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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胡志强 张道
申）截至7月31日，山东省财政厅批复
阳谷县2022年的18.9亿元债券资金已
全部成功发行，主要用于聊阳渠片区
污水处理项目、阳谷县主城区雨污分
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阳谷县中医院
应急救治能力建设项目等。

加快发行使用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是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的重要保障。阳谷县财政
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专项债券争取

工作迈上新台阶。在加快项目实施的
同时，该局严格规范专项债券使用，加
强资金使用监管，确保每一分钱都用
到“刀刃”上。

阳谷县财政局继续加强专项债券
项目库建设，逐一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建立重点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对债
券项目全覆盖排查，加快落实项目实
施条件，提前做好下批项目申报的各
项准备工作，确保上级债券资金即发
即用。

阳谷专项债券助力经济发展

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8月2日，
记者从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了解
到，针对“三农”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问题，我市将积极探索“批量化、低
成本、高效率、可复制”的普惠金融服
务模式，引导银行金融机构支农支小、
支持受困小微企业，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金融服务获得感。

市地方金融监测服务中心副主任
宋歌介绍，我市持续扩大普惠金融投
放，梳理挖掘优质小微企业，及时推送
给银行机构，提高对接精准度和效率。
并引导金融机构在网点设置、产品开
发、金融服务等方面向“三农”倾斜，全

面加强对“三农”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
在平台建设方面，我市开展金融

顾问团、金融大集等多种形式的“走进
对接”活动，把政银企对接平台下沉到
企业车间、田间地头。用好聊城智慧金
融服务平台，打通银企信息壁垒，解决
银行机构“不敢贷”“不愿贷”问题。

同时，我市持续加强政府、金融机
构、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加快落实国
家、省等各层面出台的支农支小、支持
受困小微企业等政策措施。积极探索
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加快推动
市级大型融资担保公司纳入全省政府
性融资担保体系，加大支农支小力度。

聊城“精耕细作”普惠金融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8月1日，
记者了解到，临清市围绕塑强产业竞争
优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入
选全省首批技术转移先进县，3项山东
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山东省轴承智
能制造创新创业共同体先后获批，有需
求的规上工业企业实现了研发机构全
覆盖，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

临清市积极探索实施“全生命周期
梯次培育计划”，通过强化培训、及早会
商、全程协同等进行持续培育，推进中

小企业成长为科技型企业，发展为高新
技术企业，再提升为创新引领企业。

临清市聚焦轴承、纺织等重点产
业，出台政策加大创新扶持力度，鼓励
引导企业创建科技创新平台。科技创
新平台达到59 家。在产业发展方面，
临清市着力念好“早、广、准、实、奖、
久”六字决，持续推进以创新攻关为核
心的“揭榜挂帅”机制。围绕重点企业
和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征集了18项研发
课题，吸引省内外专家“揭榜”。

临清科技创新赋能产业提质

本报讯（记者 苑莘）7月下旬，太
平人寿聊城中心支公司迁至聊城开发
区。据统计，目前开发区已经聚集各大
银行市级分行6家，支行10家；保险公
司23家，证券公司5家，金融机构体系
日趋完善，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的“楼
宇经济”发展迅速。

“在企业选址初期，公司考察了很
多位置，开发区并非首选，但我们被开
发区良好的营商环境所打动。”聊城太
平人寿人事行政部经理杨华光介绍。
原来，开发区新兴经济产业园区主任

张金鑫得知太平人寿计划迁址的消息
后，第一时间与企业负责人联系，积极
邀请其前来考察，消除企业各种顾虑，
最终争取到该企业落户开发区。

作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山
东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
发展试点先行区，开发区充分发挥现
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先行区的作
用，为各大金融机构和企业总部等入
驻发展营造优质的营商环境，提供高
效便捷的全方位服务，助力企业加速
发展。

开发区“楼宇经济”规模初现

7月 29日，
聊城海关查验
二科工作人员
在山东奥克特
集团成品库对
出口英国的氯
化胆碱产品进
行现场查验。

氯 化 胆 碱
是VB饲料添加
剂，具有消除家
禽家畜内脏多
余脂肪作用，是
该公司的拳头
产品。该产品
出口全球80多
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出
口额4300万美
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76%。
■ 朱海波 摄

■ 于延飞

“让你们久等了，天气这么热，赶
快坐下歇歇……”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7月28日，高唐农商银行金融服务队队
员的脚步还没跨进梁村镇茶棚村无花
果农场的大门，武楠爽朗的笑声便从
里面传来。

今年40岁的武楠是一名乡村致富
能手。2010 年底，28 岁的她辞去了公
务员公职，到高唐县梁村镇茶棚村建
起了绿色生态农场，主要种植无花果
等作物。2016年，为了学习新技术，武
楠专门到日本学习压枝技术，到土耳其
学习接穗技术。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种
植的无花果品质高，深受市场欢迎。武
楠自信地说：“在市场均价大约每公斤
16 元时，我家的无花果卖到了每公斤
40元，且供不应求。”

“别看这小小的无花果，可有着大
学问呢。你看，这一片地有120多亩，
经过我们改良种植方式，现在这片地
可以种植原先200亩的无花果树，产量
也提升了近30%。”招呼金融服务队队
员坐下后，武楠打开了话匣子，“如果
你们觉得无花果只能生吃，那就错
啦。看，这是我们用无花果生产出来
的果干、面条、果酒，还有无花果嫩叶
做的无花果茶，我们可真是做到‘物尽
其用’了。距离中秋还有1个多月，无
花果月饼又要迎来订购高潮了。去年
推出后就十分畅销，两天的时间上千
斤无花果月饼就订购一空，主要是真
材实料口感好，咱高唐的客户都很认
可。”

除了无花果，笔者注意到农场内
还有一条“绿色长廊”，这里便是武楠
在农场里新上的种植项目——葫芦种

植。“葫芦现在正是爬秧阶段，葫芦有
‘福禄’之意，寓意收集福气。前段时
间我们创新推出了‘葫芦粽’，造型新
颖、口味独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节
目呢。目前，我们的葫芦粽已经获得
两项国家专利。”谈到这里，武楠的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在产品展厅，武楠向金融服务队
队员介绍了葫芦制品，有结婚时用的

“合卺葫芦”、独具地方特色的“锦鲤”
葫芦、景泰蓝工艺葫芦等。为形成种
植规模，带领村民一起致富，2012年3
月8日，她带头成立了盛唐葫芦种植合
作社。目前，全县葫芦种植规模近千
亩，她负责回收、加工和销售，上百万
件的葫芦产品远销海内外，每亩地为
农民增收8000元以上。

喜悦之余，武楠也深深感受到，自
己的创业之路离不开高唐农商银行的

鼎力支持。她表示：“我们农场能有现
在这样良好的发展态势，跟农商银行
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当初，农商银行
的领导主动与我对接，得知我存在部
分资金困难后，客户经理蒋华在最短
的时间内为我办理了贷款，让我成功
获得30万元的信贷支持，也让我的事
业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围绕支持妇女创业，高唐农商银
行持续对接高唐县妇联等部门，以党
建共建为切入点，与县妇联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获取辖内“最美巾帼奋斗
者”“巾帼文明岗”等清单，开展逐户对
接，为全县妇女创业提供专项授信3亿
元，广泛宣传“巾帼系列贷”“鲁担惠农
贷”等产品，全力支持妇女创业。截至
目前，“巾帼创业贷”累计授信144户、
3055万元，“鲁担巾帼贷”累计授信25
户、1375万元。

金融“东风”“贷”来致富新希望
——高唐农商银行全力支持妇女创业创新 本报讯（李书董 王方方）“上午

打的咨询电话，当天问题就解决了，你
们服务效率太高了。”7月27日，在莘县
农商银行东鲁支行，客户田振（化名）
向莘县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致谢。

田振的父亲户籍所在地为莘县，现
住在茌平区博平镇敬老院，由于老人
腿脚不方便，一直没领取、激活社保卡，
而住院报销和领取养老补贴必须要有
社保卡。于是，田振拨通了莘县农商银
行的电话。

莘县农商银行东鲁支行工作人员
当晚携带移动式柜员机和老人社保卡
驱车前往敬老院，提供上门激活服务。

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开通绿
色通道，开展上门服务，是莘县农商银
行今年以来着力完善社保卡服务体系
的一项重要举措。该行在今年初便为
辖区全部乡镇网点配备社保卡制卡设
备，有效解决了客户办卡慢、办卡难、
激活难等问题。同时，持续开展社保

卡进校园活动，在每学年开学之初，借
助学校给新生采集学籍照片、建立学
籍档案的时机，为全体新生制作社保
卡。着力做好“新市民”社保卡制作工
作，加大与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各用工
单位、企业对接力度，落户即制卡，切
实为退役军人、外来落户人员等“新市
民”提供便利。今年上半年，该行通过
社保卡即时制卡网点，新制社保卡
14000 张；通过社保卡进校园活动，为
全县 3200 名中学生新制社保卡；通过

“出生一件事”，为全县123名新生儿办
理社保卡；为超过200位“新市民”办理
社保卡。

莘县农商银行始终秉持以客户为
中心的服务理念，以发挥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主线，
以“红马甲”金融服务队和客户经理

“驻点办公”制度为抓手，坚持“让数据
多跑腿，让客户少跑路”，真正把服务
送到群众家门口、送到客户心坎上。

莘县农商银行

探索社保卡服务新模式

本报讯（记者 张洁） 7月28日，
东阿县燕李浮桥有限公司的54.98%国
有股权转让通过东阿县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产权电子竞价系统成功完成拍
卖，这是东阿县完成的首个国有股权
交易项目，也是聊城市首个县级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股权交易项目。

此次交易中，聊城大众机动车驾
驶员培训中心（有限公司）竞拍成功，
成交价为1080.3595万元。此次股权交

易的成功进行，开创了东阿县公共资
源交易新模式，优化了东阿县国有资
产的配置。

为做好此次股权交易工作，东阿
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及时在中心网站
发布此次交易事项的信息预披露公
告、信息披露公告、交易公告，对成交
结果及时进行公示，确保项目交易信
息公布及时、准确，坚持公开、公平、公
正的原则，维护交易者的合法权益。

东阿完成首个国有股权交易项目

目前

临清黄河故道中有2000多亩
平均树龄五六百岁的古桑树

年产野生桑黄1500公斤左右

全部推广

桑黄与羊肚菌双菌轮作
种植新模式

总面积突破1000亩

预计

年产 桑黄330吨 羊肚菌650吨

全产业链年增加值3.6亿元
种植户亩纯收入4万元以上制图：许云峰

临清市已经建成

先锋路街道 新华路街道 松林镇
戴湾镇 金郝庄镇 尚店镇

6个基地
建设大棚216个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徐虎本

“在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布的
第七批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公示名单中，
临清桑黄榜上有名。”8月1日，清源
正本公司总经理王荣祥告诉记者。

临清黄河故道古桑树群，是黄河
流域农桑文化的代表，是中国农桑文
明发展史的见证。2019 年，临清古
桑园被评为“省级地质公园”。在这
一片翠色浓郁的古桑园，老桑树林上
的桑黄已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金疙
瘩”。

黄河故道孕桑黄

桑黄是一种珍贵的大型药用真
菌，已有2700年的药用历史。

《神农本草经》描述：“桑耳一名
桑黄，有黄熟陈白者，又有金色者，皆
可用。”《本草纲目》中记载桑黄能“利
五脏，宣肠胃气，排毒气”。

“临清桑黄是目前能够查证到
的，古书中最早记载的桑黄。谱尼报
告显示，临清桑黄是所有送检样品中
三萜、多糖、总酚、麦角甾醇等有效成
分含量最高的，它的应用前景十分广
阔。”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表示，经过
多部门、多专家检测，临清野生桑黄
被评定为正宗桑黄。

临清黄河故道中有2000多亩平
均树龄五六百岁的古桑树，年产野生
桑黄1500公斤左右。为了扩大桑黄
产业的规模，临清清源正本生物医药
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微生物技
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欧洲科学院
院士、德国工程院院士张友明教授签
约，成立了黄河故道桑黄功能性食品

科研基地；与吉林农业大学教授包海
鹰签约，成立了黄河故道桑黄博士工
作站。

2021 年，中国林业产业协会分
别在临清设立中国菌物学会临清市
食用菌研发中心学会服务站、山东省
科学技术协会临清市桑黄产业协同
创新发展基地。

打造桑黄产业链

野生桑黄产量较低，远不能满足
市场需要。

“我们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
通过人工栽培桑黄菌工艺技术研究，
确定了高效栽培的最佳工艺参数，进
一步改良、优化人工栽培桑黄菌株，
源源不断地提供优质桑黄菌种。”清
源正本公司总经理王荣祥通过内引
外联、高端引智，先后落成了院士工
作站、博士工作站，建立了一支以院
士、教授为主的国际顶尖科研团队，
通过科技手段筛选出适合人工栽培
的优良野生桑黄菌株，研究人工栽培
桑黄菌工艺技术。

“先将桑木段打成木屑、装到生
长袋中，注射液体菌种，然后在培育
库里进行培育。”公司副总经理武喜
云介绍，“培育库常年保持28℃左右
的室温、90%的空气湿度。3个月后，
桑黄形成 15cm 宽、5cm 厚的扇形开
片，单菌棒可产桑黄子实体干品 25
克左右。”

如今，临清桑黄省级现代产业园
正建设桑黄人工栽培及产品开发科
研基地、恒温恒湿标准化大棚、桑黄
菌丝培养库以及桑黄博物馆等，通过
制作桑黄茶、桑黄粉、桑黄咖啡、中药
饮片等产品，拉长了桑黄产品产业链
条。

双菌轮作好“钱景”

桑黄每年 4 月份种植，9 月底前
收获完，实行传统的“一种一收”种植
模式，这就造成了10月至次年3月大
棚土地闲置。

为持续增加土地亩产效益，清源
正本的科研人员组成羊肚菌菌种研
制攻关小组，通过反复实验，掌握了
羊肚菌的培养基制作、菌丝提炼、接
种菌种、制作菌包以及人工栽培技术
规范等，经大棚试种成功。

1亩左右的简易棚，每年可生产
桑黄300公斤、羊肚菌500公斤。目
前，临清市已经建成先锋路街道、新
华路街道、松林镇、戴湾镇、金郝庄

镇、尚店镇 6 个基地，建设大棚 216
个，全部推广了桑黄与羊肚菌双菌轮
作种植新模式，总面积突破1000亩，
预计年产桑黄330吨，羊肚菌650吨，
全产业链年增加值3.6亿元、种植户
亩纯收入4万元以上。

“临清桑黄省级现代产业园项
目以规模化、标准化方式生产桑黄
中药饮片和功能性食品。项目投产
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 10 亿元，实现
税收 4000 万元，可带动 3000多户农
业种植户增收致富。”临清市政府党
组成员淳悦忠表示，临清将持续以
科技创新驱动桑黄产业技术研发，
延伸产业链条，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

小桑黄孕育大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