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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斐 扈弘毅

临近春节，位于兖州区兴隆庄街道的时代绿能兖州一期250MW光伏发电项
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也是国内首个在采煤沉陷区上应用N型高效双面双玻组
件光伏项目。年均可发电约3.8亿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37.8万吨、二氧化硫
排放量约1.1万吨、氮氧化物排放量约5685吨，为实现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据了解，这个项目是山东省第三批国家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中首个
建成投运的子项目。

2023年，济宁市经济发展“答卷”分量足、成色好，这份给力提气、令人振奋的
成绩单，来之不易、弥足珍贵，凝聚着全市上下团结一心、群策群力的汗水和心血，
更凝聚着全市上下以“争一流、争第一、争唯一”的奋进姿态，持续放大“九大优
势”，强力突破“九大战略”的精气神。

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指标亮眼

重大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压舱石”。
在邹城市白马河畔，矗立着一座座崭新的、恢弘的大型厂房，这里是国内首个

标准化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项目——济宁港航新能源船舶制造项目。该项目是
2023年省重大项目，是全国首个集研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绿色化、智能化、
现代化、标准化新能源船舶制造基地，是我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之
一。这样的项目带来了城市发展理念的更新、创新能力的提升、品质能级的跃升，
为我市激发新动能拓展了发展新空间。

回顾全年，全市上下按照省委加力提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部署要求，全力
以赴抓招商、上项目，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全市上下抓发展的
干劲越来越足，大家锚定“保五争三奔第一”目标，加压奋进、迎难而上，各项工作
齐头并进、全面开花，经济运行呈现向上向好强劲态势。

放眼全市，大项目、好项目越来越多。邹城济宁港航新能源船舶制造、鱼台庚
彩化工等项目投资均突破50亿元，投资体量大，产业带动作用强。曲阜鲁源小
镇、太白湖复兴之路、梁山公明坊等文旅综合体项目，规模体量大，建设标准高，建
成后将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旅游新地标。济宁大安机场、崇德大道等重大基础设
施项目，进一步拉开了济宁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各县市区以跑步前进的劲头抓
项目推进，曲阜惠孚医药、任城金宇石墨烯水处理膜等项目，都是当年落地当年投
产，展现了快干实干的硬作风。

与此同时，我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
政府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的重大部署，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深化助企攀登、建设
制造强市首位战略，聚力构建制造业“高端化集聚、智能化提升、数字化转型、绿色
化发展”新格局，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培优育强、重大项目建设、科技创新驱动不断
取得新进展，制造强市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将全力推进大项目建设、链主企业培育、企业创新创优、数字经济壮大、科技创新
驱动、未来产业培育等重点工作，进一步推动“干部助企攀登”走深走实，持续增强
制造业发展内生动力，全力建设国家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区“中心城市”，为
加速建设济宁新型工业化作出积极努力。

科技创新,注入产业发展新动能

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创新发展理念引领下，芯诺电子从一
家生产半导体芯片的“小工厂”，发展成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
十强产业集群领军企业。“我们生产的达林顿晶体管助力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发
射成功，三极管为嫦娥五号采样返回任务的顺利完成作出了贡献。”芯诺电子总
经理史国顺拿出北京航天发来的感谢信，骄傲地告诉记者。科技含量“高”，体
现了我市动能转换、转型升级的动力和方向，更体现了“聚焦主业、集群发展”的
产业思维。2023年以来，各县市区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抓主导产业发展，
金乡立中锂电、嘉祥祺添动力电池、经开区小鲁锂电等都是围绕宁德时代落地
的延链补链关键项目；金乡聚优树脂等项目都处在新材料产业上下游的关键节
点上；高新区镐成永生中韩装备、兖州芯诺半导体、梁山经典印务、汶上新风光
电子、任城富邦新能源汽车等项目，在各自领域突破了一批“卡脖子”技术，具有
行业领先性；邹城泰玻新能源、嘉祥圣润智能纺纱、兖州益海嘉里粮油等项目，
通过智能化改造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益；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泗水百世博智
能终端基地、经开区新谷数字园等项目抢占数字经济新赛道，为产业发展注入
了新动能。

科技赋能发展，创新决胜未来。2023年，济宁市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2000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00家以上、总量突破1800
家。我市瞄准产业升级的新赛道，部署“强链补链延链”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在智
能制造、高端化工、生物医药等领域破题突围，16个项目获省重点研发计划立项支
持，18个项目入围省科学技术奖。围绕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落地运行山东省先

沉甸甸的高质量发展“成绩单”

全力推进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济宁实践新篇章

进碳材料研究院、山东省稀土新材料研究院等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济宁市高新技
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跃升至49%，发展势头强劲。2023年，我
市培育高新技术企业400家、总量突破1800家，新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88个、达
到773个，6个项目入选省重大创新工程。

“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元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
加快培育创新人才，2023年，我市高规格举办人才科技创新发展大会，聘请11位
院士担任“人才大使”，新入选国家重点人才工程8人，建立了科技人才智库。启
动实施创新平台全覆盖行动，支持行业龙头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共建高能
级科创平台，认定6类176家市级创新平台，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88家。

文旅融合,解锁济宁流量新密码

济宁，星河灿烂，文脉流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植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沃土，2023年，济宁市展现了文化“两创”的丰富性以及抵达的新高度。

2023年9月，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隆重举行，山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
献编纂出版项目——《齐鲁文库》首批成果《齐鲁文库·典籍编》第一辑100册正式
发布。同时，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国际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尼山世界
儒学中心已成为世界儒学研究、儒学国际交流传播、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高地。

从“文化+数字”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尼山对话，到“文化+戏剧”的青
年导演创作扶持计划，再到“文化+文明”的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济宁市在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不断创新，不仅让优秀传统文化获得了多样化的活态呈现，更使
其更好地适应了时代与市场的需求，赋予了其更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

2023年，文旅市场呈现出“高开高走”之势。这一年，我市高水平举办了中
国·济宁研学旅行创新发展大会，中国（济宁）研学旅行创新发展观察基地落户济
宁；开通的高铁济宁北站始发北京的“文化济宁”列车接待游客8000万人次；邹城
邾国故城遗址入选“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我市文旅影响力与日俱增。

同时，尼山圣境文化夜游成为全省唯一入选首批全国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
空间的项目，太白湖新区运河印巷文体商旅综合体成功入选第三批省级夜间文化
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凤仙山帐篷营地等10大露营新业态已培育起来；运河记
忆等40处网红打卡地入选“山东网红打卡地”榜单，研学、音乐、露营等多种业态
满足游客多样性和个性化的旅游需求。

凯歌而行，不以山海为远；乘势而上，不以日月为限。时代的华章，总是在
接续奋斗里书写。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
划的关键一年，济宁市将稳扎稳打、踏踏实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济宁实践取得
新成效。

■刘太福

经济发展是质和量的有机统一。
当前，济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势头很好、机遇难得。特别是过去一年，全市上

下锚定“走在前、开新局”，大抓经济、大抓产业，主要经济指标增幅保持全省第一
方阵，经济运行量质齐升，极大增强了全市上下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的信心与
底气。面对各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发展态势，济宁跑出发展的加速度非常不
容易，现在绝不能慢下来。我们要紧盯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乘势而上、加压
奋进，推动各项工作“争一流、争第一、争唯一”，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赢得主动、赢
得优势、赢得未来。

百尺竿头如何才能更进一步？坚持制造强市首位战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
力，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加力突破数字经济、招商引资和重大项目建设、金融高
质量发展，努力闯出绿色低碳新路径，创新突破港产城融合发展……梳理新一年
的工作重点，“进”的基调更鲜明、方向更明确。“进”，需要我们深入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以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为总抓
手，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统
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需要我们更好地发挥“九大优势”、实施“九大战略”，
创新突破制造强市等“十项重点任务”，更大力度实施“八大民生工程”，不断培育
和打造新的增长点。我们要围绕这些工作，咬定目标、鼓足干劲，迎难而上、全力
攻坚，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坚定不移促转型，实现经济发展质效双增、快进优进，
持续推动济宁经济运行量质齐升。

风起，就要扬帆；乘势，定能快上。只要全市上下全面提振精气神，不折不扣
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跑出加速度、干出新
高度，把更多的不可能变可能，济宁定能在高质量发展中不负期许、再攀新高。

持续推动经济运行量质齐升

山推智慧控制平台

辰欣药业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实验分析

艾坦姆高端流体制造项目

今麦郎二期高速方便面线项目

本报梁山讯（通讯员 闫丽）2月6
日，水泊梁山景区户外3D灯光秀“水
浒奇妙夜”盛大开幕。灯光秀以光影
为媒，以艺术为镜，以现代科技手段展
现梁山英雄的传奇故事，同时融入传
统文化元素，让游客在视觉盛宴中感
受光影的奇妙和水浒文化的魅力。

穿越近千年时空之门，走进水浒
故地。科技与历史交融，绚烂的灯光
让厚重的历史铺陈成一幅华美的画
卷，在墨色的天空中徐徐展开。水浒
卷轴中一位位好汉穿越而来，将古典
名著《水浒传》以全新形式呈现，水浒
的故事在这里有了现代的延展。灯光

秀通过高科技的灯光、音乐和影像效
果，呈现出立体的画面，时而磅礴壮
观、时而古典典雅，3D山体光影秀、烟
花瀑布秀、祥瑞的巨龙、浩渺的星空、
梦幻的海底……二十多项光影体验项
目，层次分明、栩栩如生，让人沉浸在
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意的世界中。 灯
光秀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来此沉浸
式打卡、拍照，体验传统文化和现代科
技所创造的前所未有的震撼感。据了
解，此次灯光秀展示从2月6日开始一
直持续到2月26日，时间为每天晚上
的5：30至22：00，同时景区推出夜游
门票、夜游停车免费优惠政策。

水泊梁山景区

户外3D光影秀
“水浒奇妙夜”盛大开幕

济宁乡村文化旅游节春 节

■本报记者 徐斐 本报通讯员 师迪娜

“我们一家三口都属龙，老师能不能给我写一
个龘，贴在门上福气满满！”热闹火红的气氛，喜笑
颜开的居民，日前，任城区金城街道常青社区开
展了“新春送福”活动，邀请了书法协会的青年书
法家为居民书写新春祝福。“福”“龘”“招财进宝”
等象征着龙年好运的字，一副副整齐的春联，一
张张新春的祝福，红彤彤的纸带来了火红的年味。

金城街道依托2024春节任城区乡村文化
旅游节，集中策划了“金龙献瑞·福满金城”系列
活动之“送福到我家”“拍张新年全家福”“来碗
热腾饺子吧”“春节联欢会”，在各社区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为居民营造了浓浓
过年氛围并送去节日祝福。

一个相机，面带笑容的居民，随着咔嚓一
声，一张全家福就拍摄完成啦。“一直都是我们
老两口住，这临近过年了，社区询问我们要不要
拍摄一张全家福，我们特别高兴，周末孩子们一
来，马上就给我们洸河花园社区的工作人员打

电话，给我们拍摄了这张‘新年全家福’！”居民
曹阿姨说道。金城街道邀请了百组家庭齐聚社
区，无论是家庭、社区党员、小区楼栋长、广场舞
队队员、社区工作人员，大家都在一起，拍摄了
属于自己的“全家福”，让这个新年的美好瞬间
被记录在一张张笑意盈盈的相片中。

“现在大家都说年味越来越淡了，但今年年
味却很浓，一大早我去草桥口批发市场置办年
货，各种龙年春联、挂历、小玩偶应接不暇，花生
瓜子糖块的叫卖声一下子有了过年的气氛，一
接到社区召集大家一起包饺子信息，我拎着年
货就来了！”土城社区居民王大哥说道。在金城
街道不仅有包饺子、送祝福、全家福、联欢会等
各式各样的新年活动，还有搬到家门的新春大
集，让居民新春买得便利，过得舒心，新春的气
氛持续发酵。

美味的水饺、吉祥的福字，居民们聚在一起
看节目话家常，社区浓厚的年味，使邻里之间的
距离慢慢拉近，大家为彼此送着祝福，将火红的
新春年味围绕在居民身边。

龙年到 年味浓

（上接1版A）与此同时，杨桥商贸城也
迎来了新的发展。2012年，在村“两委”的
带领下，杨桥商贸城进行大刀阔斧地改制，
推行党员承包责任制，形成了“抱团发展”的
良好局面。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杨桥村村
委委员、杨桥商贸城负责人邰全新告诉记
者，杨桥商贸城划分为三个区，占地20余
亩，营业面积15000平方米，就业人员

有400余人，客流量上万人。特别是
夏天，杨桥商贸城的夜市区已经

成济宁市一个网红打卡地。

这些年，杨桥村以花卉市场与商贸城为
基石，不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乡村产业
蓬勃发展。而勇于进取的杨桥人并未满足
于现状，而是决定在这熊熊火焰上再添一把
柴。2022年，杨桥小镇又“横空出世”。“杨
桥小镇前身是杨桥面粉厂，因为面粉厂常年
失修，形成了脏、乱、差现象，对四周居民的
生活和人居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2022年
2月，经过党支部提议，对面粉厂进行改造，
改造成现在的杨桥小镇。经过改造，现在路
面整洁、院落宽敞、经营规范，形成了新的夜

市区。”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杨桥村党支部
委员、杨桥小镇负责人贾鲁克告诉记者。过
年期间，这里更是成为不少济宁市民一定要
来逛一逛的地方。

杨桥花卉市场、杨桥商贸城、杨桥小镇
三大支柱产业在杨桥村村“两委”的带领下
稳步发展，村民们手里有钱、心里踏实，日子
也越过越红火。

济宁高新区柳行街道杨桥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吕乃清表示，壮大集体经济
最大的好处是解决老年人养老问题，像村里

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个月可领到400元
的养老金，每一年可领到700块钱的福利补
助，每一年至少可以在杨桥村领到4500块
钱的分红，这些都加起来，大约每一年老年
人可在村里获取10000块钱。这样可以从
根本上解决老年人养老的问题，解决了年轻
人的后顾之忧。

如今的杨桥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足，居
民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在乡村振兴的道路
上，杨桥村正以矫健的步伐迈向更加美好的
明天。

（上接1版B）并对其进行相关政策宣传，要求商家明
码标价，规范价格，对哄抬价格、扰乱正常市场秩序的
行为，一经查实，依法给予从严处惩。

“苗芽菜卖什么价？是本地品种还是外地的？”在刘
师傅的蔬菜摊前，街道市场监管工作人员拿起一盒苗
芽菜查看品质，边询问价格，边做好记录。“这个苋菜昨
天是什么价格？”“与今天一样。”工作人员边检查边向
刘师傅询问。市场监管所所长张亚宇介绍，市场监管
人员坚持每天现场协调指导，对价格异常波动等情况
及时核实、及时应对、及时处置，全力维护市场价格稳定。

“安居街道将全力做好春节期间稳价保质保供工
作，确保居民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让市民度过一个
平安祥和的新春佳节。”安居街道办事处副主任王业
光说。

（上接1版C）全面压减申报材料，对房屋交易、税款征
收、不动产登记等3大类材料全流程优化整合，确保群
众“一次提交、一套材料、一窗办结”。同时，加强咨询
台工作人员业务综合能力培训，串联咨询预审和受理
环节业务，推动实现办证人员快速分流。严格落实主
动一次性告知制度，减少群众往返次数，真正实现了
办事流程一次告知、群众业务一次办好。对于通过

“单方申请”方式化解的房屋产权确权颁证历史遗留
问题项目，由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集中发布公告信
息，批量办理，为群众早日拿到不动产权证书奠定了
基础。

创新服务方式，推动不动产登记提“效”。建立了
“0537-6563001”业务预约咨询热线，实现主城区不动
产登记服务统一预约咨询，及时感知业务“潮汐”变化，精
准进行业务分流。针对老年人、病人和其他行动不便等
符合“上门服务”条件的群众，安排“青年志愿者”上门收
集相关资料和录音录像；积极参与“政务服务夜市”，现
场解答群众关切的不动产登记热点问题。为方便群
众和企业反映办理登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济宁
不动产微信公众号、服务大厅咨询台和一岗通办
窗口均设置“办不成事 我要吐槽”微信二维
码，群众可以随时扫码反映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