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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不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粲

初冬时节，天气虽寒，但济宁“大抓工
业、大抓先进制造业”的冲劲丝毫未减，产业
集群加速聚集、项目建设如火如荼、企业订
单加速交付……一幕幕热火朝天的景象。

工业兴则经济兴，工业强则发展强。近
年来，我市坚定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和
制造强市“首位战略”，积极发展新质生产
力，加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全市工业经济实
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今年1至10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7.4%，全市工业技改投资同比
增长8.8%，拥有规上工业企业2523家，新
培育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438家，省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314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8家，重点“小巨人”企业5家，国家级单项
冠军企业4家。

重大项目是工业经济的“底盘”。我市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始终把项目建设
作为推动工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千方百
计推动资源向项目聚焦、要素向项目聚拢、
力量向项目聚合，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结合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我市依托
“链主”企业和重大项目，聚焦产业上下游、
左右岸针对性招商引资，做强做优“231”先
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放大“溢出效应”，激发
产业发展的潜能活力。梳理形成19条核心

产业链，邀请高端智库把脉论证，编制产业
链重点产品、关键技术、研发机构“三张清
单”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分布图，“一链一策”
谋划生成了416个延链补链强链项目，目前
已开工139个、已竣工25个。建立覆盖全
市所有产业项目的市县两级包保服务机制，
实行挂图作战、倒排工期、亮牌督导，“一项
目一策一专班”服务项目建设。构建“19+
3”攀登矩阵，建立了攀登目标、实施项目、创
新创优、企业上市、共链协作、问题诉求“六
个清单”推进机制。今年我市还选派了921
名市县助企干部点对点联系服务企业，摸排
企业问题诉求1403项，已办结1339项，办
结率95.4%；协助引进各类人才2.29万人；
全市银行机构为攀登企业新发放贷款
352.47亿元，高成长性企业发展基金累计到
位3.24亿元、吸引撬动社会资本形成投资规
模12.73亿元。

在政策春风、靠前服务和全程护航的多
项举措支持下，宁德时代新能源、山能智慧
制造园、小松全球智能制造基地、长城新能
源工程机械基地、精昌碳纤维材料、太阳纸
业170万吨浆纸、华勤高端橡胶新材料、60
万吨莱赛尔纤维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
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8月31日举行
的2024年秋季全市高质量发展重大项目建
设现场推进会上，我市有166个重大项目开
工，总投资912.9亿元，涉及“231”先进制造
业、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个领域。如今，
一个个重大项目建设“拉弓满弦”，一项项工
业产业“拔节生长”，挺起了济宁工业高质量
发展的“脊梁”。

近日，从市工信部门传来好消息，如鲲
（山东）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君昊高性
能聚合物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山东省新材料
领军企业培育库。通过自主研发、科技攻

关，两家企业在各自领域突破了一批“卡脖
子”技术，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了行业
领先性。

工业技改，是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的关键手段，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器”，更是工业经济发展的“活力源”。今年
以来，我市精准施策、优化服务，不断释放

“技改红利”，梳理确定了1107个全市攀登
企业及其他工业企业新上和技改项目，1至
10月份已完成年度计划投资的89.7%，超
时序进度6.4个百分点，其中更新设备10.5
万台（套）。同时，全市有249个项目纳入
山东省企业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导向目录，
357个项目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两批技术
改造再贷款项目清单，38个方案列入全省
首批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解决方案，13个
项目列入省技改专项贷支持范围，获得贴
息金额2490万元，2个项目获得省工信领
域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支持6000万元，43个
项目入选2024年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
术改造奖补资金项目名单，获奖补资金
2836万元。

科技创新是工业腾飞的翅膀。我市坚
持以创新驱动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持续
实施高成长企业三年倍增行动，加力培育优
质企业，全市现有省级以上单项冠军、专精
特新、瞪羚企业达到1238家。今年我市新
增22家企业获批省级“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总数达到191家。（下转2版A）

项目“拉弓满弦”产业“拔节生长”
——我市全力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王粲

日前，记者走进山东友泓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车间，热火朝天的金针菇工厂
化生产场景映入眼帘，一瓶瓶金针菇搭乘
车间的全自动运输装置，从装瓶车间进入
无菌车间进行灭菌,经过接种、养菌、搔
菌，再进入育菇车间进行培育，最后被送
到包装车间进行采摘切割、称重包装，准
备出厂销售。

“除成品包装环节需要人工操作外，
配比拌料、自动装瓶、高温灭菌、自动接
种、恒温培养、自动搔菌、智能育菇等环
节全部实现机械操作，生产无缝衔接，天
天都能出菇。”公司生产部负责人葛强介
绍，公司拥有智能化控制系统以及机械
化、自动化工艺装备，实现了现代工业与
金针菇种植的完美融合，打造出了365
天不间断生产菌菇的超级工厂，每天有
160 吨金针菇从友泓生物发往全国各
地，甚至出口海外市场，年产值达2.8亿

元。
近年来，邹城市高度重视，精心谋划，

大力发展食用菌产业，通过培育名优品
种、智能化生产，将蘑菇产业打造成为强
企富民的重要支柱，产业之花越开越盛，
富民之路越走越阔。

目前，邹城市食用菌种植面积达到
2600万平方米、日产1000余吨，年产38
万余吨，产量占山东省产量的12.5%。

距离友泓生物十几公里外的山东世
纪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依托智慧化种
植，双孢菇也实现了产量和质量的双提
升。

在世纪智慧一间间智能化恒温菇房
内，宽敞整齐的菌床上，一个个伞盖银白、
肉质肥厚的双孢菇层层叠叠，从培养基中
探出脑袋，在乳白色光源的照射下显得异
常可爱。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着将采摘
下的双孢菇打包装箱。

“这是我们主导选育的双孢菇新品种
“SJ-001”，肉质肥嫩、营养丰富、味道鲜

美，是可以生吃的。”山东世纪智慧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海平介绍，公
司研发的智能型菇房以立体栽培代替了
平面基质栽培，以八茬栽培代替了二茬栽
培，利用互联网技术，可有效科学管控菇
房内温度、湿度、光照、气温、水分等指标，
让双孢菇能够健康成长。依托智慧化、现
代化养殖设备，世纪智慧实现双孢菇全年
化种植，一天产量达10吨，畅销北京、上
海、广州等一线城市。

自20世纪 90年代，邹城市便与食
用菌结缘，从自发、分散、小规模的家庭
副业生产方式做起，逐渐实现了由农户
分散生产向集约化经营、由季节性生产
向周年化生产的转变。栽培模式也由
大拱棚垛式或竹木层架种植为主，演变
为高产高效立体栽培及工厂化生产。
目前，邹城市90%的经营主体实现工厂
化、智能化、标准化周年生产，友思和生
物、友泓生物、常生源生物、福禾菌业和
世纪智慧等20余家食用菌龙头企业成

为食用菌“超级工厂”，年全产业链产值
40余亿元，带动近3万农民实现家门口
就业。（下转2版B）

“菌”上添花“菇”事精彩
——邹城市食用菌产业快速崛起

■本报记者 胡碧源

山东金榜苑文化传媒集团是一家集教育研究、产品研发、
软件开发、图书印刷、多媒体出版、教育培训、幼儿教育于一体
的现代化科技教育集团。集团精心研发的《创新设计》《步步
高》等教育精品，覆盖全国除港澳台以外所有省、自治区、直辖
市，高中教辅图书约占全国市场份额15%，其中《高三总复习》
系列占同类产品市场份额超过50%，在全国出版印刷行业中居
前5位。公司先后获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
级绿色工厂、全国版权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实现济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企业是关键力量。“近年
来，我们坚持‘教育为本、技术为翼、内容为王’的发展理念，积
极实施‘两个转化’和数字教育产业园建设，各项指标持续增
长，总体业务再创新高。”12月3日，山东金榜苑文化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朝银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说，“2023年教辅
图书销售额达到60亿码洋，增长10%；今年1至11月份教辅图
书销售额达到65亿码洋，增长15%。”

把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和新时期的教育思想推向全国，用
优质的教育内容和融合的技术应用助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通过科技推动教育进步，让亿万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是金榜苑不变的理念。近年来，金榜苑积极采用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先进技术，成功研发了“大数据AI精准教学服务方案”
和“数字校本”，覆盖线上备授课、智能批阅、数字教研、数字资
源制作等多个应用系统，打造教、学、研、测、评、补+管“6+1”
数字化教学新生态，为管理者、教师、学生和家长带来全新的
教育体验与服务。

金榜苑坚持从产品质量和员工素质两手发力，先后与教育
部相关部门、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山东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等机构合作，通过举办教育论坛、教学研讨等活
动，助力教师提升数字素养与职业能力，更好担负起教书育人
的光荣任务。同时，与曲阜师范大学达成战略合作，成为中国
教师博物馆师德研修合作单位和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实
践基地。（下转2版C）

数字赋能 拥抱AI
——金榜苑的智能化发展之路

本报济宁讯（通讯员 赵璟）近年来，任城区仙营街道深入
推进移风易俗工作，通过网格化精细管理、精准宣传和示范带
动，做到事先提醒、事中监督、全程参与，营造健康文明向上的
社会新风尚。

细化网格联动，规范文明行为。街道不断建立健全“网格
化”管理机制，依托自身实际将辖区划分成69个网格、340个微
网格，实现对移风易俗工作的精细化管理，并明确网格员、微网
格员移风易俗工作具体职责。通过入户走访、开展宣讲活动等
方式，大力倡导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因地制宜将移风易俗、文
明行为等内容融入到居民公约中，对操办时限、随礼金额等设
定上限标准，实行红白事信息提前报备制度。

深化精准宣传，弘扬文明新风。街道充分发挥网格员“人
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通过发放倡议书、张贴宣传海报、面
对面讲解等方式，深入浅出地为居民讲解婚事新办、崇尚节俭、
传承家庭美德等相关内容，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
观、婚恋观。通过整合居民信息台账，精准掌握适婚青年情况，
上门开展宣讲劝导，引导适婚青年及其家长摒弃高额彩礼、大
操大办、随礼攀比、铺张浪费等行为。（下转2版D）

任城区仙营街道

文明新风“满格”
▶ 记者手记▶

从曾经的零星种植，到现在的规
模化种植，涵盖20多个品种，实现工厂
化、智能化、标准化周年生产；从昔日
的采煤塌陷地，到如今365天产菇的

“蘑菇超级工厂”，带动近3万农民实现
家门口就业。近年来，邹城市先后被
评为全国食用菌十大主产基地、全国
食药用菌重点主产区、食用菌特色产
业集群创新谷、全国食用菌生产示范
市、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市
等，食用菌已成为邹城市乡村振兴的
支柱产业，托起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绿
色希望”和助农增收的“富民梦想”。

深化移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新风

◆今年1至10月份，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全市工业技
改投资同比增长8.8%，拥有规上工业企业2523家

◆宁德时代新能源、山能智慧制造园、小松全球智能制造基地、60万
吨莱赛尔纤维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落地

◆我市持续实施高成长企业三年倍增行动，全市现有省级以上单项
冠军、专精特新、瞪羚企业达1238家

近日，新能船业首创京杭运河最
大尺寸的新能源智能商品运输船

“9001”，历时两天顺利完成首次试
航。

“9001”轮为LNG动力集装箱船，
是济宁能源集团携手武汉理工大学共
同研发设计的首创船型。该船的设计
研发通过结合运河航道、水深、船型
等特点，在内河船舶动力系统、气电
混 合 动 力 技 术 以 及 液 化 天 然 气
（LNG）动力船舶换罐技术的探索中，
取得多项技术突破。相较于传统内
河船型，新船型船阻降低6%，能效提
升3%，自重减轻5%，污染物排放量降
低 90%以上，碳排放量降低 15%。在
新能源动力应用、降低阻力、优化船
机桨匹配以及减轻船体结构重量等
方面实现了四项重大技术突破。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臧胜博 陈维森 摄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