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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杨 珂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薛文文 孙艺婷
  
  塔吊林立的工地与智能生产线交织轰
鸣，绿色能源项目与数字化车间同频共
振……当下，东营市东营区正以新旧动能转
换的澎湃之势，用“智造力”重塑产业基
因，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跃进，为区域经济注入硬核动能，一幅千
亿级产业集群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项目攻坚，助企打造产业新标杆

  走进东营区化工产业园区亿科高端树脂
新材料产业园，迎面而来的是钢铁与科技的
“碰撞交响”。数十米高的反应塔直插云
霄，银色管道如长龙般盘绕其间，头戴安全
帽的工人在工地中穿梭、忙碌。
  亿科高端树脂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是山东
省级重大项目，总投资60 亿元，包括45 万吨
/年高端树脂及配套、 5 万吨/年高性能丁苯胶
乳等项目，拟建设厂房 11 万平方米，新上
ABS生产线6条、丁苯胶乳生产线1条、 SBC
生产线 1 条，新上生产及配套设备1400 多台
套。“目前， ABS 主装置第一条线已经完
工，第二、三条线已经完成90%，预计5月份
达到投产条件。”项目工艺工程师鲍伟杰介
绍，高端树脂项目是企业研发的重点产品，
相比传统生产工艺，能耗可降低30% 以上，
废水、废气降低90%以上。
  项目建成投产后，产品将广泛应用于高
端汽车、家电与电子电气等领域，预计提升
行业高端产品产能60% 左右。“新产品将有
效降低我国对ABS 进口的依存度。”鲍伟杰
自信地说。
  项目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与动力源。东营
区以项目建设为新引擎，通过精准招商，积
极引进与本地主导产业相契合的优质项目落
地，推动企业生产向高附加值、精细化方向
转型升级，增强企业竞争力；鼓励企业在项
目实施过程中加大研发投入，与高校、科研
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新产品，持续提升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
国外市场份额。
  同时，东营区聚焦企业项目需求，创新
实行“区级领导联系+挂图作战+周调度月通
报”重点项目护航机制，推行“工业项目落
地”一件事，积极构建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
推进服务体系，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企业发
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加速推动项目早建
成、早投产、早见效。

智能强链，

给传统产业装上“数字引擎”

  在山东广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机房内，
原油流量、温度、压力的曲线实时跳动，AI
算法自动标注异常波动，服务器指示灯如繁
星密布，技术专家李保原紧盯屏幕，手指在
键盘上飞速敲击，身旁对讲机不断传来项目
现场工作人员的实时情况汇报：“数据库备
份完成度98%，压力测试3分钟后启动！”
  而在联合站智能集输系统项目建设现
场，运维工作人员背着工具包在集输站间疾
行，核准站内每处数据终端的运行工况，上
位机扫过工控网内每一处网络节点，为这座
“能源心脏”做着精密体检。
  “系统一旦报警，我们 5 分钟内定位故

障。”李保原告诉记者，企业自主研发的ICS
-OGT1000 联合站智能集控系统，深度融合站
库安全监管、巡检运维与实时管控业务，可
实现对集输站库全流程数据的自动化采集、
智能分析与高效上报，形成企业“人机协
同”的日常战备机制，推动油气集输迈入
“智慧运维”时代。 
  东营区以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高
标准打造区域性智能算力枢纽，联合行业领
军企业共建数字生态平台，推动“算力+人工
智能”技术深度嵌入产业链；同步完善5G网
络、千兆光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布局，建成工
业互联网二级节点2个，覆盖851 家企业，标
识解析量突破 225 亿次，为产业互联提供强
支撑。
  去年以来，东营区进一步深化产业数字
化转型与数字产业化培育，通过创建智能工
厂、数字化车间等载体，推动制造业智能化
升级，引导企业参与省级软件技术中心、数
据要素应用等创新项目申报，培育工业互联
网标杆应用场景，完善“智改数转”与数字
产业协同发展的生态体系，全面激活产业创
新动能。
  去年，全区新培育省级首版次高端软件
产品31 套，27 个企业（项目）获评省市级智
能工厂、数字化车间，31 家企业入选山东省
数字经济“晨星工厂”入库培育项目名单，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到93% ，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45%。

科技赋能，

从“隐形冠军”到全球领跑者

  随着新能源汽车走进千家万户，锂电池几
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锂电池电流要“动”起
来，需要一种原材料——— 电解液溶剂，这种原
材料全球最大的生产厂家，正是位于东营区的
山东海科新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布局整齐的厂区内，一台无人智能送检
车沿着路上黄色光带行驶，将锂电池电解液
溶剂样品送往实验室；仅40 分钟，智能大屏
就弹出一份“合格”标识，装货区自动化系
统随即启动——— 货车入厂、自动罐装、货品
发运一气呵成；4个小时后，满载高品质化学
品的货车驶向港口。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电池含有我们生产
的电解液溶剂。”运营总监李永说，企业连
续4年被比亚迪评为最佳合作伙伴，目前已成
为该车企的第一大供应商。
  从默默无闻的小企业，成长为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跻身全球新能源企业500
强，发展成国内乃至全球电解液溶剂领域的
领军者，企业靠的是什么？
  “技术创新。”李永告诉记者，企业近
四年研发投入占营收近4%，建立了“产学研
用”协同创新机制，参与制定10 项国家和行
业标准，拥有核心专利128 项。目前，海科新

源已构建覆盖锂电池电解液溶剂及添加剂、
电池高端材料及配套等全产品矩阵，产品广
泛应用于动力电池、数码电子及储能系统三
大新能源领域，稳定进入特斯拉、比亚迪、
宁德时代等全球范围内知名车企及锂离子电
池巨头的产品生产线。
  海科新源不仅是电池材料的“心脏工程
师”，还是绿色制造的践行者。企业通过全
生命周期质量管理系统与智能检测设备的深
度融合，实现产品良品率提升至99 . 999%，独
创的环保工艺体系使排放指标低于国家标准
80% ，每年可吸纳二氧化碳近10 万吨，为新
能源产业注入绿色发展基因。
  县域经济要实现换道超车，必须把资源
优势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近年来，东营区借
助本地资源优势，聚焦新能源汽车、低空经
济、人形机器人等新兴行业新材料需求，培
育企业做大做强，支持企业开展高性能复合
材料等研发生产。
  目前，东营区获评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
设示范县，27 套产品入选省级首台（套），
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1 家，
省专精特新、瞪羚、创新型中小企业分别达
到136家、 34 家、 225 家。
  今年，东营区将继续支持链主企业扩规
升级、中小企业参与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
协同创新，分型分类培育个人工商户，支持
“个转企、小升规”，让企业有勇气、有信
心“下更深的海、出更远的海”。

  □记者 李 明
  通讯员 任万帅 报道
  本报利津讯 3 月 25 日，在利华益利津
炼化有限公司国内首套ASA 树脂一体化生
产装置建设现场，建设者们正在进行设
备、管道安装收尾，展开电仪施工。该项
目总投资 2 2 亿元，主要建设 1 0 万吨/年
ASA 特种工程树脂装置，以上游装置生产
的苯乙烯、丙烯腈、 MMA 、 AMS 为原
料，进行下游产品深加工，可有效填补国
内行业空白。
  该项目是利华益集团深耕石化新材料产
业谋篇布局的重要一环。利华益集团科研开
发部部长贺宗昌介绍，ASA 树脂产品结构与
现在市场上广泛应用的一些树脂产品物理机
械性能相似，可用于汽车、建材、电子电器

等领域，但ASA树脂较ABS树脂耐候性提升
10倍，能在-30℃下保持75%常温抗冲击性，
适用于日晒、雨淋、强风等户外特殊应用环
境。预计 2025 年，全国ASA 树脂需求将达
15 . 6 万吨，ASA 树脂行业呈现出发展势头良
好、市场前景广阔的特点。
  而目前国内对于 ASA 的需求主要依赖
成品进口或进口最终原料进行掺混。作为
在石油化工新材料领域耕耘了 30 多年的利
华益集团，发展 ASA 树脂项目优势明显。
“项目所需要的上游苯乙烯、丙烯腈、
MMA 等原料，我们都可以自己生产。”贺
宗昌说，生产ASA 就是把这些原料加工成
高胶粉和AMSAN 树脂两种终端产品进行掺
混。最终，集团引进了国际领先的乳液接
枝－本体 SAN 掺混法工艺技术，可实现在

多种ASA 树脂牌号间的快速切换，满足下
游市场对免喷涂、高光泽、高耐候等不同
需求。
  春风和煦，利津大地上各个项目现场
生机盎然，塔吊高耸、机械轰鸣、车辆穿
梭的场景随处可见，利津的建设者们正奋
力投身于项目建设的热潮中，全县上下迸
发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华驰动能（山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投资5亿元的电力级磁悬浮飞轮储能产业化项
目正在进行前期准备，建成后将达到年产200
套电力级磁悬浮飞轮储能设备生产规模；山
东悦能化工有限公司总投资35 . 6 亿元的360万
吨/年高硫燃料油减粘精制生产烯烃芳烃项目
加紧建设，项目采用先进控制技术，具有较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东营市春季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设
现场推进会上，利津县集中开工项目35 个，
总投资122 . 9 亿元。以此为契机，利津县坚持
把项目建设作为扩投资、稳增长、促发展的
“主抓手”，做强优势产业链群，抓好总投
资162 . 8 亿元的利华益聚甲醛等15 个项目建
设，确保完成“十四五”两千亿级化工新城
建设目标。
  同时，利津做强新兴产业方阵，加快凤
凰制药生物医药产业园、滨海生物医药产业
园“南北双园”规划建设。做强数字经济引
擎，加快浪潮（东营）AI数据标注基地等19
个数字经济项目建设，支持利津数据（内
容）产业园扩园增容，并全力支持利津滨海
新区争创省级数字经济园区。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陈仕钊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公司建成了东营市第一个海水淡
化项目，共设置 4 套海水淡化系统，采用‘ 3 用 1
备’的策略运行，确保生产稳定性，解决了全厂工业
用水问题，年直接节约淡水量可达135 万吨。”大唐
东营发电有限公司化学主管矫立鑫介绍。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针对可利用水资源不足的问
题，积极探索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新路径，政府、企业和
居民共同掀起了一场节水热潮。在水资源管理上，开发
区严格计划用水，监管重点单位，推进非常规资源利用
与水权交易改革。在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上，开展节水
载体建设、创建教育实践基地及宣传活动。在各方共同
努力下，东营港经济开发区拧紧“水龙头”，做活“水
文章”，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节水之路，为推进开发区高
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苏艳荣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一段时间以来，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持续加大对非法网约车的打击力度，开展专项整
治行动，重点对胜利机场、汽车东站、银座等区域进
行严密布控，执法人员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严格检查过
往网约车的运营资质，对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
输证却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
  自行动开展以来，东营经开区综合执法部出动执
法人员180 余人次，执法车辆60余辆次，检查网约车
300 余辆次，查处非法网约车16辆，有力地震慑了非
法营运行为，保障了市民出行安全，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谭芳 立立 凡芹 报道
  本报广饶讯 “这种虫子叫白星花金
龟，在自然界当中，它是一种腐食性昆虫，
专门吃腐烂的秸秆。”在广饶县大王镇心诺
家庭农场的一座日光温室大棚里，山东农业
工程学院特聘教授、资源昆虫产业创新研究
院院长刘玉升，从一堆厚厚的腐熟的秸秆碎
末里，挖出几只白胖的白星花金龟幼虫
介绍。
  一只只小小的白星花金龟，在大棚内构
建起一个微型的生态系统，实现了生态链最
末端和最初端的衔接闭环。“原本被视为农
业废弃物的秸秆，现在成为白星花金龟口中
的‘美味佳肴’。经过白星花金龟过腹后产
生的粪便变成虫砂基纯有机肥后，可以用作

种植作物的肥料，因为富含多种有益元素，
能够显著提高土壤的肥力和作物的品质。”
刘玉升说。
  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农村生态环境
治理，支持秸秆综合利用。如何将作物秸秆
“变废为宝”？广饶县心诺家庭农场先试先
行，探索出一条通过嵌入环保昆虫，应用
“生物干化”技术，将农业有机废弃物转化
为昆虫蛋白和有机肥料，实现资源化利用的
生物链循环经济发展之路。
  除了虫砂作为有机肥之外，白星花金龟
养殖所获得的幼虫虫体也是不可多得的畜
禽、鱼类的高蛋白质饲料。在广饶心诺家庭
农场的散养区，上万只芦花鸡怡然自得，或
在鸡舍内惬意休息，或在户外悠然踱步，工
作人员通过自动化设备收集着新鲜的鸡蛋。

该农场通过将昆虫的虫体、虫砂添加到芦花
鸡的“营养餐”中，生产的鸡蛋凭借高品质
获得市场认可。
  “我们建立起菌藻管道培养系统，用乳
酸菌发酵饲料，然后加入黄粉虫、白星花金
龟的幼虫虫体等，配合羊奶饲喂，生产的鸡
蛋口感细腻、营养价值高，价格是普通鸡蛋
的5— 10 倍。”广饶县心诺家庭农场负责人
项承美说。
  作为东营市首家探索发展生态循环农业
的家庭农场，广饶县心诺家庭农场引进了白
星花金龟、黄粉虫等昆虫，通过鸡／羊—
虫—粮果菜的种植养殖模式，成功构建起
“农业有机废弃物—环境昆虫—昆虫饲料、
有机肥料”的循环利用生态链，实现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

  相比传统的秸秆处理方式，利用昆虫转
化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农作物秸秆的污染问
题，而且实现了资源的变废为宝与循环利
用，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特点。目前，广
饶县积极采取秸秆直接还田、过腹还田、青
贮饲料、秸秆气化、食用菌栽培等形式，提
高秸秆综合利用率，全县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率达到95%以上。
  在绿色农业发展过程中，广饶县积极引
进国内外先进的生态农业技术和设备，提高
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化肥农药使用，保障农
产品安全。同时，充分利用作物秸秆、农业
废弃物等潜在资源，通过科学处理和技术转
化，构建“秸秆—昆虫—饲料—畜禽—有机
肥—农田”的全链条循环体系，促进农业生
态系统的良性循环。

  □记者 李明 通讯员 王玲玉 李喆 报道
  本报利津讯 3 月25 日一早，东营旭垦农业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孔旭就忙着打包装箱客户的红柳
签订单，通过电商快递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农村电商业务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寄递服务站点
的串联畅通。利津县将1个县级快递公共配送中心、
5 个镇级配送站、 425 个村级综合服务站点“串点成
线”。通过采集道路街巷、综合服务站点等点位信息
1283 项，全部录入国家地名信息库及线上地图系统，
与邮政共享地名信息资源，为物流企业提供乡村地名
数据查询核准服务，形成“一网多用、一站多能、多
点合一”的地名服务网络。该县打通乡村物流“毛细
血管”，真正实现快递进村入户，把一批批特色农产
品推向全国，力促乡村振兴、利农惠农。截至目前，
已经完成约3万单农产品的寄递服务。

  □李广寅 王艳青 姜聪聪 报道
  本报东营讯 为筑牢生态安全司法屏障，近日，
东营市垦利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委员会、东营市公安局保护区分局、
东营海警局垦利工作站在保护区共同开展了“守护蓝
天精灵，共建生态家园”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各方普法宣传人员积极联动，在保护
区游客集散中心和黄河口镇驻地通过“定点宣传+流
动讲解”的模式开展立体化普法，向游客及镇政府驻
地周边商户发放鸟类保护宣传册，重点讲解无人机拍
摄鸟类所带来的危害，以案释法强化警示教育。下一
步，垦利区检察院将继续发挥生态检察职能，强化与
各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健全长效保护机制，为守护
生物多样性贡献检察力量。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周菲菲 报道
  本报东营讯 日前，来自威迪斯（中国）管道系
统有限公司的英国籍技术专家罗伊（Roy Edward
Mcclatchey ），申领到了东营市首张融合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与社会保障功能的“一证通”实体卡。
  据了解，该卡由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
合东营市科技局（市外专局）、东营农商银行在全省
率先推出，持卡人可凭此卡享受在人社、就医购药、
交通出行、文化体验等领域“居民服务一卡通”便捷
应用。据介绍，东营市“一证通”社保卡采取“分类
办理、即办即取”的便捷模式，新聘外籍人才可直接
申领集成卡，已持旧版社保卡人员“零材料”换领升
级；申请人仅需携带护照原件或外国人长期居住证原
件，在东营区、河口区的62 个农商银行社保卡服务
网点“一站式”办理，后续服务网点将逐步扩展至全
市所有社保卡合作银行。

利津：重大项目助力两千亿级化工新城建设

小昆虫发挥大作用 串起绿色农业产业链

东营区：智造升级锻造产业新生态

  亿科高端树脂新材料产业园施工现场。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缪宏伟 报道

  当下，以新旧动能转换的澎湃之势，东营市东营区用“智造力”重塑产业基因，推动产业集群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跃进，为区域经济
注入硬核动能，一幅千亿级产业集群的蓝图正在徐徐展开。
  聚焦企业项目需求，东营区创新实行重点项目护航机制，加速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同时，东营区将继续支持链主企业扩规升
级、中小企业参与产业基础再造、产业链协同创新，支持“个转企、小升规”，让企业有勇气、有信心“下更深的海、出更远的海”。

东营市发放首张

外国人“一证通”社保卡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郭盛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走进位于东营市河口区孤岛
镇的“醉美槐乡”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一幅色彩
艳丽、和谐惬意的田园风景图画映入眼帘。
  近年来，孤岛镇坚持“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思路，全域推动文
化产业、现代农业、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致力打造农
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的新样板。“我们探索实行
‘党建引领+乡村先行+资源抱团’三位一体的农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迈出了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重
要一步。”孤岛镇镇长张振华介绍。近年来，该镇发
挥黄河三角洲湿地槐花节强势带动效应，依托西韩村
毗邻万亩槐林景区区位优势，组织村民集中展销孤岛
白酒、乳制品、香油等特色产品，布置烧烤、“八大
碗”等摊点，助力村集体和农民致富增收双提升。

小包裹激活乡村大市场

鸟类保护普法

宣传活动举办

打击非法网约车

净化出行市场

拧紧“水龙头”

做活“水文章”

农文旅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

■提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