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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中国建设银行全
国首批“养老金融特色网点”揭
牌仪式在建行济宁分行举行。
据悉，这是建行打造的全国首批

“养老金融特色网点”，通过网点
服务场景、服务设施等方面的适
老化改造，提升适老化服务水
平，打造养老金融服务品牌。图
为老年人客户在适老型智慧柜
员机前办理业务。

■记者 董绍进 赵星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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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28日电（记者 梅常
伟）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28日在北
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晋衔仪式。

下午5时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国歌
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宣读

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
军衔命令。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主持
晋衔仪式。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是：中央军
委政法委员会书记王仁华、国防大学校长
肖天亮。

晋升上将军衔的 2 位军官精神抖
擞来到主席台前。习近平向他们颁发
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了上将军衔
肩章的 2 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
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
掌声。

晋衔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随
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
军官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苗华、张升民，
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
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本报曲阜3月28日讯（记者 鲍童）今
天下午，市委书记林红玉会见了德国大陆集
团中国区总裁汤恩。

林红玉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汤恩一行来
访表示欢迎。林红玉说，大陆集团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天博集团也是一家非常优秀的企

业，你们的合作基础深厚、成果斐然。市委、
市政府始终把“制造强市”作为首位战略，集
中力量培育高端装备、高端化工等产业集
群。济宁与大陆集团产业契合度高，合作空
间广阔。希望大陆集团进一步深化与济宁的
合作交流，加大现有在济宁项目的投资扩产

力度，在技术、人才、管理、市场、资源等方面
深化合作，推动企业不断做大做强。我们将
集聚最好的条件、最优的资源，全力保障新项
目投产运营，竭诚为大陆集团在济宁发展提
供最好的营商环境和最优质的服务。

汤恩说，济宁有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在

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双方合作取得了
良好业绩，我们对在济宁投资充满信心。汤
恩表示，将紧密携手合作伙伴，把更先进的技
术、更完善的产业链带过来，推动双方合作实
现跨越式发展，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副市长刘东波参加会见。

林红玉会见德国大陆集团客人

■本报记者 曹俐 刘菲

近日，济宁高新区山东动脉智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牲畜体征数据及相关养殖数
据”知识产权许可北京中农智联科技有限公
司使用备案申请，成功获得山东省国家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登记。这标志着济宁数据知
识产权流通使用工作实现“零”的突破，成为
继济南、烟台之后全省第三个获得突破的城
市，也是全省数据知识产权独占许可第一
例、省内畜牧行业唯一一件数据知识产权。

把不可见的“数据”转化为提升实体经
济运行效能的“倍增器”，具有自主创新性知
识产权的“数据资源”正成为形成新质生产
力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对越来越多的传
统行业实现高质量赋能，成为提升运行效
率、提高产品品质、降低运营成本、实现绿色
转型的有力依托。作为我省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的核心区域之一，近年来，济宁高新区
先后引进了深圳中科先进研究院、赛迪数字
研究院、西门子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等一批
数字经济新型研发机构，依托济宁能源大数
据中心、华为山东大数据中心、山东华付AI
（人工智能）产业基地、济宁工业云中心等一
批算力、数据节点，大幅提升数据基础设施
能力和产业集聚效能，将“数据生产力”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

通过搭建山推股份“工程机械智能装备
工业互联网平台”、科大机电“工业设备远程
故障诊断与可靠性管理云平台”、动脉智能

“动脉云设备管理平台”及鲁抗医药“智慧运
营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互联网+”工业应用

平台体系，济宁高新区不断将云计算、大数
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先进制造技术相结合，改变制造业传统的研
发、生产、经营、决策模式，提供智能生产管
控、协同研发设计、销售服务等多种服务形
态。进一步加速相关行业智能化制造、网络
化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的推
广，着力集聚新质生产力、形成增长新亮
点。济宁高新区产业互联网平台经济产业
集聚区获批2023年度山东省平台经济产业
集聚区（全省仅5家，全市唯一）。

天津市某重点工程施工现场，国产先进
盾构机正在地下掘进，盾构机圈速、温度等
各项参数实时显示在后台；料场内，3架大
型龙门吊正将预制件和各种施工材料吊装
到位，龙门吊位置、速度、起吊重量等信息一
目了然……这些由复杂传感器系统生成的
海量数据信息，以实时演算的方式生成在
3D动画图像中，显示在距离施工现场数百
公里外的济宁高新区豆神动漫“数字孪生”
项目组的电脑屏幕上。“我们相当于在网络
虚拟空间，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复现了整个施
工现场，施工进展到哪里，我们的3D动画就
实时更新显示到哪里。零部件的使用寿命
多少、磨损程度怎样、何时需要更换等信息
都可以实时显示，能够让施工单位及时了解
现场态势、协调单位进度、合理安排生产。”
豆神动漫“数字孪生”项目组技术负责人陈
宽向记者解释技术原理，“‘数字孪生’就相
当于你在虚拟世界有了一个‘双胞胎’，并且
他的思维、动作等特征和现实中的你是实时
同步的。”

作为快速兴起的数字技术应用，随着人
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字孪生”在智慧城市、数字教学、工业制
造和智能制造等诸多领域的使用场景越来
越广泛，打破“次元壁”的背后，是新质生产
力的快速生长。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积极探索数字经济
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锚定“数

字高新”建设，奋力打造“智能终端、大数据、
第三代半导体”等数字产业集群，着力推动
数字服务、数字应用等相关企业发展，推动

“数字转型”向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效
率延伸，带动和激活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推
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助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数实融合 攀“高”向“新”
——济宁高新区推动“数字高新”建设加速集聚新质生产力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 通讯员 曹洋）3月25日，随着高
压真空接触器发出哒哒的合闸声，我市首家港口配储光伏项目
——跃进港光伏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进入试运行阶段。

据介绍，该项目充分利用港区3万余平方米的封闭煤棚顶
部空间，装机总容量为2.497MW，年发电量预计达280万千瓦
时。此外，7台独立并网单元确保了电能的有效分配和再利用，
实现了并网发电和余电上网。1套0.5MWH交流储能系统类
似超大型“充电宝”，可将电能存储起来，保证资源节约利用，同
时削峰填谷，缓解电网用电压力。预计每年能节约电费约56万
元，节约标准煤817吨，减少碳排放2252吨。

该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充分利用了港口空间，具有发电输
出高效稳定及环保效益显著等优势，为类似项目的设计和实施
提供了宝贵经验，是深入推进全市绿色生态港口建设的一次有
益尝试，将为全市港口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绿色能
源支撑。

济宁首家港口配储
光伏项目并网发电运行

■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高晨耕

三月的济宁，阳光明媚，春暖花开，各重大项目、重点工程
建设现场，处处涌动着澎湃的热情。微山县山东欣历能源与中
石化绿源地热能（山东）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建设生物质能供汽
项目建设现场，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目前，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预计8月份投产。”山东欣历
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郭秀峰告诉记者，“生物质能供汽项目建
成后蒸汽供应量为50万吨/年，可以优化微山县基础设施布局，
提升招商引资环境，满足园区企业用热需求，填补开发区成立
18年来工业蒸汽的空白。”

记者了解到，微山县今年一季度集中开工项目12个，总投
资122亿元，涉及现代轻工纺织、现代高效农业等多个领域，全
部建成后可新增销售收入60亿元、利税5.8亿元。

项目建设“加速跑”的背后是真招实招为企业解难，真心实
意为企业护航的政策支撑。微山县坚持优化涉企服务，加强要
素保障，紧盯企业需求，安排项目服务专员全程跟踪，协同土地
征用、行政审批、设施配套等各项工作并联推进，及时协调解决
项目难点，以全天候、个性化的“保姆式”服务，按下项目建设的

“加速键”。
“我们以工程建设项目‘3708’全过程服务为主线，聚焦重

点项目，打造项目管家、企业管家专业团队，努力构建全链条全
流程项目审批服务新体系，实现重点项目审批‘零阻力’、优质
服务‘零距离’，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微山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审批三科副科长刘强强说。在优化项目审批服务的同
时，微山县深入开展“宜企同行”常态化联系服务市场主体和

“四上”企业大走访专项行动，构建“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化
服务责任体系，聘请32位不同行业的企业家担任营商环境体验
官，选定310家市场主体作为营商环境监测点，精准采集意见
诉求，实时监测满意度变化。（下转2版A）

政策支撑有保障
项目建设“加速跑”

■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王浩奇 张明

春涌风正劲，大干正当时。连日来，汶上县南站街道斯凯
奇中国北方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
景象，吊车、挖掘机有条不紊作业，工人们全力以赴、压茬推进，
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作为2023年全省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省重大外资要素保
障项目，斯凯奇中国北方研发生产基地项目实现当年洽谈、当
年签约、当年落地，背后离不开当地土地要素服务保障。

起初，斯凯奇中国北方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方选中的
地块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当地采用“先租后买”方式分步实现
土地权属转移，圆满解决了地块问题，为项目落地扫清障碍。
最终，项目获得省级土地指标86.67亩，济宁市被奖励200亩
省级土地指标，汶上县也因此获评国务院大督查土地计划指
标奖励县。

“保项目就是保发展。围绕土地要素保障，我们突出需求
导向，通过改革创新破解难题，服务项目尽早落地、建设、达
效。”汶上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庞学良介绍。通过打造“指标
池”、实行“预评估”、储备“成熟地”等系列举措，创新“标准地”
改革。目前，已完成建设用地审批总面积3527亩，年度建设用
地报批总量和新增指标数量创历史新高，有力保障了重大产业
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民生项目落地。

坚持“指标跟着项目走”，打造用地“指标池”。根据产业项
目自身资金情况和建设需求，高效调配使用新增计划指标、占补
平衡指标，逐项目制定用地保障方案，有力保证项目顺利落地建
设。2023年完成产业项目用地报批27个批次，总面积1470亩，
配置新增指标1078亩，使用占补指标474亩，重点保障了世界
500强李尔汽车配件、湘硕化工等46个产业项目用地。

按照“细、准、实”工作标准，推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预评
估”。统筹分析各类项目实施的轻重缓急程度，制定基础设施
用地清单，盘整近期可用地块，（下转2版B）

“拿地即开工”项目快落地

5%左右的增速目标如何实现？
——来自博鳌亚洲论坛的中国经济展望

■关注

山推智慧施工服务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