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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苑莘

“ 黄 金 鸡 柳 ”“ 蛋 包 丸 ”“ 素 卤
肉”……6 月的北京新发地市场里，产
自莘县的近百种预制菜产品受到消费
者的欢迎。这是莘县助推预制菜产业
快速发展取得的成绩之一。

处在“新风口”的预制菜产业快速
发展，作为中国蔬菜第一县、中国香瓜
之乡、中国双孢菇之乡、中国小肉食鸡
之乡的莘县自然不甘落后。过去一段
时间，莘县将预制菜产业作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加大头部企业培育力度，打
造了一批质量过硬、社会认可度高的
预制菜特色品牌。

新立信的烤鸡就是莘县成功打造
的知名品牌。“我们是集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调理预制菜企业。公司的
烤鸡和手撕鸡在全国市场占据主导地

位，深得消费者喜爱。公司现有现代
化标准预制菜生产车间2万余平方米，
预计今年产销量将达 7 万吨。”6 月 12
日，聊城新立信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斌说，该公司是较早一批布
局预制菜产业的企业，未来将在该领
域持续发力。

在莘县，类似的企业还有很多。
该县现有预制菜生产加工企业83家，
规模以上预制菜企业16家，涉及上游
原料和研发、中游加工和流通、下游营
销和市场全产业链，涵盖“畜菜粮水”
四大品类。该县充分发挥产业基础雄
厚的优势，鼓励预制菜企业实施技改
项目，对重点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等进行政策奖补。

莘县以鲁西经济开发区为预制菜
产业发展的主阵地，对新入园的预制
菜企业，在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亩均税

收等控制性指标上予以倾斜支持，新
上预制菜产业项目在用地、能耗、排放
等指标上重点保障，并与齐鲁工业大
学（山东省科学院）签署合作协议，共
建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食品
科学与技术莘县实验室，在推动预制
菜及食品产业标准化、科技赋能、成果
转化、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未来，鲁西经济开发区将持
续加强服务力度，协助企业办理相关
手续、解决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加
快推动项目投产达效。

不断完善产业链是推动预制菜产
业发展水平提升的关键。为此，莘县
规划建设占地2000亩的预制菜高端食
品产业园，建设多层厂房、综合服务大
楼、人才公寓，并配套建设产品展示中
心、污水处理厂、共享冷链、中央厨房、
电商平台、网红直播等共用平台。加

快推动鲁开国资京东预制菜北方生产
基地项目落地建设，为入驻预制菜企
业建立以客户为中心，贯穿销售、生
产、采购、仓库、财务、售后等全业务的
一体化管理和无缝式协同体系，赋能
全产业链每个环节。

良好的产业基础是莘县最好的招
商引资禀赋。近一段时间，莘县积极
参加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山东）交易
博览会、首届中国国际预制菜产业博
览会等会展活动，主动对接大会现场
预制菜链主头部企业，着力招引全国
预制菜头部企业或上市企业，现已签
约预制菜产业类项目 9 个，计划投资
37.1亿元。未来，莘县将以鲁西经济开
发区为平台，尽最大的努力、创最优的
环境、用最好的服务，助力预制菜产业
蓬勃发展。

从“菜篮子”到“菜盘子”
——莘县谋划建设预制菜北方生产基地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我们在
项目申报环节少走了许多弯路，节省
了不少时间。”6月13日，市检察院检察
事务保障部副主任张振说，得益于东
昌府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帮办团队的提
前辅导，他很快就办好了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

报前辅导是东昌府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建设项目帮办团队创新实施的服
务模式。“我们通过专窗专办、上门辅
导、线上服务提速整个办理流程，为项
目建设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
享受优质高效审批服务。”东昌府区行
政审批服务局副局长袁吉萍说。

今年，我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用持续升温的“创新力”释
放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以往，办理跨省业务常常令群众
头痛不已，而如今高唐县郭杰贸易商
行副经理张建成坦言：“没想到现在服
务这么高效，不用来回跑，提交材料一
次性就办好了。”

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通过实施
流程再造，强化数据共享，推行跨省企
业迁移“一件事”，通过专员对接，用零
见面的方式办理跨省迁移业务，全流
程集成办理，解决了“多地跑”“折返
跑”问题。

“我们将以优化企业全生命周期
集成服务改革为契机，先行先试，大胆
探索，用创新引领突破企业群众办事
的难点和堵点，让项目审批驶入快车
道。”高唐行政审批服务局市场准入科
负责人史庆虎说。

聊城

“放管服”改革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 张颖

为什么要发展民营经济？
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民营企业

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
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

《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
告》，中国已有28家民营企业入围世界
500 强。作为吸纳社会就业的“蓄水
池”，民营企业已经成长为推动国家和
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新时代新征程，给民营经济发展
吃下“定心丸”，需要政策的大力支持，
需要真抓实干的决心，需要不断完善
的营商环境，更需要政府、企业、社会
形成合力，共同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民营经济
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面对疫情等超预
期因素给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带来的
冲击，我市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纾困解
难的政策措施，用真金白银帮助民营
市场主体解难题、强信心，全市民营经

济经历了逐步恢复、稳中有进的发展
历程。截至今年4月底，全市民营经济
市场主体总量达71.6万户，其中，民营
企业达到20 万户，占全市企业总量的
96%。2022年，规上工业民营企业实现
营收 3460 亿元，占比 78.5%；民营企业
进出口占比68.5%，税收占比79.8%。

为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充分
发挥民营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生
力军作用，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于近日出台了《聊城市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十大专
项行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的重要基石，需要全社会共同营
造。这既要有关部门从制度层面为企
业发展搭建公平赛场，也要从舆论层
面减少“杂音”干扰，共同防范破坏民
营企业发展的“杂音”，让广大民营企
业家能够聚精会神干事业、心无旁骛
谋发展。希望全社会共同呵护民营企
业成长，合力为民营经济发展添砖加
瓦，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让聊城民营
企业在时代大潮中勇毅前行、做大做
强。

给民营经济发展吃下“定心丸”

6月12日，茌平区韩屯
镇兴彬养殖厂自动化养殖车
间内，工人在查看蛋鸡长
势。茌平区按照“畜禽良种
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
化、防疫制度化、废弃物处理
无害化”的要求，推动养殖企
业标准化改造，提高畜禽养
殖的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助
力企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
乡村振兴。

■ 本报通讯员 马红坤

本报讯 （记者 王培源）“通过
‘许营好品’农村直播电商的推广，我
们的素食、牛肉、羊肉、驴肉等口味的
焖子卖得更好了，2023 年预计完成销
售额 1500 万元，入股村民返还 30%的
本金，村集体可增收 30 万元。”6 月 11
日，说起今年村里电商产业的发展，高
新区许营镇龙汇新村党支部书记姚思
华充满信心。

许营镇拥有西瓜、焖子、尹堂酱
菜、千禧番茄等一大批特色农产品，于
2020年9月获聊城市“淘宝镇”称号，辖
区内电商从业人员约120人。从2021
年开始，许营镇大力发展“许营好品”
农村直播电商项目，打造“许营好品”
农村直播电商基地。同时，该镇积极
推动构建直播电商人才支撑体系，通

过开展农村电商培训，培训农村电商
带货主播和运营岗位1140人，让许营
特色农产品销量大增的同时，提升了
聊城品牌农产品知晓度和美誉度。

和许营一样，莘县在发展电商产
业方面也有“绝招”。作为“中国蔬菜
第一县”，该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采
取“四链融合”措施，激发电商经济活
力，让优质蔬菜瓜果插上了“数字翅
膀”，飞向全国各地。

“莘县通过布局销售链，稳定供应
链，确保资金链，畅通物流链，‘四链融
合’促进网红直播带货，实现电商零售
有销量，直播带货留流量，网络零售添
增量，有效助推了产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莘县农村电商工作专班办公室主
任马协乐说。

如今，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下，电商
经济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中坚力
量”。我市通过大力发展电商经济，将
本土特产纳入电商推广，拓宽农产品
流通销售渠道，着力推动电子商务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断探索共富新
路径。

近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印发7个市
的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实施方
案，中国（聊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
验区名列其中。

搭建平台是电商发展的前提和先
导。高新区九州发展服务中心以电商
平台为抓手，不断为乡村振兴蓄力赋
能。以集体为经营主体创建“电商为
民服务站”，实现优质工业品下乡服务
群众，街道不断发力，通过电商平台拓

宽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实现营业额不
断增加。依托“电商为民服务站”，九
州发展服务中心建设示范型电商线下
服务平台，设立电商点，以平台辐射带
动各社区电商发展。整合农特产品，
构建“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
流通体系，将绿色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以电商点燃产业兴旺之火。

有了平台的助力，还少不了电商
人才的加持。今年，我市将推动落实
好农村电商人才扶持政策，继续开展
好大规模农村电商培训，创新培训模
式，加大培训力度，扩大培训覆盖面，
提升培训转化率，增加从业人员数量，
培育一批带货主播，激发乡村网红经
济活力，为农村电商发展积蓄人才力
量。

土货上网 流量变现

聊城加速发力电商经济“黄金赛道”

本报讯（记者 夏旭光）“没想到
90万元贷款两天就到位了，真是‘雪中
送炭’。我用这笔钱购置了原材料和新
设备，为扩大产能做准备。”6月12日，
高唐县赵寨子镇宏拓检测设备有限公
司负责人周付胜说起前几天收到90万
元贷款的事，连连称赞。

为解决市场主体的资金难题，高唐
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做好精准服务
文章，融资对接一键直达，让便捷、高效
的金融服务走进千家万户，高效满足县
域市场主体的融资需求。

精准聚焦普惠金融，为小微企业纾
困“抱薪取暖”。高唐县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面向全县小微企业、个体工商

户、农业种养殖户发出“普惠小微融资
需求问卷”，让广大市场主体足不出户
就能了解到银行助企纾困信贷产品，提
出融资需求。

精准搭建线上平台，实现融资服务
点对点直达。高唐县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全新升级改版“高速贷”银企对接
线上服务平台，把全周期式金融服务送
到广大市场主体眼前。

精准推送助企政策，打破银企信息
壁垒。高唐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
头县有关部门、各金融机构编制和定期
修订“金融仓库”，让银企实现双向奔
赴。

高唐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市场主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