集中的共性问题，认真梳理汇
总、及时堵塞漏洞、形成长效机制。
  在“一排底线”方面，突出织密守牢。答
好“民生卷”，将保障民生摆在优先位置，历
下区将在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社会保险事业发
展、困难群众生活保障等方面持续发力，坚决
兜住兜牢民生保障底线；筑牢“安全堤”，切
实增强敏锐性和研判力，聚焦信访稳定、生态
环保、食品安全、社会治安、森林防火等重点
领域，推动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全面提升本
质安全水平；织密“防护网”，分领域、分阶段开
展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实施网格化监管、清
单化整改，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历下区：三区协同构建发展新格局

  □ 本报记者 赵国陆

  日前，济南商埠区的英美烟草公司旧址，
经过三个月修缮，基本恢复了原貌，这座建于
1919年的老建筑将作为艺术中心来使用，老载
体发展新消费、新产业。这是济南经四小纬二
城市更新项目的重要内容，也是市中区“二次
创业”的具体行动之一。
  现代金融、文化商贸等是市中区的传统优
势产业，以“大纬二路—英雄山路”产业廊道
串联，发挥业态多元、产业集聚的基础优势，
推动主导产业相互融合、协同发展。市中区提
出，今年要大力发展商圈经济、首发经济等消
费新模式，加快盘活鲁能美丽汇、中南悠漫

里、原八一银座等闲置商业载体，推动麦德
龙、仲家汇等项目尽快落地。在批发零售住宿
餐饮等方面，以新能源汽车、流量经济和大宗
商品为发力方向，推动昆仑联合能源、山东其
泽贸易等一批落地企业尽快纳统，协助中化工
油气、新华书店等重点企业调整、拓展业务；
用好家电及3C产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产
品供给、丰富消费业态，加快鼎硕新能源汽车
产业园建设。
  抢抓金融机构优化布局的有利时机，大力
实施优质金融机构“召回行动”，争取一批重
点金融机构落地市中。加快引入一批政府引导
基金，为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坚实支撑。
  在党家片区中央活力区附近，一批工业定

制厂房初现雏形，周边配套正在陆续完善。这
是市中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载体，也是发展新
动能的新空间。首期144亩工业用地，打造都
市工业园区，引入先进制造业，培育新质生产
力。在“转战二环西”过程中，市中区计划整
理出5000-6000亩产业用地，发展未来产业和战
略新兴产业，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谋划空天
信息、未来科技等特色产业园，加快建设“一
区多园”新型工业化产业载体。近期重点加快
腊山工业园、中央活力区二期、重汽西地块等
片区征收拆迁。
  今年以来，市中区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投
资、支撑发展的重中之重，续建项目逐步加快
施工进度，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济中

智立方等148个项目正在陆续复工。新建项目
域潇集团总部、兴隆F3b、F5b地块等22个拟开
工项目也在有序推进。
　　市中区将加大项目招引力度，持续优化资
本招商、平台招商等招商方式，谋划实施好招
商引资推介会、建筑业招商推介会等各类招商
活动，储备目标项目、扩大在谈项目，为全年项
目招引打好基础。放大科技创新策源效应，积极
做好未来云谷、龙玺大厦等载体产业导入。
  进入“二次创业”关键期、攻坚期，市中
区以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有机更新为抓手，实
施开展外部空间拓展、老城老旧片区更新、城中
村改造“三大工程”，建设信息通信、能源互联

“两张网”，确保一季度开门红、起步稳。

市中区：重点项目奋战一季度开门红

  □记 者 姜斌
  通讯员 石瑶 司利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当AR室闪现
郭氏墓石祠的汉石画，沉睡两千
年的汉代车马仪仗在虚拟世界中
重现庄严；当身着汉服的少年在
孝堂书院齐声诵读《孝经》，清
朗童声穿越古今与汉代儒风同频
共振；当省级非遗孝堂山庙会的
锣鼓声即将重磅回归，济南市长
清区孝里街道孝堂山片区正以一
场现代与传统交融的蜕变，“让
文物会说话、让文化可触摸”。
  去年，长清区启动了孝堂山
片区保护提升项目，以孝堂山郭
氏墓石祠为核心，以数字化展示
为手段，以传统文化、民俗风貌
为底色，宣传孝堂山历史文化，
实现孝堂山片区整体保护提升。
  孝堂山片区保护提升项目的
核心，是一次“解码历史”的数
字化生动实践。孝里街道党工委
委员、副主任马凌梅介绍，在修
复文物本体、完善基础设施的同
时，运用高精度三维建模与AR
复原技术，将郭氏墓石祠画像中
模糊的狩猎场景、宴饮仪礼重新
赋予鲜活色彩——— 朱砂红勾勒的
冠冕、孔雀蓝点染的衣袂，让汉
代工匠的匠心在数字世界中“复
活”。通过“一码在手”，游客
不仅能以360度视角观察整个孝
堂山，更能听到专业讲解，详细
了解“孔子见老子”“泗水捞
鼎”等画像背后的历史故事。在
孝堂山，科技与文物实现完美碰
撞，一帧帧壁画跨越千年光阴，
直抵今人内心。
  自改造提升项目完成后，孝
堂山正以“研学热”掀起传统文
化传承的新浪潮。近期“孝里中
心小学百人研学团”走进孝堂
山。研学过程中，孩子们认真聆听了所有展陈室
的专业讲解，在汉礼仪课堂上练习揖让之礼，动
手体验“孔子问礼”画像拓印，还有老师教授线
描技法，让学生动手复刻汉石画线描图。这种
“知识浸润+手作感知”的沉浸式研学模式，已
吸引超过3000名中小学生前来体验。
  借助孝堂山片区改造提升项目的优势，去
年，孝堂山接连“摘星”，先后被评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孝堂山庙会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两座“金字招牌”的加持，为孝堂
山这片千年文化高地注入了强劲动能。孝里街道
党工委书记李开军向记者介绍，获评3A景区标
志着孝堂山迈入规范化发展新阶段：景区依托郭
氏墓石祠等核心文物，建成数字化展陈设施，硬
核守护文化根脉，研学中心、拓印体验中心等功
能室的落地，让游客从“看景观”转向“深体
验”。而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则激活
了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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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 者 姜 斌
   通讯员 曲泽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2月7日，山东省第二十五届
兰花博览会·山东省第二届兰花节暨辛庄街道
“双招双引”推介会在钢城区辛庄街道乔店村
山东省兰花博览馆举行（右图）。
  据悉，本次兰博会共有600余盆兰花参
展，涵盖多个品类。活动现场还进行了项目签
约仪式，共有5个项目成功签约，总额共计7.34
亿元。

省第二十五届兰博会

在钢城区举行

  □记者 孙业文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济南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获悉，山东省氢能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山
东省冶金产业计量测试中心通过山东省市场监督
管理局验收，正式获批成立。
  截至目前，山东省共有6家省级产业计量测
试中心通过验收审核，其中济南市3家（含上述
两家）。据悉，山东省氢能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山东省冶金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先后投入资金2000
余万元，引入高精测量设备248台套，围绕计量
测试技术和方法研究、测量装备研制、关键测量
参数溯源等开展了一系列科技创新工作，为产业
发展提供全溯源链、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并具
有前瞻性的计量测试服务。
  山东省氢能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可开展校准项
目342项，可测量或溯源氢能领域关键参量140
个，9项成果获省级科技成果奖，填补了省内技
术空白。山东省冶金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可开展校
准项目243项，可测量或溯源关键参量119个，完
成各类项目计划16项，获批专利18件，获得省级
冶金科技成果奖23项，填补了省内材料试验机多
标校准的空白。
  下一步，济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面向新一
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生物医药、
量子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引导鼓励头
部企业、链主企业申报产业计量测试中心，搭建
计量公共服务平台，开展所需关键计量测试技术
研究、性能评价和应用，为产业发展提供溯源
链、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并具有前瞻性的计量
测试服务。

济南新获批成立两家

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记 者 姜斌
   通讯员 王帅 伊庆国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服务保障“项目提升年”和重
点项目企业用工需求，促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
余劳动力、失业人员、残疾人、退役军人、就业
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2月7日，济南市莱芜
区2025年“春风行动”专项服务活动拉开序幕。
  活动吸引比亚迪总装济南工厂、德马泰克国
际贸易山东分公司、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212家企业进场招聘，提供涵盖机械制造、能
源电气、生物科技、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就业岗位
1.5万余个，吸引1.4万余名求职者前来应聘，现
场初步达成意向登记4200余人次，累计发放政策
宣传材料8万余份。
  据了解，在2025年“春风行动”专项服务活
动期间，莱芜区将分区域开展线上线下各类招聘
活动30余场次，动态跟踪分析重点项目企业用工
需求，采取多种形式把岗位、政策、服务送到群
众“家门口”，全力搭平台、强服务、促匹配。

莱芜区“春风行动”

提供就业岗位1.5万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