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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在位于莘县的阳平食品有限公司，质检工作人员在对食品原材料进行质量安全检测。该公司
是一家集胡辣汤料系列、谷物代餐粉、五谷养生粥等系列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食品企业，先
后获得“山东老字号”“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荣誉称号。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严把食品
“入口关”

8月6日，在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裁切硫化胶片，准
备进行测试。该公司拥有由科技部批准组建的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成为具有研发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 田柏林

本报讯（记者 王军豪）“我忘带
营业执照，却顺利办完两项业务，多亏

‘企业码’。”8月5日，谈起自己的办证
经历，高唐梵禧婚纱礼服馆法人代表
王萍感慨万分。

不久前，王萍到高唐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并开通公
积金账户业务时，忘记带营业执照等
资料。正当她手足无措时，该局工作
人员向她推荐了“企业码”应用，登录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她成功获取专
属“企业码”。随后，王萍顺利办完食
品经营许可证业务和住房公积金开户
业务。

今年，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加
快推进“无证明办事”工作，聚焦企业
全生命周期，积极拓展电子证照证明
场景应用和服务领域，加快数据共享，
通过推广使用“企业码”，在全市率先
实现与住房公积金数据共享，实现跨
部门、跨系统协同服务，“一码通行”。

“‘企业码’的推广使用，既提升了
企业群众的办事便利度，也提高了政
务服务效率。目前，我局已梳理出首
批105项‘证明事项免提交’事项清单，
涉及社会事务、食药卫健等多个领域，
标志着高唐步入‘免证办’时代。”高唐
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王洪刚说。

高唐县迈入“免证办”时代

本报讯 （通讯员 李杨） 临清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坚持深化“放管服”
改革，积极推动各类公共资源进平台，交
易项目日渐增多。8月5日，笔者了解到，
截至7月底，该中心各类进场交易181场，
预算金额 1079206.82 万元，成交金额
921094.12 万元，节约金额 158112.7 万
元，节支率14.65%。

临清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在招评

标过程中对于政府采购项目和工程建
设项目均实现“不见面”开标，同时建
立“四零”服务体系和“五个一”体系，提
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质效、减少交易成
本，全力答好优化营商环境“新考卷”。

“不见面开标”服务推行一年来，473
个项目在该系统完成开标，利用率达
99%。企业仅需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按
时上传投标文件，即可实现远程投标。

临清市答好营商环境“新考卷”

■ 本 报 记 者 苑莘
本报通讯员 任家川

“数字创新中心产销一体化数据
平台帮我们实现了设备运维智慧化、
产销业务一体化、决策分析智能化等
多方面信息化升级。称重设备故障
及时报警、称重数据实时准确，不仅
避免了客户投诉，而且实时监控储油
罐安全指标，还提升了安全生产水

平。”8月7日，东昌府区曼仙蒂润滑
油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燕算了一笔账，
通过数字化诊断、数字化转型，企业
生产销售实现了统一管控，设备故障
率 降 低 70% ，企 业 运 营 效 率 提 升
30%，为企业每年节省管理成本20余
万元。

曼仙蒂润滑油有限公司是嘉明
经济开发区的一家生产汽车润滑油
和工业润滑油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厂区设备管理和监控主要依赖
人工，称重设备故障容易导致产品批
量不良，造成客户投诉。无法实时准
备检测油罐储量、液位及压强等指
标，还容易出现生产安全隐患，内部
各类流程审核纸质传递，及时性、准
确性差。

针对这种情况，东昌府区“对症
下药”，启动了本地企业数字化“问
诊”活动，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东昌府区携手华为共同建立华为
（聊城）数字产业创新中心，聚焦东昌
府区、辐射聊城，助力产业数字化转
型升级。”东昌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局长岳彩生介绍。

该创新中心是东昌府区政府引
进的全省首家数字产业创新中心，通
过帮助企业解决难点、痛点，优化工
艺流程，提升综合效益。创新中心面
向东昌府区主导产业，进行数字化转
型升级与赋能，推动企业的工业应用
普及和联合创新，加速产业智慧化。
目前，创新中心完成了数字孪生工
厂、智慧物流、智能制造等数字化转

型升级方案，培训赋能 160 多人，设
备上云数量250多台，为企业每年降
本增效 1100 万元，信息化软件使用
人数2000多人。

除了曼仙蒂润滑油，山东金易洁
清洁用品有限公司也从数字化的“问
诊”活动中受益。金易洁是一家致力
于中高端商用清洁工具的研发与制
造公司。企业之前信息化系统仅使
用财务模块，对业务流程缺乏统一管
控，不利于快速反映客户需求，影响
了客户满意度。今年在数字产业创
新中心的帮助下，企业建立业财一体
化管理平台，包括财务管理、进销存
管理、生产管理和客户管理，一举解
决了企业发展堵点，实现了公司运营
管理效率的突破式提升，让数据更透
明、管理更高效。

目前，创新中心已完成东昌府区
80 余家企业的数字化诊断，为山东
力得、鑫鹏集团、鑫润达塑胶等 7 家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改造，力争
利用 3—5 年时间，改造 1000 家工业
企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互联网
和数字产业化。

未来五年，东昌府区政府将每年
投入专项扶持资金，推动企业数字化
转型。嘉明经济开发区将和南北园
区企业一起抢抓历史机遇，积极利用
扶持基金、先进技术和优秀经验，实
现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蝶变升级
和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蝶变 产业升级
——东昌府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诊断开方”

华为（聊城）数字产业创新中心

东昌府区政府引进的全省首家数字产业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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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利用3—5年的时间

培训赋能160多人
设备云数量250多台
企业每年降本增效1100万元
信息化软件使用人数2000多人

数字孪生工厂 智慧物流 智能制造 等

数字化转型升级方案

完成东昌府区80余家企业的数字化诊断

本报讯 （王方方）“多亏有了农
商银行的资金支持，现在，我这育苗场
的规模扩大了，我打心底感谢咱农商
银行。”8月5日，提起莘县农商银行为
其送来的20 万元资金，莘县河店镇杨
炉村育苗大户杨桂今感慨道。

杨桂今是村里新型农民的典型代
表。10 年前，他发现附近缺乏育苗基
地，便紧紧抓住这一商机，创办了育苗
场。如今，他的育苗场已发展成为一
个占地 45.6 亩，拥有 1 座高标准联栋
育苗温室大棚、1座高标准钢结构大型
育苗拱棚、9座高标准暖棚的专业育苗
基地，主要从事西红柿、香瓜等育苗产
业。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经营规模的
不断扩大，育苗场资金需求量越来越
大，莘县农商银行河店支行客户经理
了解情况后，主动与杨桂今对接，通过
优质高端信用贷，为他办理了相关贷
款。

莘县全年瓜菜菌复种面积达 102
万亩，年产量520万吨，被誉为“中国蔬
菜第一县”。作为扎根本土、深耕“三
农”的地方金融主力军，莘县农商银行
立足当地蔬菜产业发展资金需求，做
实农村金融服务，做好农民知心人，持
续下沉金融资源，下移服务重心，坚持

“金融服务+驻点办公”工作模式，相继
研发出适应当地特色的“大棚产业贷”

“种苗贷”等普惠信贷产品，助推蔬菜
种植产业发展，开辟绿色通道，为客户
提供有温度、有速度、全方位、多层次
的金融服务，助力农业更强、农村更
美、农民更富。截至目前，该行“大棚
产业贷”7115户、10.66亿元，“种苗贷”
47户、4543万元。今后，莘县农商银行
将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的金融支持，认真落实
富农惠民各项政策，为乡村振兴注入

“金融活水”。

莘县农商银行

特色信贷护航“新农人”创业梦

■ 于延飞

8 月，高唐县清平镇刘庄村，果香
四溢，沁人心脾。这里便是“全省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刘明勇的哈密瓜大
棚种植基地所在地。

“你看，这棚处处有科技元素，无
论是灌溉还是通风，全实现了科技化，
而且一棵秧苗一个瓜，每个瓜都能长
到二三公斤，保守估计的话，今年也得
收 25 万公斤。”谈起自己的哈密瓜大
棚，刘明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其实，哈密瓜种植是刘明勇的“新
事业”，他的“老本行”是彩色绿化苗木
产业。初中毕业后的刘明勇，凭着年
轻人的闯劲、拼劲和执着，外岀探寻致
富路子。2006 年返乡后，他认准了发
展彩色绿化苗木种植的路子。通过搜
集苗木信息、赴外地参观学习，刘明勇
在家乡高唐县清平镇建设了50亩彩色

绿化苗木种植基地。在专家指导下，
种植基地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亩
均收入超过1万元，这更增强了他依靠
科技发展彩色绿化苗木产业的信心。

经过16年的发展，他的苗木基地
从最初的 50 余亩发展到现在的 1000
余亩，彩色苗木20余种，广泛应用于城
市、机场、高速等绿化工程。“致富不忘
众乡亲”，刘明勇专门成立了苗木种植
合作社，带领村民共同增收致富。目
前，合作社带动周围 7 个县市 21 个乡
镇869户种植户，苗木种植面积达5000
亩，年产园林绿化彩色苗木近 300 万
株，年产值3000多万元。

16 年间，高唐农商银行的金融支
持始终陪伴刘明勇左右，给予他从当
初几万元到如今100万元的信贷支持。

在大力发展苗木种植产业的同
时，刘明勇还积极开拓新产业。“以前，
别说种植哈密瓜，在这乡镇上，想吃哈

密瓜都难，开始种的时候，首先遇到的
就是资金与技术的难题。”刘明勇说。

得知刘明勇的资金需求后，高唐
农商银行第一时间提供了信贷资金支
持，为他的“新产业”送上了“及时
雨”。采购瓜苗、架钢管、埋水管，施
肥、修剪，刘明勇带领工人一年到头在
地里忙活着。如今，看着一个个哈密
瓜成熟了，他心里乐开了花：“我可以
带领村民开辟新的致富路子啦！”

对刘明勇“老本行”和“新产业”
的支持是高唐农商银行支持镇域经
济发展、助力乡村产业兴旺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高唐农商银行全力支持
乡村振兴、扶持新农人发展，将支持
农民发展致富，共建美丽乡村，助力
产业兴旺发展作为行动指导，为推动
乡村振兴注入不竭金融力量，有力支
持了一大批有志青年走上创业致富
道路。

韩玉华是一名个体工商户，在清
平镇从事花生收购及加工。因品质上
乘、价格合理，她生产的花生制品深受
全县及外地客商的认可。

一个多月前，韩玉华准备扩大经
营规模时，因缺乏资金而犹豫。此时，
高唐农商银行正在对辖区内特色产业
进行走访调研，专门组织信贷工作人
员走访了收购花生的商贩和花生加工
小微企业，开展信贷需求摸排。当了
解到韩玉华的需求后，该行工作人员
随即向她推介了信贷利率低、办理便
捷的“鲁担巾帼贷”，以最快的时间为
她办理了50万元的授信，解了她的燃
眉之急。

“马上到收储花生的旺季了，有咱
农商银行给我做后盾，我就可以‘甩开
膀子加油干’啦！”韩玉华开心地说。

瓜果熟了 产业旺了
——高唐农商银行金融助农工作纪实

本报讯 （记者 苑莘） 今年上半
年，全市共落实各项税费支持政策
66.07亿元。8月9日，市税务局局长孙
成军介绍了上半年我市退税减税政策
落实情况。

今年上半年，全市税务部门加强
与财政、人民银行等部门沟通协调，坚
持“快退、狠打、严查、外督、长宣”五项
措施，确保“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直

达市场主体。上半年，我市办理增值
税留抵退税47.28亿元，使众多小微企
业从中受益。新增减税降费4.93亿元，
其中“六税两费”减半征收政策扩围，
新增减税 8145 万元；继续实施的阶段
性降低工伤、失业保险费率政策，新增
降费1.06亿元。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
政策等一系列稳定经济措施落地见
效，助推我市经济运行快速恢复。

聊城市“真金白银”为市场主体减负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8月8日，
记者从东昌府区财政局了解到，东昌
府区财政局严格执行惠农补贴发放程
序，及时发放第二批实际种粮农民一
次性补贴。补贴资金全部通过山东省
财政惠民补贴一本通管理信息系统发
放，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小麦、玉米种
植户账户，确保了广大小麦、玉米种植
农户直接受益。

在今年第二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
性补贴发放工作中，东昌府区财政局、
农业农村局和各镇（街）通力协作，精

心组织，严格执行村级初核、各镇（街）
园区审核、村镇（街）园区两级公示核
定、农业农村部门复核的面积及相关
数据校核程序，精准确定农户补贴信
息，及时准确地将补贴资金发放到位，
切实减轻种粮农民负担，提振种粮农
户信心。2022 年下半年，东昌府区核
定小麦、玉米种植面积1254594.96亩，
发放补贴资金总额725.156184万元，补
贴标准 5.78 元/亩，惠及 14 个镇（街）
698 个行政村、102899 户小麦种植农
户。

东昌府区

惠农资金补贴直达农户“口袋”

改造1000家工业企业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工业互联网和数字产业化

目前 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