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田 第582期

热线电话：(0635)8517099 Email：dzrblcxw@163.com 11

  □ 本 报 记 者  胡 磊 孙亚飞
    本报通讯员 刘胜男

  近日，记者走进冠县北方交通设施有限
公司的产品展厅，看到一款由三层M型护栏
板组装而成的高速护栏展品，高出旁边普通
高速护栏展品20厘米。
  “这款M型高速护栏板是根据客户要求
专门定制的。”冠县北方交通设施有限公司
总经理刘涛介绍，京雄高速建设初期，公司
接到了一份特殊的“订单”，那就是按照客
户提供的图纸打造一款美观大方、缓冲力更
强的新型高速护栏板。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
企业、全省最大的交通设施生产企业，公司
果断接下了这份“订单”。
  “按照图纸上的参数，这款高速护栏在
宽度、深度、波形等方面都与普通高速护栏

不同，所以需要我们的技术团队设计一条与
之相匹配的生产线。当然，最后的结果是令
客户满意的，产品也顺利安装在京雄高速
上。”刘涛介绍，“后来，在京哈高速招标
中，这款产品又成功中标。目前，我们正按
照订单要求陆续发货。”
  冠县北方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专注于高速
护栏板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除了在国内市
场占有重要份额外，还成功销往非洲、欧
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并与印度、澳大利
亚、韩国等国客商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
  “像冠县北方交通设施有限公司一样的
企业还有很多。”冠县重点项目服务中心七
级职员郭兰光介绍，该县钢板产业由钢压延
加工业与护栏板加工业两大部分组成，也是
冠县的优势主导产业，发展至今已有30多年
历史，现已形成以冷轧板、镀锌板、彩涂
板、瓦楞板和交通设施产业为主的规模化产
业集群。目前，全县钢板加工企业1233家，其
中规上企业89家，护栏板行业产能900万吨，
约占全国产能的70%。产品出口到东南亚、非
洲、南美等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众多冠县钢

板“明星产品”被用于海内外重大工程。
  近年来，冠县围绕链条化延伸、规模化
集聚、高端化发展，不断推动钢板产业持续
做大做强做优。“我们充分发挥产业链优
势，坚持高端化提升、品牌化建设、智能化
改造、绿色化转型，不断‘链’动新质生产
力，推动链上企业从‘铺天盖地’迈向‘顶
天立地’。目前，全县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
个，山东名牌产品2个，山东省著名商标5
个，镀涂钢板制品产业集群入选国家级特色
产业集群、山东省2024年度数字化转型产业
集群试点。”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钢板产
业链“链长”朱明宪介绍，冠县谋定高质量
“请进来”与高水平“走出去”，市场开拓
实现新突破。2024年6月，在冠县举办的
“好品山东 鲁贸全球”中国·冠县2024钢
板产业对外开放暨国际精准采购大会上，俄
罗斯、阿联酋、印度等35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余家采购商齐聚冠县，签订合作订单246
份，成为展现冠县钢板产业集群优势和力量
的有力佐证。
  而为弥补产业链上游存在的冷轧板缺

口，2024年，冠县又积极引进了镀锌铝镁钢
板及电力设备支架和机舱件项目。“该项目
可年产100万吨冷轧板，除自用外还可向下
游镀涂生产线供应，是一个从热轧卷到酸洗
板、冷轧板、镀铝锌镁钢板，再到电力设备
支架的全产业链项目。由于该项目临近冠州
国际陆港，凭借‘近铁加工、临港生产’的
港产融合天然优势，铁路运费较公路降低
30%、钢材前置仓集中采购降低原料价格
10%、‘冠之链’供应链金融降低融资成本
5%，每年可为企业节约成本7000万元左
右。”项目负责人刘虎介绍。
  “我们又多次组织主管部门、企业召开
钢板产业发展分析联席会议，在政策、资
金、市场等方面实现信息互通共享，共同助
力钢板企业降成本、拓市场、增效益。”朱
明宪介绍，冠县还积极与阿里国际站、中国
制造网等跨境电商企业对接合作，全力支持
冠县钢板企业进出口贸易。据统计，2024
年，冠县钢压延加工业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
250.7亿元，同比增长5.1%；护栏板加工业累
计完成工业总产值90亿元，同比增长8.4%。

拥有钢板加工企业1233家，产品出口120多个国家和地区

冠县钢板产业“链”动新质生产力

  □ 本 报 记 者  高 田
    本报通讯员 张晓宇
  
  6月23日，东阿县鱼山镇鱼中村稻田公
园里，插秧机穿梭往来，嫩绿的秧苗整齐排
列，在风中轻轻摇曳。“麦收一结束，我们
就争分夺秒整理土地，清理小麦秸秆、粉碎
麦茬、蓄水保墒，今年计划完成500亩水稻
播种。”东阿鲁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张鹏说。
  鱼山镇作为聊城沿黄的鱼米水乡，其出
产的鱼山大米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凭借
优良口感，吸引了山东鲁耘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在此流转土地，大力发展大米种植产业。
  在鱼山镇曹植墓景区西侧，稻香驿站即
将开门迎客。鱼山镇鱼山新村党委书记房奇

告诉记者：“鱼山镇因丰富的水资源享有
‘聊城小江南’的美誉，稻米种植历史源远
流长。”今年，鱼山镇在传统种植的基础上
大胆创新，不仅引入新品种、种植彩色水
稻，还积极开展稻鸭、稻虾共养项目。未
来，游客在这里既能品尝香甜可口的大米，
又能体验下田摸鸭蛋、捉小龙虾的乐趣，真
正实现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鱼山镇还是曹植文化、梵呗文化的重要
发源地，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植
墓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鱼山梵呗”。凭
借丰富的文化资源，东阿县全力打造“鱼山梵
韵·七星诗章”衔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
  据鱼山镇党委书记张振光介绍，“鱼山
梵韵·七星诗章”片区沿黄河岸线蜿蜒4.05
公里，串联起周边7个自然村，片区创新成

立临时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联动7个村
级党组织，将7个村整体纳入景区功能延伸
区，搭建跨村联建平台，实现整片推进、整
体提升。以“党支部+运营平台”为基本框
架，成立村集体品牌运营中心，优选鱼山大
米、“鱼山红”樱桃等特色农产品，进行统
一包装运作，拓展线上线下多维市场。同时，
打造提升童梦亲子园，融合梅花鹿养殖、莲藕
经济等多元业态，实现年收益130万元。
  “在打造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前期，我们
发现村内存在民居长期闲置的情况。于是，
我们联合东阿鲁森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流转村
民闲置民居，统一装修设计，打造了煎饼
馆、魔术馆、根雕馆、曹植书画院等多个民
俗项目。这些项目不仅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
东阿鱼山风土人情的重要场所，也深受中小

学生研学团队的喜爱。同时实施业态改造提
升工程，有效推动文化资源产业化发展。”
鱼山镇镇长刘灿介绍。
  “没想到书中的历史人物离我们这么
近，家乡的文化底蕴如此深厚，值得我们好
好学习。”在曹植墓前，刘集镇中心小学孟
村校区六年级学生杨修轩说。
  在飞鸟民俗巷根雕馆内，根雕艺人曹传
泽将原本要进灶膛的树根，加工成极具观赏
趣味的艺术品，形态各异的根雕作品令研学
学生和游客赞叹不已。
  “鱼山梵呗”声悠扬，黄河岸边稻花
香。在鱼山镇，“鱼山梵韵·七星诗章”衔
接乡村振兴集中推进区让农业、文化、旅游
相互交融、相互促进，一幅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动人画卷徐徐展开。

鱼山梵韵、黄河稻浪绘就共富图

农文旅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记 者 薛良诚
   通讯员 金增秀 报道
  本报聊城讯 6月20日，“兴聊号”百
镇千村直通车驶入东阿县牛角店镇中心卫生
院，在现场，义诊专家评估病情、解疑答
惑，并为老人建立健康档案。近年来，聊城
市卫生健康委精准发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
直达基层，有效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
能力。
  坚持靶向破题，疏通基层医疗“毛细血
管”。人才、技术、服务能力等瓶颈，成为
制约医疗资源均衡化的难点。聊城以“兴聊

号”百镇千村直通车为抓手，以基层医疗需
求为切入口，组织专家团队深入基层，开展
覆盖老年病、儿科、中医康复等多学科的免
费义诊；通过疑难病例教学式查房及现场剖
析，以及基层常见病、急救技能等专题培
训，“手把手”沉浸式诊疗示范，为基层医
疗队伍持续“充电”，有效提升基层诊疗规
范化水平。
  坚持机制创新，构建基层医疗“造血体
系”。市卫健委通过“管理+技术+人才”等形
式，打通优质资源下沉的“高速通道”，实
现资源持续输送。截至目前，全市已建设10

个医联体、11个医共体、34个专科联盟。以
“传帮带”体系为核心，一方面通过专家驻
点带教提升临床能力，一方面推动基层医生
到上级医院进修深造，打造“留得住、用得
上”的基层医疗队伍。同时，建立医学检
验、医学影像、心电诊断、病理诊断、消毒
供应等五大共享中心，并依托“云上医共
体”智慧平台，打通检验检查、远程会诊、
双向转诊数据通道，推动基层医疗设备共享
与信息互通，提升县域内常见病、多发病诊
疗服务能力，确保县域就诊率90%以上。
  坚持系统思维，擘画基层医疗“立体蓝

图”。建立常态帮扶制度，织紧智慧医疗网
络，打通分级诊疗路径，系统性推进基层应
用“互联网+医疗健康”，采取远程会诊、
线上问诊等模式，以信息化技术提升基层服
务效率；制定专家团队驻点时长、基层医生
进修频次等标准，确保帮扶工作不走形式、
不减力度。尤其是聚焦基层医疗服务短板，
深化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完善双向转诊流
程，畅通医疗资源流动渠道，打造形成“基
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
的高效就医新格局，切实提升群众医疗服务
获得感、幸福感。

聊城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直达基层

  □记 者 孙亚飞
   通讯员 解 斌 报道
  本报高唐讯 “1945年家乡解放后，我
目睹共产党一心为民的作风，内心充满向
往。虽然我的入党之路一波三折，可我始终
坚信是共产党给了我一切，我要一辈子跟党
走。”年逾九旬的高唐县政协原副主席徐锡
奎目光如炬，回忆峥嵘岁月满是自豪。1956
年入党的徐锡奎，向大家传递着纯粹而坚定
的信仰。这份信仰穿越战火与岁月，历久弥
坚，发人深省。
  6月20日，由高唐县委组织部主办的

“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老干部口述历
史”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来自高唐县的7位
老干部、老企业家，围绕“初心如磐——— 我
的入党故事”，为现场的年轻党员讲述了一
堂特殊党课。
  “我从盐碱地里走出，带领群众改天换
地，摘掉了吃粮靠统销、花钱靠贷款、生活
靠救济的‘三靠’帽子……”作为“共和国
同龄人”，高唐县政协原主席李玉兰，始终
践行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
  “我接受党的教育、做党的工作，全身
心地热爱党、拥护党。从农村青年到企业领

头人，我带领时风集团从小修配厂起步，发
展成全国知名的农机企业，推动企业发展与
国家需求同频共振，用实际行动书写‘一生
为党’的答卷。”1975年入党的时风集团原
董事长刘义发的发言掷地有声。
  一个个真实故事，一段段深情回忆，让
在场的每个人都深受教育。潍坊银行高唐县
支行行长刘蕾说：“前辈们用一生践行入党
誓言，这是最生动的教材。他们身上‘听党
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如明灯指引我们
前行。我们将紧扣高唐发展大局，以金融力
量服务地方，为中国式现代化高唐实践再立

新功。”
  “老党员们的入党故事，不仅是个人的
宝贵财富，更是党员干部扎根基层、不辱使
命的生动缩影，如同永不熄灭的精神灯塔，
照亮后来者前行的道路，激励着新时代奋斗
者在强国复兴的征途上，续写‘永远跟党
走’的忠诚篇章！”高唐县委常委、组织部
部长、统战部部长、县委党校校长邢海龙表
示，将蕴藏在老党员身上的红色记忆与精神
富矿，转化为全县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的
鲜活教材，让信仰之光永不熄灭，让奋斗之
志代代相传。

老党员讲堂课：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

  □记者 高田 报道
  本报聊城讯 6月27日，“2025大运河非遗旅游大会暨
河和之契：黄河流域、大运河沿线非遗交流展示周”活动开
幕式在聊城举行。
  展示周期间，主办方在水上古城主街区开设非遗大集，
打造非遗大舞台、遇见水浒、非遗食神汇、长街夜宴、非遗
好物街、山东非遗宝藏、聊城非遗密码、“东昌书香”诵
读、非遗亲子游等9个沉浸式非遗场景。
  活动期间，还举行“山东省非遗发展共创营”项目，邀
请抖音非遗传播领域达人及MCN机构负责人，与非遗代表
性传承人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分享非遗线上传播推广方法，
助力非遗保护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非遗创新
创造活力，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非遗，为非遗的传承与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
  近年来，聊城深化系统性保护，打造产业化传承发展体
系，激活融合发展动能，加快“走出去”步伐，让非遗更加
密切融入百姓生活、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此次活动为聊城做
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搭建了重要平台。聊城愿与沿黄沿运
各地市深化合作，全面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利用，共同
守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5大运河非遗旅游大会举行

  □记者 孙亚飞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关
于公布山东省绿色低碳城市试点的通知》，经各市申报、形
式审查、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确定聊城市等12个城市（城
区）为试点。
　　通知要求，各试点城市（城区）要认真对照《山东省城
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山东省绿色低碳城市试点建
设要点》等要求，结合本地实际，以推动城乡建设绿色低碳
发展为主线，进一步完善试点实施方案，科学确定建设目
标、指标体系、建设任务及重点项目。
  近年来，聊城市大力推进绿色建筑全过程管理，主城区
新建民用建筑全面执行二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划定高
星级强制实施区。据统计，“十四五”以来，全市新增绿色
建筑超2200万平方米，新建民用建筑实现节能标准执行率达
到100%。同时，着力推动绿色建材“延链、补链、强链”，
规上企业达266家，冠县镀涂钢板制品跻身国家级产业集
群，东阿新型建材、茌平绿色环保建材获评省级产业集群。

聊城入选

全省绿色低碳城市试点名单

  □记者 薛良诚 报道
  本报聊城讯 近日，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025年度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名单公布，聊城市207家企业入选，有效期
内企业达950家，总量位居全省第6。截至目前，全市拥有创新
型中小企业1811家，瞪羚企业9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3
家，形成了基础稳固、层级明显、引领效果较强的优质中小
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也成为推动全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聊城持续构建优质企业“热带雨林”成长生
态，引导和鼓励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强化引导机
制。出台《聊城市优质企业“热带雨林”三年培育计划》
《聊城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条措施》等文件，构建土
壤肥沃、养分充足的“热带雨林”生态。创新培育路径。创
新“六变”工作法突破常规、精准培育，创新“伴航”孵育
模式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强化建库、培育、出库动态管理，
量身定制培育方案，精准梳理薄弱环节，靶向完善提升。完
善服务生态。建立健全部门联动机制，加大对中小企业集
群、创业创新基地的引导和管理力度，注重对企业创新能力
的长效提升，加强工作的实效性和连续性。近年来，全市省
级以上优质中小企业连年翻番增长，相比2021年的99家增长
近10倍。

聊城新增207家

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记者 薛良诚 通讯员 张静义 报道
  本报聊城讯 看场景、学标杆、找差距、促行动，6月
24日，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组织开展轴承产业中小企业数
字化转型暨“我为企业找订单”临清对接会。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推动中小企业精准对标，促进成功经
验的广泛复制与协同转型，全力打造“一链一标杆、一县一
特色”的数字化转型示范网络。通过“我为企业找订单”对
接会，搭建起一个高效便捷、资源丰富的供需对接平台，助
力企业拓展市场版图，寻求更多合作机遇，实现更好更快
发展。
  活动邀请山东省宇捷轴承制造有限公司、山东博特轴承
有限公司等在数字化转型领域成果斐然的标杆企业代表分享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宝贵经验、创新做法以及产品独特优
势。参会企业现场观摩了山东泰扬精密轴承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中力企业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临清市海瑞轴承制造有
限公司MES、ERP等数字化系统建设及运行情况。此外，中
轴网（山东）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企橙科技公司等专业
服务机构，通过精彩的专题分享，切实帮助企业解决传统获
客方式面临的痛点与难题，充分挖掘AI智能化获客的巨大
潜力，助力企业拓展市场，实现业务增长。

“我为企业找订单”走进临清

  □记者 高田 通讯员 张旭 报道
  本报临清讯 在临清市新华街道胡里庄村的葡萄架下，
一串串葡萄长势喜人，果农张传河长舒了一口气。4个月
前，农行临清市支行一笔6万元的“惠农e贷”，如一场“及
时雨”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葡萄苗追肥、灌溉设备维修都需要钱。”张传河说。
正当他焦头烂额时，农行临清市支行个贷中心客户经理汤冬
生走进了张传河家，并向他推荐了无需抵押、快速放款的
“惠农e贷”。第二天，6万元贷款便准时到账。
  近年来，农行临清市支行针对农户“短、小、频、急”
的资金需求，将服务端口前移，建立村庄走访机制，客户经
理穿梭于田间地头，及时掌握村民的资金需求和信用状况。
“我们发现，很多农户需要的不是‘大钱’，而是关键时刻
的‘小钱’。”个贷中心负责人介绍，像张大爷这样申请5
万-10万元贷款的农户占比超30%，这些资金多用于种苗升
级、小型设备购置或短期周转。据统计，2025年以来，农行
临清市支行累计发放农户贷款8.8亿元。

关键“小钱”帮大忙

农户喜迎“及时雨”

  □记 者 薛良诚
   通讯员 赵玉国 初保昌 报道
  本报聊城讯 6月25日，在聊城市茌平
区贾寨镇宏官家庭农场，农民正驾驶播种机
进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作业（右图）。
  近年来，茌平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加
大智能农机推广及农技指导力度，积极鼓励
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等新型经
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代耕代种等方式开展
规模化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全区今年预
计达到1.8万亩。

茌平区家庭农场

带状复合种植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