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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 5 月 18
日，记者从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了解
到，今年，开发区共洽谈对接项目 54
个，成功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0个、总投
资 170.4 亿元，以高水平精准招商引资
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

今年，开发区围绕金属精深加工、
生物食品医药、高端装备制造、高端现
代服务等优势产业，在延链补链强链
上做文章。围绕世界500强企业、颠覆
性创新技术行业，在持续招大引强上
做文章。强化招商引资“一把手”工
程，把大招商、招大商作为全区首要任
务，组建精干招商队伍，完善督导问
责、考核评价、奖励激励工作机制，营
造全员招商工作格局，动员全区上下
拿出“拼命三郎”的劲头抢项目、促签

约。把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营商环境
成效的第一标准，以“干部执行力提升
年”活动为契机，打好“组合拳”，助力
营商环境“再升级”。建立重大项目顶
格推进机制，健全完善“一项目一专
班”工作机制，由县级干部牵头，全链
条跟进、全周期服务、全要素保障，推
动项目早日达产见效。

“开发区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市委
‘三提三敢’要求，以‘干部执行力提升
年’为契机，抢抓发展机遇，确保招商工
作满弓紧弦、蓄力争优，力争全年招引
过50亿元项目2个以上，过亿元的项目
60 个以上，实现外资到账 7500 万美元
以上。”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贾鹏柱表示。

开发区靶向发力链式招商
签约亿元以上项目20个

5月17日，在位于阳谷的山东东大塑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作业。该公司不断加强自主创新，提高产品质量，
目前拥有专利50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软著10项。

我市强化科技型企业生力军作用，上下延伸贯通科技型企业培育链条，巩固壮大行业龙头企业，力促中小企业转型升
级，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形成大型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格局。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林晨） 5月20日上
午，聊城市“局长（主任）大讲堂”第十七
期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文强
主持并讲话。副市长马卫红、刘培国，
市政府秘书长郭守印出席。

活动中，市统计局局长梅永杰以
《为国统计 为民调查 全面反映聊城高
质量发展成果》为题进行了授课，重点
介绍了各主要经济指标的统计方法和
现状，并就做好下步统计工作提出了建
议措施。

刘文强强调，统计数据是党委、政

府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统计工作事关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掌握思想内
涵，坚持依法统计、依规统计，扎实做好
基础指标核算工作。要强化数据分析，
对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运行情况及时跟
进掌握，做好预警预判，制定工作措施，
助力各行业平稳健康发展。要扛起责
任担当，深入行业开展调查研究，拓展
统计监测领域，用真实完整的数据客观
反映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聊城市“局长（主任）大讲堂”
第十七期举行

■ 本报记者 李政哲 林晨

小满时节，聊城大地广袤的田野
上，弥漫着浓郁的麦香。看着手里沉
甸甸的麦穗，在田间地头劳作的农户
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2022年，聊城粮食生产实现“二十
连丰”，总产超过114亿斤，占了全国粮
食产量的近百分之一、山东省的十分
之一多，为全省乃至全国粮食安全作
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夏粮总产达到
56.8 亿斤，创历史新高，连续 4 年稳定
在54亿斤以上，总产、单产均居全省前
列。

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是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围绕小麦新
品种培育及产业化，做强农业“中国
芯”，5月19日上午，全国优质麦产业发
展研讨暨现场观摩会在聊城市阳谷县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学
者、企业代表180余人齐聚一堂，共商
小麦高质量发展大计。

研讨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
导师、教授宿振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科学院总工程师、ISO谷物与豆类
主席孙辉，北京粮食集团有限公司研
究员张颖分别作了报告，分享了小麦
产业发展中的最新研究成果和经验。

随后，阳谷县人民政府与中央储
备粮青岛直属库有限公司、益海嘉里
（青岛）、北京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和山东稷达农业集团等中国百强粮食
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良种是实现小麦优质高产的重要
保障。近年来，我市持续做强“农业
芯”，大力推广优质小麦新品种，为小
麦生产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
撑。

阳谷县是聊城市产粮大县，也是
山东省区域性小麦良种繁育基地。该
县年均粮食种植面积160万亩以上，粮
食总产量稳超15.6亿斤。先后多次承
办全省、全市“三夏”“三秋”生产现场
会，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

当天，与会人员先后深入山东农
信种业新品种研发和展示基地、凤祥
第五冷藏加工车间、阳昇发展有限公

司农村智慧供水项目等地进行观摩，
了解小麦优良品种及种植新技术推广
运用，交流现代农业发展经验。

早在 2019 年，中国农业大学就与
阳谷县建立了以“优质强筋小麦选育
及产业化发展”为特色的教授工作站，
通过与山东农信种业有限公司开展校
企合作，成功选育出小麦新品种近500
个，多个新品系进入国家及省级试
验。其中，“农大761”被列为2023年山
东省小麦主推品种；“农大753”为国家
一级优质强筋小麦，可实现对进口优
质强筋小麦品种的替代，有望成为我
国优质强筋小麦主导品种。

在山东农信种业新品种研发和展
示基地的示范田里，一片生机盎然，丰
收在望。“我们研发的‘农大 761’小麦
品种抗旱、耐盐性好，是优质的‘旱碱
麦’品种。”该基地相关负责人胥力说，
科技创新是企业的灵魂，他们将加大
科研投入，加强校企合作，用一个个科
研成果推进高质量发展，为企业注入
新的活力，锻造出一支服务现代农业
的“生力军”。

一路观摩、一路热议、一路思考。
通过此次活动，与会人员进一步增强
了对优质高产小麦品种的认识，发挥
了优质品种项目的样板示范引领作
用，对提升全国小麦生产水平、农业提
质增效起到良好的带动作用。

聊城是山东三大粮仓之一、全国
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今年以来，聊
城市围绕国家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
动，结合聊城市粮食产业发展优势，全
力开展“吨半粮”产能建设，通过强化
资金、政策、项目、技术等要素保障，加
强农田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确保全年建成“吨半粮”高产示范区20
万亩，3年建成100万亩，示范带动全市
粮食生产高质量发展，牢牢把住粮食
安全主动权。

为推进“吨半粮”示范创建深入开
展，聊城还加强基层农技队伍建设，培
养了一支以杜立芝为代表的农技推广
服务工作队伍，扎根基层一线，用心用
情服务“三农”，为粮食产能提升和现
代农业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做强农业“芯”端牢粮食“碗”
——全国优质麦产业发展研讨暨现场观摩会侧记

本报讯（记者 薛蓓蓓）抓产业就
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5月21
日，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我市重点推
进303个省市级重点项目建设，一季度
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64亿元，完
成年度计划投资39.75%；市级重点项目
完成投资 69.95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
资25.4%，均超序时进度。

今年以来，我市坚持项目为王理
念，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大要素保障力
度，强力推进重点项目“加速跑”，一批
促产业、强链条的重点项目，成为拉动
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预计一季度我
市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5%，固定资产投
资同比增长10%。

我市加快第一批已发行 54.1 亿元

专项债券资金使用，保障项目建设，形
成实物工作量，迅速拉动有效投资。我
市谋划申报专项债券项目1068个，其中
761 个项目列入省 2023 年度专项债券

“一张清单”，债券资金需求2015亿元，
项目数量和资金规模均居全省第4位。

我市加强统筹谋划，以项目建设保
障国家战略落地见效，制定年度工作要
点、省际合作事项清单、重大活动清单、
重点项目清单，19个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项目纳入省重点项目清单，总投资
62.1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31.97 亿元。
推动跨区域合作，召开聊城·濮阳鲁豫
毗邻地区交流合作座谈会议，为合力争
创共建示范区奠定基础。

我市重点项目建设加力提速
一季度省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116.64亿元

■ 张承斌

5月15日下午，聊城一名外卖小
哥在取餐时发现店主昏倒在地，他
没有丝毫犹豫，立即拨打120急救电
话，救护车赶到后他和众人一起将
店主抬到救护车上。随后，这名外
卖小哥悄然离开，未留下任何信
息。由于送医及时，店主身体没有
大碍。

这名见义勇为的“英雄骑手”是
谁？聊城日报社接到线索后，迅速
对这一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了相关报
道，并在全城发起寻人行动。报道
发出后仅半天时间，这名外卖小哥
就被找到，充分体现了“聊报速度”
和“聊报力量”。这样的寻人行动，
让原本的遗憾变得完美和圆满，彰
显了党报的职责使命和媒体人的责
任担当。

党报党刊是党的重要思想舆论
阵地，发挥着教育人、引导人、鼓舞
人、激励人的重要作用。怎样讲好
聊城故事，传播聊城好声音，塑造聊
城好形象？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正能量，无疑就是最生动、最有效的
素材。

“舆论引导、思想引领、文化传

承、服务人民”——镌刻在聊城日报
社门口的这 16 个大字，是对聊城日
报社办报宗旨和方向的高度概括和
完整阐释。从 1958 年创刊至今，聊
城日报社坚守主流舆论阵地，用一
张张沉甸甸的报纸记录着这座城市
的发展脉络，讲述着这座城市的动
人故事，推动着这座城市的改革创
新。

如今，走过纸与笔、铅与火，迎
来光与电、智与云，进入融媒体时
代，聊城日报社全面深化改革，推动
媒体深度融合，打造了以聊城日报
社客户端为龙头的“报网端微屏号”
全媒体矩阵，正朝着建设一流新型
主流媒体战略目标阔步前行。

传播方式日新月异，信息技术
迭代更新，唯有党媒人的初心使命
始终不变。从寻找勇救噎食少年的

“急救女侠”，到寻找未能完成旅游
心愿的“游客陈珊”，再到寻找主动
救助患病老人的“外卖小哥”，聊城
日报社用一次次“寻找”续写动人故
事，守望公平正义，凝聚城市力量。
今后的日子里，聊报人将继续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增强党媒传播
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让正能
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在“寻找”中守望党媒初心

本报讯 （记者 朱海波 通讯员
翟晓婵）5月20日，以“绿色新时代 共
建新丝路”为主题的吉尔吉斯斯坦
1000台中通客车首批车辆下线仪式在
聊城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刚
刚参加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的吉尔吉
斯斯坦总统萨德尔·扎帕罗夫亲临现
场。

此次下线的中通天然气公交车，
凭借大气时尚的外观、出众的性能、优
越的配置和性价比以及强大的经济
性、舒适性与环保性，得到吉尔吉斯斯
坦比什凯克市公交公司认可。“这批车
是专门针对吉尔吉斯斯坦市场开发的
天然气车型，与燃油车相比，碳排放量
减少20%—30%，硫化物减少99%。”中
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彭锋告诉记者，中通客车此次出
口，是今年以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最大客车订单，也刷新了中国
出口中亚五国的客车订单纪录。

据了解，比什凯克市去年采购了
120 辆此款公交车，运行半年状况良
好，因此又追加了1000辆的订单，全面
替换原有燃油公交车。了解到吉方需
求后，中通客车先后派出3批技术人员
到比什凯克开展市场调研，为其定制

化开发了这款公交车。该车型配置了
潍柴WP7高性能天然气发动机，寿命
达150万公里，可靠性达到世界一流水
准，采用全平低地板和大通道等设计，
驾乘便利性、舒适性大为提升。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1958年建
厂，先后获得授权专利500余项，参与
制定数十项国家标准，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二等奖、全国质量标杆、山东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山东省省长质量
奖等80多项荣誉。近年来，中通客车
先后被指定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2009 年第十一届全运会、2013 年第十
届中国艺术节、2022 年北京冬奥会、
2023年第三届儒商大会等重大活动会
务专用车。

为助力中通客车出口产业发展，
聊城海关积极落实海关总署、济南海
关“10+19”项促进外贸保稳提质措施，
为企业汽车出口建立个性化通关方
案，开辟汽车出口绿色通道，提供24小
时全天候预约通关服务。实行企业联
网电子账册监管，对进口料件进行保
税处理，缓解企业资金压力。提前对
客车进行生产技术指导，化解对方出
口国家技术贸易壁垒。靶向辅导，横
向发力，加大与商务、税务等部门协

作，直至口岸通关。
据中通客车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第一辆客车出口以来，海外市场一直
是中通客车的重点战略方向。今年以
来，中通客车抢抓海外氢燃料车辆市
场先机，将研发能力和品质把控作为
核心竞争力，对出口车进行定制化设

计，新能源客车先后出口到6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一季度客车出口815台，货
值5.13亿元。

据统计，前4个月中通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进出口总值 6.83 亿元，同比增
长 180%，出口 6.53 亿元，同比增长
176%，均创历史新高。

“聊城制造”再拿中亚大单

吉尔吉斯斯坦1000台中通客车首批车辆下线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商景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