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徐付彪

   本报通讯员 于春芝 苏安矗

  “新购置的 3 台农机具，能拿到2 万元补
贴！”日前，乐陵市铁营镇学成农机服务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闫学成提交完农机购置补贴相关
材料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铁营镇学成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是农机购
置补贴惠民政策的受益者之一。“去年，我们
更新设备，一口气上了10台新农机具，3万多
元补贴稳稳打进卡里。”闫学成指着院里整齐
排列的机械说，“购机成本降了，高效农机用
得起，干活更快、开销更省。申请也方便，钱
直接打到‘一卡通’，又快又省心。”
  闫学成坦言，大型农机具动辄十几万元甚
至几十万元，农户或合作社的购买力有限。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给他们帮了大忙。目前，他
们的合作社拥有大型农机30 余台（套），包括
无人驾驶收割机、辅助驾驶导航拖拉机、汽吸
式玉米小麦精播机、大型深耕深翻机、无人植
保飞机以及大型卫星平地机。自中央财政实施
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来，他们合作社已累计享
受补贴60余万元。
  “智慧农机”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效益。“我们的无人驾驶收割机，能减少机
收损失率约1% ，辅助驾驶导航拖拉机可确保
精准行距，玉米精播机可实现株距‘零误
差’。”闫学成介绍起合作社的设备如数家
珍，今年新购置的高性能玉米精量播种机作
业速度快、播种均匀，减少了重播漏播，能
节省种子，且播种深度一致，可保证苗齐苗
壮产量高。依托这些先进装备，合作社每年
提供专业化农机托管服务面积达2万亩，助力
托管农田亩均年增产约100公斤。
  乐陵是“农业大县”，近年来，在政府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推动下，农户及合作社购买
农机的积极性持续被激发，农机销售订单不断
增长，尤其是智能化农机具受到广大农户和合
作社的青睐。截至目前，全市农机保有量达 2 万余台
（套），涵盖大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北斗定位导航设
备、无人机等多种现代农业机械。
  今年以来，全市农机购置补贴工作推进有力，已完成
结算农机45 台（套），兑付补贴资金44 . 79 万元；待结算
补贴金额192 . 86 万元。更多农户的购机需求正获得有力支
持。“农机补贴资金的精准快速发放，有效降低了农业生
产主体装备升级的门槛。”乐陵市农机推广中心农机管理
股股长孟庆洲表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不仅加速了农业机
械化、现代化进程，显著提升了作业效率和质量，更为粮
食稳产增产和农民持续增收筑造了坚实的装备基础。

  □ 本报通讯员 刘 潇 张小璐

    本 报 记 者  贺莹莹

  塔吊巨臂挥舞，运输车辆穿梭，建设者
挥汗如雨…… 6 月 5 日，踏入德州天衢新区
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扑面而来的是一幅幅热
气蒸腾、只争朝夕的火热图景。中德碳谷—
碳中和产业展示中心、天衢金融中心及数字
智慧产业园（金街云谷）等一批“重头戏”
项目，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拔节生长，发生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它们将强力推动新区产
业能级节节攀升。
  在中德碳谷—碳中和产业展示中心，这
座承载“双碳”使命的现代化建筑已现雏
形。项目负责人陈国庆介绍，目前，主体结
构、展厅内展沟、墙面板安装等关键节点工
程已完成，空调通风系统调试、智能化设备
安装、前厅精装吊顶等工序正火力全开、高
效穿插推进。“我们创新采用穿插施工模

式，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提前布局室外地
下管网等配套工程，全力冲刺8 月整体交付
目标。”陈国庆信心满满地说。
  与中德碳谷遥相呼应，天衢金融中心及
数字智慧产业园（金街云谷）一期工程同样
进展顺利。主体建筑外立面幕墙安装已近尾
声，室内精装修工程全面铺开。“项目总体
进 度 已 完 成 6 0 % ， 年 底 将 通 过 竣 工 验
收。”项目负责人李明轩表示。该产业园
将聚焦金融科技、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
依托智慧化运营管理体系，致力于打造成
为区域金融创新的策源地与数字产业集聚
的强磁场。
  “上一个新产品、搭一条新产线、建一
个新园区”——— 天衢新区产业创新与生态构
建的故事正在火热续写。在日彩（德州）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 万吨高端绿色环保食
品包装智能制造项目现场，繁忙有序的生产
景象跃然眼前。
  “我们在青岛、南通、成都已有布局，

此次落子天衢新区，正是看中了其毗邻京津
冀的黄金区位和便捷交通网络。”日彩（德
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唐德侨道出战
略考量，“市场需求旺盛，物流成本优化，
选择德州天衢新区建设京津冀区域工厂，是
经过充分调研和统筹后的最优解。”
  “目前，纸制品包装和热成型两个车间
以及办公研发楼、食堂均已竣工投用，整体
进度较预期至少提前1个月。”唐德侨说，
“从土地审批到施工许可，从土方回填到主
体建设，每个环节都畅通无阻。”
  在先导科技半导体激光雷达及传感器
件产业化项目现场，工人们正紧锣密鼓地
施工。“厂房建设已完成80%，预计8月底主
体封顶，10 月底设备进场，12 月底前可进
入试生产阶段。”项目负责人谢文庭介绍。
项目建成后，不仅将为区内英望手机、恒芯
电子等企业提供关键配套，更将助力德州
补强从材料、外延、芯片制造、封装测试
到器件模组及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生态

链，填补天衢新区在第二代半导体制造环
节的关键空白。
  贯通上下游，连接内与外。天衢新区将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成电路）确立为
“一号产业链”，通过高标准的产业规划与
空间布局，集中要素资源精准发力。随着有
研、立讯等“链主”企业的相继落户，中国
集成电路关键材料基地（德州）项目建设快
马加鞭，一个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石、封装测
试为核心、终端应用为牵引的“一核多元”
产业新格局加速成型。
  从拔节生长的楼宇到高效运转的车间，
从加速集聚的产业到日趋完善的生态，当
下，天衢新区强力推进100 个重点项目，包
括科技制造类54 个、服务业类22 个、社会
民生类24 个。 36 个省、市实施类重点项目
和 45 个区级实施类重点项目已录入省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库，截至目前，已完成
年度计划投资的54 . 8% ，其投资额度、推进
速度均优于时序进度。

  □ 本报记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马俊良 董少伟

  生活中，寄送快递、包装货物，大大小
小的纸箱随处可见，纸箱上文字简洁、图案
精美。那么，大型印刷机是如何将各种纸板
送入设备的呢？
  在德州庆云经济开发区，有一家专业从
事印刷设备前沿送纸系统的生产企业——— 山
东小森精工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森精
工）。 6 月 10 日，小森精工 5G 智慧仓储车
间， 3 台AVG 无人叉车协同工作，精准拿
取、搬运料箱、分类送达，每一道工序都由
“数字大脑”精准操控。成品仓库内，型号
不一、适配不同印刷机的前沿送纸系统正在
装箱发货。
  小森精工成立于2017 年，是一家专业研
发生产前沿送纸系统的企业，企业自主研发
产品前沿送纸台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80% 以
上，是国内行业领军企业。传统送纸系统前
部由真空负压吸住纸板再送到纸轮上，通过
轮子转动把纸板送至印刷机后端。由于大纸
板重量大，增加夹持力会造成纸板褶皱，从

而印刷行业对前沿送纸系统提出了更高的精
准化市场需求。
  为此，2021 年，小森精工启动智能化、
精细化生产项目改革，联合西北工业大学，
引进5G 互联网技术、智能化生产设备，提
升产品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
  在小森精工指挥中心的数字大屏上，库
存原料的种类和数量、在产订单的进度和交
付期限以及新订单需增加采购配件有哪些，

一目了然。“看，正在生
产的是河北省东光县的
订 单 ， 哪 个 型 号 已 完
工，哪个型号还要几天
交付，都能从大屏上查
看，即便是出差，也能
从手机上实时查看。”
小森精工总经理郝毅介
绍， 1000 多个探头、传
感器“藏”在产线上默
默运行，自助导引运输
车穿梭，1 . 7 万平方米的
车 间 装 上 了 “ 数 字 大
脑”，20余台套生产设备
“云上忙生产”。目前，

企业的生产自动化率超90% ，先后荣获“专
精特新”“四新企业”“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应
用试点”等称号。
  随着产线智能化水平提升，生产精细化
水平同步提高。小森精工技术总监郝海森介
绍，前沿送纸系统应用中要处理不同长宽、
厚薄的纸张，传统齿轮机械不能满足需求，
企业自主研发的伺服免压轻压送纸系统能实
现超宽超长、不同厚度纸张的精准传送。设

备完成前沿送纸7～10 组后，最大误差允许
在±0 . 15 ～ 0 . 25mm 之间。过去，这类高精
度前沿送纸设备依赖进口；而现在，小森精
工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了突破。
  在机床加工车间内部南侧，一个由磨砂
玻璃建成的房子引人关注。推门而入，6 个
上锁的铁皮橱柜排列在房间两侧，任意打开
其中一个，只见型号大小不一的各种机械刀
头排列其间。小森精工建有行业内唯一的机
床刀具智慧管理中心，根据产品生产需求，
经过数控刀具检测仪核验，选取最适合的刀
头用于机床加工，这也是企业产品精准度、
精细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关键要素之一。
  “智改数转网联”走深走实，小森精工
转型升级带来乘数效应。产品和物料管理融
合二维码移动扫码识别技术，实现过程质量
正向、逆向全过程可追溯。工厂关键设备联
网率100%，生产效能提升38%，订单准时交
付率提升60% ，运营成本下降34 . 7% ，给企
业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效益。
下一步，随着印刷市场不断细分，小森精工
将持续在智能化、精细化上用力，不断提升
生产效能和产品质量，为更多印刷企业提供
专业化解决方案。

  □ 本报记者 贺莹莹

   本报通讯员 郭吉显 李梦娇

  “早上从网上开药，下午就快递到家，
这种方式太适合需要经常复诊的老年人了，
给家人省了不少麻烦。”刘女士说，她父亲
患有帕金森综合征，是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
州医院神经内科的老病人了。由于需要定期
随访和配药，她父亲每次都需要从临邑县赶
来德州城区进行复诊，来回奔波，辛苦又费
时。“我长年在北京工作。父亲复诊路程来
回100 多公里，作为子女很不放心。过去，
我都是求助亲戚帮忙接送。”刘女士说，当
得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互联网医院
开通网上复诊业务时，她立即通过手机操

作，体验了“在线复诊、送药到家”服务。
  作为患者，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一趟
一趟往医院跑。从2022 年底，山东大学齐鲁
医院德州医院互联网医院开通线上就医功
能，适用于病情稳定的部分常见病慢性病及
出院复诊患者。前不久，该功能又进行全面
升级，可提供网上复诊、网约护士、自助开
单及快递配送药品等服务，患者可居家通过
手机发起复诊咨询，支持在线开具药品和检
查检验项目。 
  “崔大夫你好，我1个月前脑梗在咱们科
住院，现在按时吃着药，有需要调整的么？
还需要进行其他检查吗？”“你好，你把出院
记录拍照发给我。吃着这些药，需要复查血
常规、肝肾功能、血脂血糖等。查完血之
后，根据结果，调整部分用药。”午饭时

间，线上医生、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崔明鹏收
到互联网医院App 弹出的一条问诊信息，他
及时进行了回复。如今，每日查房前后，他
习惯看一下是否有线上问诊的患者，有效利
用碎片化时间进行处理。“我们科室70% 以
上的患者为脑梗慢性病患者，需要终身服药
的占多数，最短的一个月就需要来医院进行
复诊。”崔明鹏说，以一日坐诊为例，每日
最多接诊50个患者，其中40%为复诊患者。
开通线上复诊后，可以让更多患者有就诊机
会。此外，医生还可通过患者的挂号信息，
调阅他在院内的历史信息，包括电子病历、
开药信息、检查报告等，在“云诊室”里通
过语音、文字、图像等方式与患者进行沟
通，开具患者需要的药品和检验项目。值得
一提的是，医生在线开药时需使用电子签名

认证，药师通过医院内部系统审核后签名，
确保处方合理合法合规。
  线上就医功能对就诊流程进行了重塑再
造，将慢性病、常见病的复诊患者引流到线
上，提高了患者就医效率，节约了就医成本。
  记者了解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
院互联网医院现有用户注册量 60 . 87 万人
次，目前线上排班的有44个“云诊室”，606
名注册医生，96名网约护士，已累计线上服
务复诊患者6 . 6 万人次，线上自助开单业务
量累计9万余次。前不久，根据患者需求，
该互联网医院还开设了儿牙咨询以及查体报
告免费线上解读功能，开设了医技检查预
约、多院区诊疗数据共享、一键入院等功
能，并完善了网上挂号小程序中门诊患者预
就诊服务，提升了患者就医体验。

  □通讯员 邢晓倩 李坤仁 记者 贺莹莹 报道
  本报齐河讯 近日，山东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
革专项小组办公室与山东省水利厅先后印发相关通知，齐
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提报的“推行竣工投产服务‘一件
事’”“推行能评、水保等智能审批”“探索运用AI大模型
辅助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探索开展涉水许可‘菜单式’
集成审批”等4项改革入选省级试点清单。
  “几分钟就拿到了许可决定书，真是太方便了！”前
不久，齐河县齐泰城乡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张孝民
在政务服务网提交了水土保持（告知承诺制）审批申请，
很快就拿到了批复。如此高效的审批速度，得益于齐河县
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智能辅助审批系统。该系统将审批流程
中人工重复操作、不涉及主观意识判断的环节，固化为智
能审批流程，综合运用智能抓取、智能比对、智能填报、
智能秒批等8项技术手段，实现告知承诺制事项“全过程
无感审批”、非告知承诺事项“智能化辅助审批”。通过机
器人自动运行智能审批，实现信息快速传递、处理和共
享。目前，齐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已累计推出智能审批目
录170个，审批效率提升70%。
  不仅如此，齐河县还在全市率先试行涉河涉水“一件
事”改革。针对评审类事项专业性强、涉及中介类型复
杂、材料不统一、评审周期长等问题，齐河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联合德州市生态环境局齐河分局、齐河县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齐河县水利局等部门，出台了《齐河县建设项目
涉河、涉水“一件事”工作方案（试行）》。改革实施后，
建设项目涉河、涉水“一件事”的审批时限缩短约40% ，
节约报告编制费用约40%，申请材料减少35%以上。
  近年来，齐河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扎实推进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累计推出“高效开工一件事”“租
赁土地办理建设手续”“工业标准厂房极简认定”等惠
企政策50 余项，推动审批全流程压减申请材料75 件，精
简办事环节 30% 以上，项目落地时间从 120 天压缩至 30
天，推动各类工程建设项目早开工、快开工，助力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提升。未来，该局将以落实省级试点任务
为契机，坚持优化创新，持续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
度改革，努力在提升政务服务质效上求革新，在增强企
业和群众办事便利度上求突破，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办
事的体验感和满意度。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徐成健 报道
  本报禹城讯 “哇，这片向日葵开得
好美啊！”“来，换个角度拍一张。”芒种
过后，禹城市市中街道魏寨村东南角的
45 亩向日葵进入盛花期，金灿灿的花海
与翠绿的田野交织成景，吸引众多游客慕
名前来打卡拍照，成为禹城城郊夏日一道
亮丽风景线。
  “品种是油葵，你们看这个葵花盘多
大，今年要大丰收喽！”种植户郎洪军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他介绍，油葵生长周
期短，适应性强，管理相对简单。“这片
油葵是3 月中旬播种的，6 月中下旬就能
收获了。现在有一些发黑的葵花盘就是率
先成熟的。”
  由于魏寨村的土壤呈碱性，含盐量
高，种植小麦收成不高，而油葵具有一定
的耐盐碱性，适合在这里种植。去年，
郎洪军小试牛刀，种了10 亩油葵并取得
成功。今年，他将油葵的种植面积扩大
到了45 亩。郎洪军称，油葵亩均产籽量
约500 斤，每亩纯收入约600 元，等油葵
收割完后，紧接着种上秋玉米，还能增加
一份收入。
  油葵花开，是风景，也是“钱”景。
近年来，市中街道因地制宜探索“农业＋
文旅”融合发展路径，通过规模化种植油
葵等特色作物，打造集观赏性与体验性于
一体的田园景观，赋能乡村振兴。

聚焦抓项目扩投资促消费

油葵花开，是风景，也是 “钱” 景

天衢新区一批 “重头戏” 项目拔节生长

德州好品行天下

小森精工自主创新，前沿送纸系统实现突破———

精准传送，打磨新 “印力”

追踪 “吨半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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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河4项审批改革
入选省级试点清单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线上服务复诊患者6 . 6 万人次

云端续方 送药到家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徐成健 报道
  目前，禹城市市中街道魏寨村东南角的45亩向日葵进入盛花期，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拍照。

  □通讯员 李阳 记者 张海峰 报道
  本报平原讯 “今年种了多少亩小麦？农机够不够
用，有没有乱收服务费？”连日来，平原县纪委监委工作
人员来到田间地头，了解“三夏”生产情况，帮助粮农解
决遇到的难题。
  平原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机调度、农资保障、粮食收
储、惠农资金管理等关键环节，整合“室组地”监督力
量，建立专项监督、日常监督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机制，
压紧压实责任等，为全县89 . 07 万亩小麦稳产增收提供保
障。充分发挥派驻机构“探头”作用，聚焦农机作业重点
环节开展靶向监督和服务，推动涉农职能部门成立4个技
术服务队，在京台高速公路两个出口设立小麦机收跨区作
业服务站，为机手提供便利服务。下沉一线协调解决晾晒
场地、用水用电等实际问题，县、乡、村公众场所敞开大
门，为群众提供晒粮服务。紧盯收购政策执行、资金支
付、仓储管理等关键点，实施全程动态监督，严查打白
条、压级压价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聚焦涉农补贴发放、
农业保险理赔等关键领域，通过实地走访、核查台账、抽
查访谈等方式，重点对补贴标准、资金发放等情况开展监
督检查，严肃查处虚报冒领、截留挪用、吃拿卡要等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

平原纪委监委
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记者 贺莹莹 通讯员 马俊良 董少伟 报道
  山东小森精工机械有限公司5G智慧仓储车间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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