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栗晟皓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 月 6 日，记者从日照市新
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 1 — 4
月，日照市工业经济跑出“加速度”，多项核
心指标均居全省前列。其中，工业投资同比增
长38 . 4% ，高于全省19 . 5 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2位；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 4%，位列全省第
7；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16 . 5%，居全省第6
位。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优于同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展现出稳进提质的强劲发展态势。
  今年以来，日照市立足“大港大钢”产业
优势，以“项目提升年”为抓手，锚定新型工
业化发展方向，全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新兴与未来产业聚链成群，持续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 1— 4 月，全市15 个规上行业增加值

实现两位数快速增长，钢铁、粮油、浆纸、汽
车4个主导产业支撑有力。工业用电量同比增
长6 . 74%，居全省第5位。
  创新驱动是工业发展的关键引擎。日照市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创新平台载
体建设。全市已拥有省级以上质量标杆企业
17 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21 家、工业设计中心
17 个、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85 个。在技术创新
攻关方面，日照市年均实施市级及以上企业技
术创新项目超100 项，累计培育首台（套）、首批
次、首版次“三首”新产品65项。
  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技改赋能，今年日照市
73 个项目入选省企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导向
目录，104 个项目入选省级设备更新项目储备
清单，多批次项目申报国家、省级专项支持。

通过政银企协同发力，金融机构为75 个技改
专项贷项目授信9 . 8 亿元、放款7 . 3 亿元，拉
动技改投资36 . 8 亿元。
  此外，日照市以山钢宝武日照基地等三大
产业基地为依托，打造金属表面处理中心等平
台，岚山区先进钢铁及配套特色产业集群入选
省级特色产业集群。深入贯彻“生态立市”战
略，累计创建国家级绿色园区2个、绿色工厂
15家，省级绿色工厂23家。
  在数智化转型赛道上，日照市建成5个省
级“产业大脑”建设试点，东港区产业互联网
数字产业集群入选省首批数字产业集群，累计
培育省级专业化数字化园区14 个，数字产业
集聚度居全省第5位。率先开展“数据管理贯
标推广行动”，连续两年获评我省DCMM 贯

标先进区域，74 家企业通过DCMM 贯标，数
量位列全省第5。
  良好的产业生态为企业成长提供沃土。日
照构建起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累计培育创
新型中小企业1390 家、“专精特新”企业510
家、小巨人企业21家、瞪羚企业101 家、省级
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36 家。通过实施重
点产业链“链长制”，开展标志性产业链融链
固链专项行动，组织53 场专场对接活动，推
动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日照联合潍坊、临沂申
报的智能农机装备集群入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
集群，日照先进钢铁制造产业集群入选省先进
制造业集群。目前，日照市已培育省级“十强”产
业“雁阵形”集群7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5
个，产业集群式发展效应充分释放。

  □ 本报记者 栗晟皓
   本报通讯员 张文娟 王立晓

  五月的莒县田野，农业与科技交相辉映：
智能无人机掠过阡陌纵横的农田，废弃芦笋在
加工车间化作袅袅茶香，带着“数字档案”的
小番茄从智慧大棚走向全国餐桌……这片拥有
千年农耕历史的土地，正以科技赋能、绿色转
型、品牌强农、产业焕新的生动实践，书写着
农业现代化的时代答卷。
  在莒县招贤镇的曲坊现代农业产业园，
20 万平方米的智能玻璃温室宛如一座“农业
工厂”。串收小番茄的藤蔓沿着金属架整齐攀
爬，每株根部的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温湿度、
EC 值等12 项数据，通过物联网云平台传输至
数字化智慧中心。“系统会自动生成水肥灌溉
方案，误差不超过 5% 。”园区技术人员介
绍，这里的小番茄从种植到收货、发运全程可
追溯，每颗果实都有专属“数字档案”，日发

货量达12吨、日销售额达30万元。
  如今，莒县6 个市级智慧农业基地和2个
典型应用场景，正将卫星遥感、AI 识别、区
块链等技术深度融入种植、养殖、加工各环
节，变传统耕作方式为“数据跑腿、机器干
活”的智慧模式。
  走进小店镇双飞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生
产车间里飘着淡淡茶香，脱水后的芦笋尖在烘
焙机里均匀翻滚。“这些曾被丢弃的‘尾
菜’，变成了售价400 元一斤的芦笋茶。”合
作社经理于双飞捧起一罐茶汤，嫩绿透亮的茶
水倒映着莒县农业绿色发展的新路径。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芦笋茎经过腌制加
工制成即食罐头，芦笋根通过成分提取成为中
药材原料，芦笋粉、芦笋汁等深加工产品年销
售额达1200 余万元，小小芦笋实现了“全株
开发”的价值跃升。
  在碁山镇西山旺村的尊亨牧业，标准化牛
舍内空气清新，棚内的肉牛悠闲地咀嚼着草

料。“我们引进粪污处理设备，实现雨污分流
与益生菌除臭，畜禽粪污经沼气工程转化为清
洁能源，沼渣沼液则成为有机肥料。”公司经
理李洪峰介绍，通过“养殖—能源—种植”循
环链条，养殖场彻底告别了“脏臭乱”。
  近年来，莒县全面推广“种养废弃物收集—
轻简化堆肥—配送还田”模式，建设核心示范区
8 处，累计推广畜禽粪肥还田利用面积达25 万
亩次以上，让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频共振。
  在陵阳街道的万亩西瓜大棚里，翠绿的瓜
秧下，结满了小型红玉西瓜。种植大户张玉海
和工人们正在采摘成熟的西瓜。“我们的西瓜
搭上了‘莒农名品’区域公用品牌快车，销路
更广了。”张玉海笑着说。
  品牌建设为莒县农业装上了“溢价引擎”。
目前，莒县丹参、绿芦笋等20 个产品获地理标
志认证，“嗡嗡乐”蜂蜜开发出益生菌蜂蜜、蜂蜜
面膜等跨界产品，招贤花卉70 余个高端品种
年销售额达5 亿元。通过“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产品品牌”矩阵，莒县农产品正从
“产地鲜为人知”走向“市场声名远扬”。
  在山东德汇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700 余名工人正在屠宰、分割、包装流水线上
忙碌，每天约15 万只肉鸡在此完成全链条加
工。公司销售总监孙兆亭说：“我们实行‘企
业+农户’订单式生产，确保产销平衡。”这
只是莒县农副产品精深加工集群的一角——— 全
县80 家规上企业如群星闪耀：三兴食品年营
收20 亿元，带动1600 人就业；金辰农业年出
栏乳鸽26万只，带动300 余户养殖户；正基集
团投资20 亿元建设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等项
目，构建起“从种养到销售”的全产业链。
  “专班推进、链式发展”机制激活了产业
动能。莒县为每个龙头企业配备“服务专
员”，从土地审批到技术研发全程护航；建设
农产品加工产业园，集聚冷链物流、电商服务
等配套企业。 2024 年，全县农产品加工业产
值达202 . 9 亿元，占据全市近三成份额。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滕文凯 丁相伟 卢立平 报道
  本报日照讯 生长于大江大洋中的大西洋
鲑和虹鳟，如今已“上岸”日照东港区，成为
该区水产养殖的新宠。
  在日照天旺水产有限公司的养殖车间内，
水流快速而又平稳地涌动，纹理美丽的大西洋
鲑和三倍体虹鳟欢快摆尾，不时跃出水面，激起
细碎水花。“6 个月时间，这些鱼宝宝已经长成
30厘米长的鱼娃娃了。再过8个月，就能达到上
市规格了。”企业合伙人崔久波一脸欣喜。
  自打 2018 年引入这两大鱼种以来，日照
天旺水产有限公司的成鱼养殖规模、种苗繁育
规模分别已达1800立方米、 1200 立方米。

  苗种培育、新鱼种养殖并非易事。这些小
鱼苗格外娇嫩，最关键的是前6 个月，对水质、
水温要求特别严格，极易受病菌侵袭。若是不小
心引入的鱼卵携带病毒，就会殃及整个鱼池。
  “科研机构+企业”模式的加持，让崔久
波对这些高端冷水鱼的繁育充满信心。企业与
黑龙江水产所渤海站和中科院青岛所合作，建
立实验室、化验室，进行繁育技术联合攻关。
“从鱼卵孵化到成鱼长成，我们培育的大西洋
鲑、三倍体虹鳟分别需要24个月、14 个月，生长
周期比传统养殖缩短了一年多。”崔久波介绍。
  车间外，一台快速运转的微滤机直通缓冲
渠，一座用于净化水体的微生态系统，里面生
长着绿草和鱼类。排放后的养殖用水经过沉淀

分离、生物净化后，再流经过滤井处理，又重
新返回养殖池。崔久波介绍，不同于传统海洋
网箱养殖，这里采用循环水养殖系统，模拟
5‰盐度和淡水鱼类生长的环境。“大约每10
分钟进行一次池水排放更新，排放的水经过过
滤后回收利用。”
  繁育养殖项目稳步推进，市场也逐步打
开，日照天旺水产有限公司的客户遍及北京、
天津、辽宁、上海、四川、广东等地。今年，
企业精心培育的20 万尾三倍体虹鳟鱼苗、 2 . 3
万尾大西洋鲑鱼苗已被早早订购。
  从“海洋牧场”到“岸上渔场”，近年
来，东港区以种苗孵化、成鱼养殖为突破口，
依托优质水资源、深厚的产业基础，持续推进

大西洋鲑、虹鳟、对虾、膨腹海马等种苗的繁
育和养殖，提高优质苗种养殖面积。
  记者从东港区海洋发展局获悉，目前东港
区有海水育苗场200 余家，总育苗水体达23万
立方水体，建成国家级水产原良种场1家，省
级原良种场6家。年产石斑鱼、南美白对虾、
膨腹海马、牙鲆等各类苗种2400 亿尾；中国
对虾、三疣梭子蟹苗种供应量全国第一；膨腹
海马规模化养殖企业数量达到18 家，膨腹海
马干品产量达8 . 96 吨，是全省膨腹海马工厂
化育养规模最大的地区，占全国膨腹海马干品
产量的50%左右。 2023 年东港区海水养殖水产
品产量超过5万吨，其中高效渔业产量占比超
过20%。

  □记者 丁兆霞 通讯员 唐洁 报道
  本报日照讯 如何推动民宿产业高质量发展，
让远方来客深切领略日照的独特魅力，已然成为日
照文旅产业发展征程中的一道关键“必答题”。面
对这一课题，日照市政协委员们纷纷通过汇聚并反
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方式建言献策，为日照民宿产业
的腾飞贡献智慧。
  日照市政协委员仪孝法在《破解民宿办证难题
 释放旅游消费活力》这一社情民意信息中提出：
“应整合市场监管、消防、卫健、公安等多个部门
的审批事项，推行‘一表申请、并联审批’模式。
简化特种行业许可证、安全鉴定意见书、消防检查
合格意见书等关键证件的办理程序，减少不必要的
审批环节，提升办证效率。”针对这一建议，日照
全面启动开办民宿“一件事”改革，创新性地推出
一单告知、一表申请、一套材料、一同踏勘、一站
办结的“五个一”集成服务模式，使得办证流程大
大简化，为民宿从业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民宿开办难题得到有效解决后，如何依托本地
资源禀赋，打造独具日照特色的民宿，又成为委员
们关注的核心焦点。市政协委员袁秀英在相关信息
中建议：“应进一步推动旅游民宿提档升级转型发
展，深入挖掘海洋文化、茶文化等丰富文化资源，
将日照绿茶、黑陶、农民画、海产品等特色商品融
入旅游民宿的建设、配套、服务全过程，培育一批
凸显本地文化特色的优质主题旅游民宿。”
  委员们的“金点子”落地转化为推动民宿产
业发展的实际行动。云过山丘船屋民宿将废弃渔
船改造为艺术居所，让游客沉浸式体验海洋魅
力；云隐小镇民宿把房间建在茶园里，推开窗就
可享受满眼的绿色和浓郁的茶香；不负·泉山云
顶民宿依山而建，用啾啾鸟鸣和潺潺流水为游客
编织山居梦境。
  截至目前，日照市已在全市范围内科学布局、
培育打造了百果谷、多彩田园、经山历海等6大旅
游民宿集聚区。全市现有开业的旅游精品民宿达
2000多家，直接带动6500余人实现就业。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丁汀 宋丹 报道
  本报五莲讯 在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时代浪潮
中，五莲县以绩效考核为突破口，通过构建科学
化、立体化、实效化考核体系，精准丈量事业单位
履职效能，激活公益服务“一池春水”。 
  精设指标体系，锚定考核精准度。以构建精准
考核体系为抓手，将考核指标设计作为关键环节，
将考核内容细化为党的建设、职责履行、创新创
优、基础管理四大板块，全方位、多维度构建起覆
盖事业单位履职全链条的考核指标矩阵。“通过这
种精细化设计，确保考核工作能够真正考准考实，
为事业单位履职精准画像。”五莲县委组织部副部
长、编办主任金鑫表示。 
  创新评议机制，拓宽考核覆盖面。五莲县创新
建立“双线评议”机制，实行乡镇和县直业务指导
部门“双主体”考核模式，适当提高乡镇评分占
比，有效拓宽考核评价视角，确保考核结果更加客
观公正。
  强化结果运用，提升考核实效性。在人员激励
方面，将单位考核结果与个人评优直接挂钩，考核
优秀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评优比例上浮5% ，考核较
差单位下调7% ，形成鲜明的激励导向。在机构编
制管理上，对考核优秀单位在机构编制调整、用编
进人计划安排等方面给予倾斜支持。通过将考核结
果深度融入事业单位管理全流程，切实发挥考核
“指挥棒”作用，推动事业单位服务效能持续
提升。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记者日前从日照银行获悉，为积
极践行绿色金融服务理念，日照银行日前创新推出
“效能验证贷款”，以结果为评价导向，并于4月
2 9 日完成了某企业技改专项贷款的效能验证
评价。
  记者了解到，日照银行“效能验证贷款”创新
引入了“金融+技术”双评估机制。在该机制运作
下，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用于技术改造，助力企业
实现技术升级和生产模式的优化，第三方机构按照
相关金融和行业标准规范，就改造项目和贷款的绿
色效能进行独立评估，发挥效果验证的价格调节和
风险管理功能，推动企业生产向低碳、高效模式
转型。
  此次效能验证的技术改造项目为企业水泥熟料
生产线低效老旧设备进行淘汰更新改造，该项目于
2024 年10月开工建设，2025 年2月建设完成并单机
试车， 2025 年 3 月 1 日开始试生产。评估结果显
示，改造后的项目单位产品能耗下降了4.58% ，项
目可实现年节约标准煤6186 吨、年减排二氧化碳
13671 吨、年减排二氧化硫176吨、年减排氮氧化物
23吨，具有一定的环境效益。

  □记者 丁兆霞 报道
  本报日照讯 5 月28 日，中塞农民画·稚拙艺
术联展在日照文博中心开展。此次展览由日照市与
塞尔维亚科瓦契察市联合举办。当天，日照市文化
馆和科瓦契察市稚拙艺术馆还举行了文化艺术交流
合作签约仪式。
  艺术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是跨越国界、连接心
灵的桥梁。中国农民画扎根乡土，以质朴的笔触描
绘劳动之美、生活之趣；塞尔维亚稚拙艺术则以自
由奔放的色彩与形态，展现对自然与生命的独特理
解。两种艺术形式虽相隔万里，却因对生活的热
爱、对艺术的纯粹追求而引发共鸣。此次展览不仅
是中塞艺术对话的盛会，更是两国人民友谊的生动
见证。

日照市前4个月工业投资增速全省第二

量质齐升，新型工业化动能强劲

科技赋能 产业升级 绿色转型 品牌强农

莒县农业焕新记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王洁 报道
　　本报日照讯 6 月 5 日，记者从日照市
“六五”环境日宣传活动暨2025 日照环保世
纪行启动仪式上获悉，2024 年，日照市坚定
实施生态立市战略，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大气环境方面，修订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
推进33个重点大气治理项目，对582 家企业开
展低效失效治理设施排查整治，完成钢铁行业
一氧化碳治理工程26 项，细颗粒物（PM2 . 5）浓
度降至29 微克/立方米，同比改善3 . 3%，连续4
年达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
83 . 3%，高于目标值1 . 5 个百分点。
  同时，水环境治理成效显著，制定“一河
一策”，创新“厂—网—河”一体管护机制，

7个国控断面水质全部达标，优良水体比例达
到71 . 4%，超“十四五”指标14 . 3 个百分点；县级
以上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保持100%。土壤
环境领域，“无废城市”建设扎实推进，建成24
个省级、67 个市级“无废细胞”，安全处置近4千
吨医疗废物，创新小微企业“危废不落地”服务
模式，保障1056 家小微企业共计154 吨危废安
全处置，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100%。
  海洋环境质量持续向好，日照市入选全域
创建美丽海湾试点城市，张北湾、石臼湾分获
国家级、省级美丽海湾称号；完成1352 个入
海排污口现场核查，建立全域海洋垃圾管理机
制，划分11 个湾区55 个责任湾段，海滩垃圾
密度下降55 . 3% ， 4 条入海河流总氮平均浓度

同比改善8%。
  此外，日照市各类功能区噪声昼、夜达标
率均为100% ，环境电离辐射水平保持稳定，
废旧放射源安全收贮率100%。生态建设亮点
频出，日照市入选全省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
点，五莲县获评省级生态文明强县，莒县青峰
岭水库、五莲县潮白河获评省级美丽河湖，东
港区涛雒镇EOD项目入选省级试点项目库。
　　在服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上，日照市多
点发力。编制《美丽日照建设规划纲要》等文
件，锚定精致城市建设目标；出台14 条助企
惠企措施，为126 个建设项目保障污染物总量
指标；推行“正面清单”制，搭建AI 智慧执
法平台，非现场执法占比超 55% ；创新打造

“碳惠日照”平台，注册市民超20 万，减排
68万次，“绿色低碳·公共机构”场景获评工
信部信息中心创新案例。
　　近年来，日照市将绿色低碳理念融入城市
发展，不断激发社会各界环保意识，唤醒全民
生态文明价值观，为美丽日照建设汇聚起最强
大的共鸣与合力。“唤绿之旅”生态文明教育
实践活动已实现环保教育在日照市各个领域
“全覆盖”，近3万名学生参与活动，成为全
日照市最具影响力的研学品牌。而日照环保世
纪行采访报道活动作为自上而下、整体联动的
生态环境专项宣传活动，目前更是连续开展了
33 年，在全社会营造出了人人、事事、时时
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氛围。

日照市生态环境质量全面跃升

聚力生态立市 守护绿水青山

从海洋牧场到岸上渔场

高端冷水鱼“上岸”东港

日照政协：汇聚社情民意

助推民宿产业腾飞

中塞农民画

稚拙艺术联展开展

考核“金标尺”

量出公益服务新高度

“效能验证贷款”

以结果为评价导向

  □记者 栗晟皓
  通讯员 刘玉平 赵芮 报道
　　芒种时节，五莲县广袤麦田金浪翻滚，麦
穗颗粒饱满，全县夏粮（小麦）收获已全面铺
开。得益于高产技术推广、及时充沛的降雨、
条锈病等病虫害未规模性发生等因素，全县夏
粮产量增长明显。
  今年“三夏”会战，五莲县预计上阵农机
2 . 1 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450 余台、玉米免
耕播种机2100余台，组建5支小麦机收应急作
业队，随时应对突发天气等情况，确保颗粒归
仓。目前，全县小麦完成收获面积约60％ ，
预计6月20日左右全面完成夏收。

麦浪滚滚

收割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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