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林金彦
本报通讯员 相宝光

8 月 19 日上午，吃罢早饭，黄丙
珠坐在门前的马扎上，卷起了旱烟。
烟雾缭绕中，黄老汉若有所思。他掐
灭烟头，转身走到屋里，从一个黑得
发亮的木盒子里拿出了一沓钱。数
了数，434 元。他把钱揣进兜里，锁上
门，骑着脚蹬三轮车到了镇上。

黄丙珠今年77岁，是东昌府区梁
水镇黄庄村的脱贫户。节俭日子过惯
了，黄老汉平日不舍得乱花一分钱。
这一天，他破天荒地买了一只烧鸡、一
瓶好酒，两盒香烟。为啥？因为，这两
天他一直筹划一件“大事”——给村党
支部书记黄贤鹏“送礼”。

为啥要给书记送礼呢？拉起这
事，还得从黄老汉前几天领到的大红
包说起。

去年，黄庄村党支部在黄贤鹏的
带领下，办起了黄诚农业合作社，并与
镇上的兴农农机专业合作社合作，开
展土地托管。因为年纪大了，没有劳
动能力，黄老汉把自己的2.5亩责任田
托管出去。不承想，夏粮收获后，他不
仅得到了自己 2.5 亩责任田的保底效
益，还领到了434元的超收红包。

“黄书记对我这个老汉是一百二
十个好。”黄丙珠朴素的话语中充满了
对黄贤鹏的感恩。他说，黄书记平日
很照顾自己，没事就到家里陪他拉家
常，给他清扫院子。这几年，黄贤鹏帮
他申请政策，为他改造了危房，配了家
具，通上了自来水、电和天然气。“这几
年，俺可过上了好日子了。”黄丙珠特
别知足。

令人动容的不止于此。有一次，
一场特大暴雨把黄丙珠的旧院墙冲塌
了。“那天，黄书记惦记着我的安全，天

刚亮就来到我家里。”黄丙珠动情地
说，“黄书记看着倒塌的院墙，当即表
示，咱们再垒一堵新的！”当天，黄贤鹏
就把黄丙珠的情况上报到镇里，并联
系购买新砖、石灰等建筑材料，找了两
名泥瓦工，仅用一天时间就把新院墙
垒起来了。

“黄书记没少帮俺的忙，给俺解决
了种地问题、生活问题，俺咋也得表示
表示。”黄老汉说，领到红包后，他就琢
磨着怎样向黄书记表示谢意。

“花言巧语俺不会说，就来点实在
的吧，也不知道书记收不收。”心里正
犯着嘀咕，黄老汉一脚迈进了黄贤鹏
的家门。“大叔，你这是干什么！”黄贤
鹏一见拎着东西进门的黄老汉，赶紧
把他拦住。

“我从你门口路过，顺便表示一下
谢意，没别的意思……”没有“送礼”经
验的黄老汉憋得脸通红，手里的东西

不知道往哪里放。黄贤鹏看出了黄丙
珠的“尴尬”，也明白他的心情。于是，
他赶紧安慰黄老汉：“大叔，我做的事，
都是应该的，您的心意我收下了。您
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这两天领了
分红，正好买点东西，改善一下自己的
生活！”黄贤鹏笑着说。

黄贤鹏告诉黄丙珠：“大叔，土地
托管是农村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做法
就是要让村民增收，特别是要解决老
年人种地难的问题，使村民在现有土
地上得到最大的收益。只要相信党的
政策，大伙儿的收入会越来越高，日子
会越过越好！”

“好，好，俺听你的！”听了这番话，
黄丙珠心里更有底气了，满是褶子的
脸上绽开了笑容，院子里弥漫着融洽
的氛围。

黄老汉“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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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朱晓翠

“我们全村 2400 亩土地全都是高
标准农田，去年通过街道协调，把秋收
季生产环节全部托管给了远大农机合
作社，村里的老百姓该上班上班、该打
工打工，每亩小麦竟比之前多收了300
元。”8月15日，临清市大辛庄街道东周
店村党支部书记杨存锋说，秋收季生
产托管，每亩地只需付35元即可由合
作社来完成田间管理，既节约人力，又
提高了土地肥力。

大辛庄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
周雪杨介绍，今年的秋种，东周店村的
300 多亩土地再次由党支部领办的群
乐种植专业合作社托管给了服务组
织，将统一进行喷灌。

“过去，农业生产以传统的小农户

家庭承包经营为主，耕地规模小、分布
较为零散，耕、种、管、收、售等环节运
行单一且低效。在分散的小农经营基
础上发展现代农业大生产，社会化服
务是最有效、最现实的路径。”市委副
秘书长、市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同章说。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局聚焦为农
服务这一主题，立足破解“谁来种地、
怎么种地、如何种好地”等难题，通过
项目引领小农户广泛接受以生产托管
为主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服务体
系日益完善、模式不断创新、效能持续
提升，探索出了一条引领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的“聊城路径”。

市农业农村局以实施农业生产托
管服务项目为引领，加强政策引导、强
化示范带动，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助力

“小农户”加快与“大农业”成功接轨并
实现无缝衔接。将农户承包土地、沟

头河沿、路边零星土地、撂荒地等充分
整合，引导农户集中连片接受服务，发
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有效实现了耕
地由碎到整、由分散耕作到集中耕作
的转变，极大提升了农田综合生产能
力。目前，全市高标准农田面积已达
到592万亩，成方连片开展生产托管面
积 占 粮 食 种 植 面 积 的 比 例 达 到
70.83%，20个乡镇推行整镇托管，1678
个村庄推行整村托管，农业生产托管
服务对象超80万户。

为破解服务实力薄弱、服务质量
不高、行业管理滞后等难题，市农业农
村局坚持市场导向、聚焦服务小农户，
不断加快主体培育、鼓励探索创新、引
导资源共享，优先选择基础建设完善、
托管运营规范、服务能力强、群众口碑
好的主体开展服务，并根据农户需求
提供农资直供、生产托管、金融保险等

10 余种菜单式服务，有力推动了农业
社会化服务向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
方向发展。目前，全市各类农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达到2670家，其中省级示
范组织16家、市级示范组织122家，覆
盖全产业链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正
在加快形成。

通过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我市农
业生产实现“一降三增”，即成本降低，
通过农资集中采购、集中连片统一机
械化作业，小麦亩均成本减少60元，小
麦亩均增产50公斤左右，服务主体年
作业量增加 30％，有效种植面积可增
加 8％。农民种地务工实现了“两不
误”，释放了 60％的劳动力从事劳务、
发展第三产业，年人均增收 0.8 万元，
真正实现了“你在外面打工赚钱，我在
家中为你种田”。

你在外赚钱 我为你种田
——市农业农村局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新格局

本报讯 （记者 侯莎莎） 8 月 17
日，记者从市地方金融监管局获悉，我
市加快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深挖金融
场景创新应用，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
升金融服务质效，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王海磊介绍，我市广泛开展政银企对
接活动。积极协调科技、工信、农业等
部门向银行机构推送近千家优质企业
名单，实现企业需求与金融供给的精准
匹配。开展全市金融服务进园区、进乡
镇、进农业龙头企业活动，组织各县市

区、各银行机构加大企业走访力度，切
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高效提供数字金融服务。为有效
整合线上线下金融资源，该局着力打
造聊城市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截至目
前，平台已对接 20 个政务部门的 88 项
政务数据，成功 对 接国家信易贷平
台、山东省金融辅导队平台及聊城市
农村综合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平台注
册用户 27917 人，上线金融产品 188
款，发布需求 810.32 亿元，放款金额
373.90亿元。

聊城加快数字金融建设
智慧金融服务平台注册用户达27917人

■ 本报记者 沈欣欣

8月16日下午，烈日炙烤着大地，
酷热难耐。然而，高唐县国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的大豆蛋白生产车间里，
却是一片清凉干净的天地。

车间里，整齐排列的高端智能设
备正在飞速运转，但是，生产线上却很
少见到工人的身影，只有装卸机器人
手臂正在忙着包装产品。

“公司最主要的产品就是高端大
豆蛋白，我们在传统大豆蛋白生产工
艺基础上，进行动能转换升级，新上了
高端大豆蛋白产业化项目。”国宏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赵庆奎
介绍。

国宏高端大豆蛋白产业化项目由
高唐县鲁发信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
深圳丰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投
资12亿元建设，是2021年聊城粤港澳
大湾区重点招商项目，被列为2021年
山东省重大项目，项目建成投产后，企
业年产高端大豆蛋白3万吨，预计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15亿元，利税3亿元，新
增就业岗位300余个。

“企业要想发展，必须将战略眼光
放长远，将大豆蛋白引向高端，才能在
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被问及为何
要将大豆蛋白引入高端市场时，赵庆奎
道出了自己的想法，“目前，国内大豆蛋
白加工生产企业大都在行业中低端市
场徘徊，并在同质化产品的价格战中内

耗，高端大豆蛋白加工作为非转基因大
豆精深加工产业中最具潜力的领域，市
场前景非常广阔。”

自去年开始，鲁发信德公司在依
托5000吨组织蛋白项目延长现有分离
蛋白加工产业链的基础上，加快推进3
万吨高端大豆蛋白产业化项目建设，
力争将其打造成国内功能性蛋白生产
加工新高地。

今年4月，该项目入驻高唐，利用
原蓝山集团的资源和技术优势，采用
新设备、新模式，在传统大豆分离蛋白
生产工艺的基础上，采用世界上最先
进的生物酶解、双闪蒸改性技术，加上
5G智慧化管理系统，实现了产品多元
化、高端化、功能化和生产全过程的管

理智能化。项目引进世界领先水平的
德国福乐伟离心机、尼鲁高压泵和日本
全自动包装机，整体实现节能降耗20%
以上，人工成本节省 10%，产能提升
12%，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

国宏高端大豆蛋白项目致力于高
端大豆蛋白品牌建设，坚持科技创新
驱动。坚持“借智研发、自主研发”相
结合，与国内多家高等院校和专业科
研机构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深入开展
研发合作课题的研究。“我们这个项目
不仅将豆粕豆渣‘吃干榨净’，还实现
了在豆清水中提取大豆低聚糖，产生
的污水还能形成沼气，真正实现了大
豆全产业链的利用。”公司副总经理唐
志勇告诉记者。

“吃干榨净”一粒豆

本报讯（记者 曹天伟） 8月15日
上午，在开发区希杰食品有限公司冷冻
食品生产车间，一批批水饺产品下线包
装。这个投资2.15亿元的项目，占地仅
8.68亩，亩均投资强度达到2300 万元，
年可生产预制菜1.6万吨，实现产值4亿
元、税收1700万元。

项目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开
发区聚焦制造业主战场，强化重点项
目建设，今年共确定重点项目 70 个，
总投资 40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68.3
亿元，其中 12 个项目列入省级重点、
14 个项目列入市级重点。在项目建
设中，开发区实行专班帮包机制，将
项目手续办理涉及的部门全部纳入
专班，从项目包装立项、开发建设到
投产运营，提供全链条跟踪保障服
务，全面解决堵点难点问题。如针对
希杰食品有限公司冷冻食品项目，该
区专门派驻“项目管家”，先后协调解

决各类问题 30 多个，使项目仅用 11
个月就完成了 3000 万美元的投资建
设任务。截至目前，开发区已有 55
个实施类项目完成投资，超时间进度
8.2 个百分点，百斯特游艇、昌润金刚
石复合片、北科钛合金等一大批重点
项目顺利推进。

在抓项目的同时，开发区下好科
技创新“先手棋”，实施智能化技术改
造三年行动，出台支持企业高质量发
展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
型升级。全区储备重点技改项目 30
个，15 个项目列为省、市重点，11 个项
目入选2022年第一批省级技术创新项
目名单，数量全市最多。上半年，制造
业技改投资完成 7.4 亿元，同比增长
58.1%；新增 2 家省级“瞪羚”企业、8 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 家市级“专精
特新”企业。

开发区全力提升制造业“硬实力”

8月16日，冠星纺织集团
气流纺车间内，一名工人正在
生产线上巡检。

冠星纺织集团积极落实
制造业强市战略，在危机中觅
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投资2
亿元新上气流纺项目。该项
目投产后，订单充足，产品供
不应求，每年可增加销售收入
5亿元，实现利税2000万元，
在经济下行压力下，起到了保
稳定、保运行的支撑作用。

■ 本报记者 朱海波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这些家
书是有情感、有信仰、有力量的，学员们
能够从红色家书中汲取营养，感悟伟大
建党精神。”8月22日，说起诵读红色家
书的感受，市委党校讲师韩晓辉如是
说。

今年，我市广泛开展红色诵读活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提升干部党性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

市委党校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
通过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解读、红色家
书分享、学员讨论发言、重温入党誓词
等打造“沉浸式”党课课堂。

“妈妈答应过你们要好好完成任
务，在太空建一座大大的房子，装进很
多很多人的梦想；妈妈答应过你们要
拍很多美丽的照片，回来和大家分享；
妈妈答应过你们要把祝福和梦想写进
满天繁星……”在家书分享环节，学员
自主选择家书，分享了航天女英雄刘
洋出征前写给孩子的信、抗日英雄赵

一曼写给儿子的信等，并讲述了家书
背后的故事。在台上分享家书的学员
饱含深情，而台下学员也是听得入神，
被家书背后的故事深深感动。

“通过诵读红色家书，大家思想上
受到了洗礼，精神上得到了升华。作为
新时期的党员干部，一定传承好红色基
因，按照市委提出的‘严、真、细、实、快’
工作要求，为建设‘六个新聊城’贡献力
量。”市委党校学员韩英田说。

柳园街道水韵社区不断丰富社区
图书馆党史史志书籍，为社区居民诵读
红色书籍，学习了解东昌府区党史人
物、党史故事提供便利，并以此为契机，
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年轻一代
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精神。

在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
化上，我市将继续创新方式方法，使党
性教育更加富有鲜活性、特色性和实效
性，引导党员干部筑牢初心使命，涵养
清风正气，汲取前进力量。

我市开展红色诵读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伴随着炽
热的火焰，一根根无缝钢管在生产线上

“穿行”……8月19日，记者走进东昌府
区鑫鹏源智能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感受到身体和生产的双重热度。

作为全市制造业领航企业和钢管
产业链链主企业，鑫鹏源智能装备拥有
各类专利成果530余项，生产的海洋工
程、军工、核电、航空、石油开采等领域
的合金钢、钛合金产品，远销60多个国
家和地区。企业先后获得“双院士工作
站”“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节能减
排重点示范企业”等称号。

今年，东昌府区大力发展特色优势
智能制造产业，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
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规模已达百亿元，集
聚优势逐渐形成、产业链条不断完善，
现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3家，国家及省级单项冠军企业1家，省
级瞪羚企业3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43家。

在校地合作方面，东昌府区政府先
后与山东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聊
城大学等6所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为
东昌府区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提供了
人才和智力支持。

东昌府区抢占特色制造业高端市场

8月20日，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工医用橡皮膏。
东阿阿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成立30多年来，不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取得5项

发明专利和21项实用新型专利，产品远销欧盟、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 本报记者 朱玉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