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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增35家

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日前组织开展了2025 年度山东
省特色产业集群培育认定工作。经集群自愿申报、各市推荐、专家评
审和网上公示等程序，确定济南高新区高端软件特色产业集群等35
家集群为2025年度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
  近年来，山东一方面做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
育，一方面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量增质升，中小企业
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过去一年，山东新培育国家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8家，累计达到23家，总量
稳居全国首位；累计已培育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13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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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薛城以“英雄气、创新魂、青春态、为民心”的形象破局跃升

一座鲁南小城的四重“城”意
  □ 本 报 记 者 吴荣欣 孟令洋 
    本报通讯员 郝 瑞

  近日，枣庄市薛城区的协氢（枣庄）
氢能科技有限公司车间里，山东枣矿技术
学院低空飞行器产业学院的学生正在认真
观摩。无人机零件在他们眼前组装成型，
减压阀与电路板替代传统黑板，厂房瞬间
变身为实训讲堂。这堂别开生面的“车间
课”，是薛城区推动“教室与车间”深度
融合的生动实践。未来三年，这里将持续
孵化高素质人才，为鲁南低空经济领域加
速构筑起坚实的人才高地和创新枢纽。
  薛城连续三年荣登全国投资潜力、绿
色发展、科技创新三大百强区榜单，背后
是传统产业“老树生新芽”的蓬勃、新兴
产业“拔节向云端”的锐气，更是红色基
因与民生温度交织的立体答卷。
  夏日的薛城，铁道游击队纪念馆里游
人如织。作为铁道游击队的故乡，近年
来，薛城以“一馆一园一城一阁”为核心
构建红色文化矩阵。数据显示，纪念馆日

均接待游客超4000 人次，红色研学已从
单一景点升级为覆盖历史、教育、体验的
立体文化图谱。“红色是薛城的根与魂。
我们不仅要讲好过去的故事，更要让红色
精神成为推动发展的动力源。”枣庄市铁
道游击队党性教育基地管理中心副主任孙
中启说。
  潍焦薛能的生产车间里，粗苯加氢、
苯酐及增塑剂项目正释放着新产能。曾经
以煤炭为主的传统化工产业，如今通过循
环经济模式实现“绿色转身”。
  在薛城，传统产业的升级并非孤例。
京东（枣庄）智慧物流园里，智能分拣设
备高效运转；智赢门窗、创世达门窗等本
土企业以技术创新“出圈”，推动新型建
材产业“有中生新”；中科智能电气的
“黑灯工厂”里，无人生产线 24 小时
运转。
  新兴产业的拔节生长更显锐气。在枣
庄低空经济动力谷，金朋达靶机项目建设
如火如荼；首条无人机邮政物流航线、首
个医疗应急物资转运通道、首家光伏无人

机清洗服务陆续落地；宝狮智慧储能、熵
路新能源等企业建成投产，创能惠通的富
锂锰基正极材料入选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协氢氢能的燃料电池填补全市空白……
  今年一季度，薛城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36 . 56 亿元、增长5 . 4% ，其中工业技改
投资完成 3 . 86 亿元、增长 25 . 3%。这份
“成绩单”背后，是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的坚韧与新兴产业“向云端”的锐气，更是

“创新魂”对发展动能的深度激活。
  夜幕降临，夜经济与潮生活开始升
温。城西“印象临城”露营基地的帐篷夜
市里，年轻人围坐畅聊；城东月下音乐季
的舞台上，Z世代青年随着节奏摇摆；体
育场内，女超联赛山东队主场的欢呼声此
起彼伏；中陈郝陶瓷工坊里，亲子家庭正
体验千年窑火的温度……
  “文体旅融合是薛城的‘流量密
码’。”区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振
说。去年以来，全区举办女超联赛、吾爱
枣庄音乐盛典等大型活动22 场次，吸引
全国观众30万人次。 8 . 3 万平方米的城市

绿地变身“市民会客厅”，日均接待游客
5000余人次。
  新增 1600 个“榴枣归乡”岗位，让
返乡青年家门口就业；规划2300 个智慧
停车位，破解停车难；新建提升17 家样
板村卫生室，让村民小病不出村……在薛
城，民生支出占比始终保持在84%以上。
  全省首个石榴主题科技小院扎根乡
村，技术攻关助力农业增效；360 万人次
的乡村旅游流量，让田园经济成为新增长
点； 500 余场次群众性文化活动下沉社
区，60 余个优质文化项目打造“15 分钟
文化圈”；8条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串
起生态廊道，197 公里环城绿廊守护绿色
家底……城乡融合的画卷里，更有绣花功
夫的细腻。
  从红色基因的精神灯塔到创新驱动的
经济浪潮，从多元融合的城市脉动到普惠
共享的民生温度，薛城正以英雄气、创新
魂、青春态、为民心的立体形象，在高质
量发展的新征程上，鸣响属于奋斗者的时
代汽笛。

  □ 本报记者 许金星 张文艺
         张 蓓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小小的
种子，关系着粮食安全。作为种业大省，
山东的小麦品种今年表现如何？正值小麦
大规模收获时期，记者走访种植户，了解
几大主要品种今年的收获情况。

济麦22———

“从没让俺们失望过”

  6 月 9 日，鲁西南平原上，金黄的麦
浪在收割机的轰鸣中伏倒，枣庄滕州鹏宇
家庭农场负责人龙振存抓起一把麦粒，指
尖传来的饱满触感一如往昔，“种了近
2 0 年‘济麦 2 2 ’，从没让俺们失望
过。”
  龙振存脚下的这片麦地，播种了我省
种 植 面 积 最 大 的 小 麦 品 种 “ 济 麦
22 ”——— 这个由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
所选育的品种，连续12 年保持全国种植
面积第一。
  龙振存是附近有名的种粮大户，拥有
600 多亩土地，种植过多个小麦品种。
“今年种了‘济麦 22’‘鲁研 951’和
‘济麦70’等五六个品种，前两种的种
植面积最多。”作为种植经验丰富的老
手，龙振存有自己的一套种粮方法论。
“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要种一
些近几年高产的品种，比如‘鲁研951’
‘济麦70’；再种一些产量比较稳定的
品种，如‘济麦22’，这样可以保证最
终的产量。”龙振存说，“如果只种一个

品种，遇到干旱、病害，损失可能会比较
大。”
  龙振存估算了一下，今年自己种植的
“济麦 22 ”的产量不如“鲁研 951 ”和
“济麦70 ”。“种植‘济麦22’不是为
了追求高产，主要起稳产的作用。”龙振
存解释，“这么多年，我也尝试过不少新
品种，‘济麦22’无论什么年份都能丰
收，这样的好品种就是种粮农民的定心
丸。”
  记者从山东省农科院了解到，“济麦
22 ”多年来保持推广面积全国第一，因
为其突出的广适性与稳定性，曾创下我国
冬小麦单产纪录。目前，“济麦22 ”已
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黄金亲本”，据不
完全统计，以“济麦22 ”为亲本培育的
审定品种超过130 个，它已成为用作亲本
和研究材料最多的小麦品种。

济麦44———

  “粮商们都喜欢，面粉厂

找上门”

  6 月11 日，潍坊市寒亭区高里街道一
空桥村惠民农作物种植合作社的一万余亩
小麦迎来丰收季。“我们的小麦粒儿大、
琥珀色，粮商们都喜欢。”一空桥村党支
部书记张萍拨弄着饱满的麦穗说。
  合作社种植的优质强筋麦“济麦
44 ”，不仅产量高，品质更是上乘。
“已经有3家面粉厂找上门了，我就许了
一家。”张萍说，这家面粉厂已经合作了
4年，半个月前就开始联系，这几天又催
了两三次。因为品质高，“济麦44 ”比
普通小麦每斤能多卖8分到1毛钱。
  “今年的产量比去年每亩地又多了

50 多公斤。”张萍向记者展示了一条信
息，这条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小麦栽培团
队科研人员李华伟发来的信息显示，6 月
10 日，测产验收组对两车5 个地块的小麦
进行测产，第一车平均亩产量797 公斤，第
二车平均亩产量754 公斤，与一空桥村农
户模式的380公斤亩产量形成鲜明对比。
  2018 年通过审定的“济麦44”，此前实
打最高单产808 . 6 公斤，创全国超强筋小麦
高产纪录。连续三年为全国第一大强筋小
麦品种，曾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济麦60———

  “节水抗旱耐盐碱，表现

非常理想”

  在黄河入海口，东营市垦利区盐碱地上
的麦田呈现着别样的景象。淡黄色的土壤表
层泛着盐霜，但麦穗依然饱满低垂。这块平
均盐碱度3 . 3‰的土地，曾被视为农业禁区，
如今“济麦60”让昔日的不毛之地焕发生机。
  2023 年，“济麦60”在含盐量3 . 65‰的
地块创下亩产497 . 1 公斤纪录，次年又将纪
录提升至511 . 88 公斤。该品种抗倒伏能力
强、结实性好，在中度盐碱地推广价值显
著，多次在省级、国家级旱地生产试验中位
居第一，入选耐盐碱小麦推荐品种。
  “我们合作社约有3000 亩土地，主
要种植‘济麦60’，预计6 月 15 日开始
收麦。”东营市丰彩农业负责人田兆山
说，“整体来看，今年和去年表现差不
多，预计亩产也能到500多公斤。”
  “盐碱地种植小麦困难比较多，地力比
正常土地差，所以要多施肥、勤浇水，关键
还要挑选耐盐碱的好种子。‘济麦60’在节
水抗旱耐盐碱方面的实际表现还是非常理
想的，500 多公斤的亩产量对于我们盐碱
地的种植户来说，已经是突破性的了，我
们非常满意。”

产量稳、品质高、耐盐碱……山东主要小麦品种表现稳定

“良种田”里产好粮
山东发布脑机接口产业

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记者 王亚楠 通讯员 荆培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为抢抓脑机接口产业发展机
遇，厚植创新发展新优势，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赛道，近日，省科技厅等
13 部门印发了《山东省脑机接口产业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25— 2027
年）》，部署六大行动16项具体任务，推进脑机接口产业创新发展。
  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 年，我省将在该领域突破20 项左右
基础前沿和关键核心技术，培育30 家左右自主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
中小企业，引育2— 3 个高水平人才团队，依托科教资源富集区域打
造1— 2 个专业化孵化园区，推动脑机接口创新技术和产品在医疗、
工业、康养、教育、娱乐等领域的落地应用。
  《行动计划》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主线，以行业应用需求
为牵引，以培育脑机接口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新业态为抓手，
部署实施六大行动。实施基础前沿研究策源行动，强化基础研究和前
沿技术研究。瞄准脑科学和神经科学前沿，支持符合条件的脑机接口
龙头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建设脑机接口“基础研究特区”，设立
联合基金，协同开展基础研究。
  实施关键共性技术突破行动。重点突破电极芯片解码技术，支撑
面向临床和产业需求的技术转化应用。研制核心材料和器件装备，提
高脑机接口系统集成度和效能。
  实施创新平台领航行动，加强前沿技术研发平台建设和动物实验
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实施产业链企业集聚行动，强化科技型企业培
育，塑强脑机接口产业链条，支持济南、青岛等市打造脑机接口创新
发展集聚区。实施场景融合应用创设行动，推动在医疗健康、先进制
造、教育生活等领域的创新应用。实施产业生态助推行动，完善产业
标准体系，提升审评审批效率，推进临床试验，构建安全服务体系。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6月12日讯 今天，2025
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在青岛西海岸
新区启幕。博览会为期 3 天，规模达
2 . 3 万平方米，设置跨境进出口馆、跨
境电商平台服务商馆、黄河流域产业及
综试区等9大展馆，推动黄河流域九省
（区）跨境电商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届博览会规模再创新高，吸引
国内23个省（区、市）、 503 家优质企
业，以及119 个跨境平台、服务商平台
参展，展品超 1 . 5 万种，较上届增长
15 . 4%。”黄岛区政府党组成员，青岛
自贸片区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隋斌
介绍。
  据统计， 2024 年，山东省实现外
贸进出口3 . 38 万亿元。其中，沿黄8省
区从山东口岸进出口2464 . 4 亿元，同比
增长6 . 9%。
  此次博览会设置黄河流域产业及综
试区展馆，曹县汉服、昌乐乐器、山西
的玻璃器皿等黄河好品集中亮相，既便
于采购商一站式对接，也通过区域协同
提升整体竞争力。甘肃陇南经济开发区
带来了花椒、核桃油、黄芪等百余种特
色产品。“我们期待通过青岛这一出海
口，让更多陇南优质产品乘着跨境电商
的翅膀，跨越山海，香飘世界。”陇南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李恺表示。
  山东省商务厅服贸处副处长刘斐斐
介绍，本届博览会实现跨境服务链条企
业全覆盖、“一站式”链接全球市场。

博览会吸引40 家全球知名跨境电商平
台参展，覆盖欧美、东南亚、中东、拉
美、非洲、俄罗斯、日韩等市场，其中
12个新兴平台首次亮相。
  本届博览会特别设立源头工厂馆，

严选超400 家源头工厂，产品涵盖家居
用品、工艺品、五金制品等近万种品
类，打通“工厂-卖家”直采通道，让
卖家的采购成本直降20%以上。
  自 2022 年以来，黄河流域跨境电

商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三届，集聚国内外
采购商3 . 3 万家，实现经贸配对额超15
亿元，吸引专业观众逾20 万人次，成
为推动黄河流域产业带融入全球价值链
的专业型、高能级开放平台。

2025 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在青岛启幕

1 . 5 万种沿黄好品一站式“链”全球

□记者 白晓 报道
  市民在2025黄河流域跨境电商博览会源头工厂馆里参观购物。

  □记者 常青 报道
  本报济南6 月12 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以下简称国铁济南局），“好客山东·齐鲁1号”旅游列车第二组车底
已改造完成，今日正式上线运行，旅游列车将由原来的隔日开行调整为
每日开行，旅客乘坐“好客山东·齐鲁1号”旅游列车出行将更加便捷。
  目前，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 网站（含手机客户端）、车站售票
窗口以及代售点等方式购买相关车次车票。值得一提的是，“好客山
东·齐鲁1号”旅游列车在12306 订票系统增加了特色化标识和详情
介绍，旅客通过搜索列车车次、列车区间以及“齐鲁1号”等方式，
均可查看“好客山东·齐鲁1号”相关信息。
  下一步，国铁济南局还将持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推出更多特色
旅游线路和服务，助力山东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好客山东·齐鲁1号”列车

调整为每日开行

　　（上接第一版）葛慧君说，“一起益企”是省政协今年委员履职
“服务为民”活动的一项重点内容。“科创山东”委员服务团发挥优
势，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助力科创型企业解决融资问题，体现了应有
的责任担当。省政协将进一步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优势作用，组织引导
政协委员持续走进园区、走进企业，扎实做好各项服务助企和协商监
督、建言献策工作。各委员服务团要常态化开展多样务实的“一起益
企”活动，提供更多政策惠企、创新强企、文化进企、公益助企、环
保为企、法律护企等方面服务，助力企业发展。希望金融机构优化产
品供给，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企业要主动了解惠企政策，坚定发
展信心，持续研发创新，不断做大做优做强。

“云话山东”系列外宣活动

第六期启动
  □记者 徐付彪 报道
  本报乐陵6 月12 日讯 今天，“云话山东”系列外宣活动第六
期“服务企业走出去 推动外贸上台阶”专题宣传活动暨德州专场启
动仪式在德州乐陵市杨安镇调味品博物馆举行。
  据悉，此次“服务企业走出去 推动外贸上台阶”专题宣传活动
由省委外办、省委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商务厅、省侨联共同主
办，旨在进一步推进宣传、外事、商务、侨务资源下沉，更好服务经
济、服务企业、服务发展，打造国际传播能力强省。该活动将持续至
11 月，以德州市为首站，深入全省重点外贸企业，推动“外事讲
堂”走进基层，深入挖掘“走出去”典型案例、破解转型难题、宣贯
惠企政策，通过“案例挖掘+政策宣讲+国际传播”三位一体模式，
展示山东外贸新成就，助力全省外贸企业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

山东开展青少年健康体检

活动1 . 2万余场次
  □记者 杨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记者从山东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获悉，
为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近年来山东部署开展“五老”助青少年
健康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全省各级关工委积极联系协调教育、卫生健康等有关部门，推动
青少年健康体检、近视防控和心理健康等工作，共计开展健康关爱活
动6 万余场次，受益青少年300 多万人次，帮扶困境青少年6 . 7 万余
人。省关工委将“五老”助青少年健康工作作为重点，印发了“五
老”助青少年健康的实施方案和具体措施。各级关工委动员“五老”
志愿者，特别是卫生健康系统老同志组建1514 支“五老”助青少年
健康志愿服务团队，2 . 1 万名“五老”志愿者积极参与。依托“五
老”工作室和孤困儿童志愿服务团、“五老”志愿者协会等平台，开
展了健康科普进校园、咨询义诊、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普查等活动，其
中，青少年健康体检活动 1 . 2 万余场次，近视防控活动 3 . 5 万余场
次，心理健康活动1 . 6 万余场次。
  下一步，全省各级关工委和广大“五老”志愿者将不断推动“五老”
助青少年健康工作取得新发展，为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献智出力。

　噪夏种方面，全省玉米已

播 22550066 .. 55 万万亩亩，其中机播

玉米 22449900 .. 55 万万亩亩，上阵玉

米播种机 1122 .. 11 万万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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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噪截至6 月 12 日，全省小

麦已收 44661122 .. 99 万万亩亩，约占应

收小麦面积的 7766 .. 22%%（日收

获 445599 .. 22 万万亩亩），其中机收 44559999 .. 66 万万亩亩，

当日上阵联合收割机 99 .. 66万万台台

    66 月月1122 日日，，在在青青岛岛西西海海岸岸新新区区大大场场镇镇的的市市级级
绿绿色色增增粮粮先先行行区区种种植植基基地地内内，，联联合合收收割割机机在在收收割割
小小麦麦。。（（□□记记者者  李李媛媛  通通讯讯员员  宋宋林林继继  报报道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