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
做大做强民营经济

我市始终把工业经济作
为“ 头 号 工 程 ”，大 力 推 动

“232”优势产业强链壮群，支
持众多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图为永生重工有限公司产品
铸造车间。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建新 摄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磊 鲍童
通讯员 李英华 邱鹏翔

冬春养菌，春夏育耳。眼下，正值毛木耳种植的高峰
期，鱼台县王庙镇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菌包车间
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加紧生产，推动产业升级，助力乡
村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走进鱼台县王庙镇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菌包
生产车间内机器轰鸣，工人们正在各自生产线上有序地进
行套袋、整理菌包、运输等工作。合作社新引进的食用菌绑
袋机，有力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和质量效益的提升。据了
解，菌包生产从去年11月开始，到今年1月底前结束，两个
月的时间订单生产菌包2200万袋。

“现在我们合作社有5个现代化车间，过去70个人生产
5万袋，现在18个人就能生产7.5万袋。设备改造后，大大
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鱼台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马汉友介绍。

鱼台昌建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创建于2014年，运用
“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初期建设320个木耳大棚，免
费租给木耳种植户，为种植户减轻了经济负担。合作社提
供菌包、免费管理技术和销售渠道，形成了集约化生产模
式，走出了一条“育、产、销”的发展路子，提高了木耳产量，
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我们种的大棚是合作社免费提供的，不用我们自己再
投资了。我种了7个棚，能装25万袋，一年能收入20万元
左右，不用出去打工了。”村民奚志辉说。

合作社不仅为种植户解决了后顾之忧，还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就业机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木耳种植、采摘、
菌包生产等工作每天可为1200人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
会。据估算，仅提供就业方面，合作社每年可为村民增收
1000余万元。

“我主要是干套袋的活，一天套12000多袋，挣200多块
钱。在家干活很方便，还能照顾孩子。”村民武红丽表示。

经过十年发展，目前合作社占地1500亩，建设700个大
棚，种植户102户，总产值达5000万元，成为鲁西南最大的
菌种繁育基地。

“我们合作社目前的经营状况非常好，现有社员102户，
种植规模已达到2200万袋，产值达到5000万元，全年利润
达到2200万元。”马汉友满脸笑容地说。

小菌包带来致富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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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前 勇争先 干字当头·

本报济宁讯（全媒体记者 鲍童）2月18日，国家数据局发
布了第二批“国家数据局重点联系示范场景”清单，包含20个数
据应用场景，其中我市“融合京杭运河济宁段航道数据，打造内
河航运管理服务新模式”场景成功入选，也是全省唯一入选此
次清单的场景。

据悉，围绕丰富的内河航运数据资源，我市上线港航数据
中心，形成港口、航道、航标、船闸、船舶、水运企业、应急资源等
149个数据资源目录，产生各类数据记录193万条、感知数据记
录8.2亿条，数据调用1.6亿次，为航道养护、船舶检验、水运物
流服务、港航污染防治、水上应急救援等业务系统稳定运行提
供了数据支撑。

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入选国家数据局重点联系示范场景
为契机，运用模型算法、大数据挖掘分析、人工智能等先进技
术，以数据整合与治理、智能分析与决策、业务协同与创新为目
标，集成电子航道图、船舶检验、船货信息、水上应急救援等20
个应用子系统，打造“航道+港口+船舶+货物”的济宁航运物流
全景大数据生态体系，塑造现代化港航数据多场景应用新典
范。

济宁市一项场景入选
国家公共数据应用示范场景建设清单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碧源 通讯员 张安琪 仇婷婷

为进一步倡导节约用餐行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
统美德，近日，梁山县文明餐桌宣讲员走进马营镇、小路口镇雏
鹰课堂开展“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宣讲活动。

宣讲员们以生动有趣的方式，将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娓娓道
来，引得孩子们时而低头沉思，时而热烈讨论。在互动问答环
节，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们说道：“我们要从
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养成光盘的好习惯。”

在随后的交流分享环节，孩子们更是打开了话匣子，纷纷
讲述起自己在家中的节约小故事。有的孩子说，每次吃饭前
都会先估算好自己能吃多少，适量盛饭避免剩饭剩菜；有的孩
子则骄傲地表示，每次都会把碗里的饭粒吃得干干净净，因为
他知道，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都是农民伯伯辛勤汗水的结
晶。

此次活动不仅让节约粮食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更通过小手牵动大手，将“光盘行动”的理念广泛传播到更多的
家庭和社区，营造了“反对浪费 崇尚节约”的浓厚氛围。

文明餐桌小课堂
倡树节约好习惯

■通讯员 刘新红 张志远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曲阜市息陬镇的广袤农田里，春
耕灌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持续
推进，如今的农田已实现“田成方、渠相连、旱能灌、涝能排”的
现代化布局。据息陬镇农技人员介绍，通过科学规划，全镇每
50亩至100亩农田配置一口灌溉井，采取喷灌、滴灌等多种灌
溉方式，灌溉效率大幅提升。

在西终吉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种粮大户关振民正忙着为
承包的120亩小麦田引水灌溉。通过土地流转，他整合了分散
的地块，实现了规模化种植。“以前浇水得靠人力，现在井就在
地头，打开阀门就能自动灌溉，120亩地几天就能浇完！”关振民
感慨道。

息陬镇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今年春
灌期间，为保障全镇3.5万亩农田灌溉顺利进行，镇上成立了专
门工作小组，组织人员力量，调用多台机械。工作小组下沉到
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用水、合理调配灌溉时段。同时，息陬
镇指定专人加强巡逻排查，密切关注输水管道运行情况，对损
坏、堵塞的渠道进行全面维修，对机电设备进行检修和调试，确
保灌溉系统高效运转。

春灌一水，丰收在望。从传统农耕到科技赋能，曲阜市息
陬镇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正书写着现代农业的“春天的
故事”。农民们的笑容，不仅是对丰收的期盼与憧憬，更是对乡
村振兴正当时的生动注脚。

春耕灌溉正当时
良田“喝饱”丰产水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俐 刘菲 通讯员 李军

2月5日，全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吹响
了“走在前、勇争先”的奋进号角，擘画了“一个万亿、五个
倍增”的宏伟蓝图，擂响了抓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的催
征战鼓。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发展大潮中，电力作为经济发
展的“先行官”，肩负着为济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
能的使命。近年来，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始终坚决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大力践行“一心向党、一心
为民、一心登高、一心实干”奋斗观，主动融入济宁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全力以赴强电网、优服务、惠民生、促发
展，以满格电力照亮孔孟大地的发展改革路径，以澎湃
动能挺起济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脊
梁。

保障有力“强电”支撑项目发展

2024年12月19日，随着两条220千伏线路成功送
电，宁德时代（山东时代）新能源产业基地220千伏变电
站正式竣工投运，这座规划产能180GWh的北方产业核
心，即将在今年5月迎来首次“跳动”，澎湃的电能将为其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为济宁市近年来体量最大的招引项目，宁德时代
这艘产业“航母”涵盖新能源电池产业基地、集中式光伏
风力发电、储能电站、新能源汽车（船舶）换电平台、新能
源船舶制造基地五大板块。仅新能源电池板块的年用电
量就高达11亿千瓦时。如此庞大的产业需求，如同一股
急速旋转的涡流，对济宁电力的保障能力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如何答好这张事关区域未来发展的时代考卷？国网
济宁供电公司给出了铿锵有力的答案：保障围着项目转，
要素跟着产业走。立足“早规划、早介入、早实施”的保障
理念，超前启动临时用电及正式用电方案，优化调整“十
四五”电网规划，新增变电容量300万千伏安，为宁德时
代项目落地提供了坚实的电力支撑。同时，统筹推进集
中式光伏风力发电、新型储能等项目，开通“绿色通道”，
多项工程前期及建设时限压缩50%以上，高效保障了宁
德时代兴隆庄光伏项目成为全省首个并网的国家第三批
大基地项目。

宁德时代的落地，不仅是济宁从“黑色经济”向“绿色
驱动”转型的坚定决心，更是济宁迈向北方锂电绿色能源
产业核心区的关键一步。2024年，国网济宁供电公司持
续优化电力营商环境，实施“电满格、靓儒乡”服务品牌工
程，（下转2版A）

国网济宁供电公司

以澎湃电力为实现“一个万亿、五个倍增”赋能
■新华解码·中央一号文件

不断夯实农业基础
加力推进乡村振兴

——解读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星灿

济宁银行坚定扛牢“走在前 勇争先”重大使命，聚
焦工业经济“头号工程”，围绕金融“五篇大文章”，持续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
力。2024年，济宁银行成绩斐然，新增对公净额贷款超
百亿，达到162.29亿元，增长27.83%。市辖对公净额贷
款增量、余额均在全市银行机构中位居榜首，且连续三
年获评山东省银行业ESG评价最高等次A类单位，为
全市优势产业发展与重大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金融
支撑。

助力绿色金融 绘就绿水青山画卷

绿色金融是实现国家双碳战略、推动社会低碳转型
的关键路径。济宁银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深入践行环
境、社会和治理理念，不断加大绿色金融投放力度，创新
推出“碳中和+”系列金融产品。2024年12月，在全省率

先推出“煤电转型贷”，成为全省首批响应人行“转型金
融”的金融机构。

在绿色贷款投放方面，济宁银行成果显著。2024
年，新增市辖绿色贷款7.45亿元，增长29.99%。2024年
1月，东大河、沂河等四条河流采砂项目存在融资需求，
济宁银行迅速行动，总行公司业务条线、授信管理与审批
部联合分支机构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当日便奔赴企业，对
接融资方案。工作小组仔细梳理项目要件，现场解决业
务难题，连夜协助企业完善项目融资规划设计，不仅开辟
了绿色服务通道，还利用周末加班加点完成审批，成功发
放5亿元贷款，为邹城市河道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障。

助力先进制造业 赋能产业转型升级

济宁银行始终将先进制造业作为重点支持领域，通
过增设制造业贷款考核项、打造行业全生命周期信贷产
品体系等措施，推动制造业中长期贷款投放。认真落实

国家设备更新相关政策，推出“设备购置与更新改造贷”，
助力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

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济宁银行金融辅导队以“金融
服务进万企”“金融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活动为
契机，深化政银企合作，提升金融服务适配性。前期，辅
导队通过《省级“技改专项贷”项目需求表》了解到某科技
有限公司年产1万吨石墨烯前驱体、5.3万吨新型环保材
料项目存在融资需求，随即与企业对接，多次前往化工园
区调研评估。在短短半个月内，就为企业批复设备购置
及更新改造贷款8000万元，保障了企业生产线设备的安
装与投产。

助力文旅产业 点亮“诗与远方”新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旅游业逐渐成为战略性支柱产业
以及民生产业、幸福产业。作为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济宁
银行将文化和旅游列为重点服务行业，充分发挥综合金
融实力，（下转2版B）

济宁银行

“走在前 勇争先”加力助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