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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张英东 通 讯 员
李阳）“公司依托国家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不断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力度，产品全球知名度不断提升，国外
客户订车需求日益增多。截至目前，公
司已出口新能源客车超过 1300 台。”5
月7日，中通客车海外营销负责人朱永
虎说，公司海外业务的不断拓展，得益
于聊城海关的政策扶持。

中通客车是国内最早的客车生产企
业和客车上市企业之一，拥有国际领先
的现代化生产线，具有年产 3 万辆大、
中、轻型客车生产能力，公司已生产新能
源客车近8万辆，销往意大利、葡萄牙等
国家。

“在开拓国际市场过程中，我们对

样车出境展览、进口研发用设备和关
键零部件、出口维修用零部件等新业
务，均存在一定的困惑，对相关政策比
较迷茫。”朱永虎说，得知公司的需求
后，聊城海关随即前往开展“关长送政
策”活动，深入了解公司实际困难，针
对进出境展览品、加工贸易、进口税收
优惠政策、海外仓等方面进行了政策
宣讲。

“支持‘新三样’开拓国际市场，助力
形成出口竞争新优势”，是海关智关强国
行动中“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为促进客车出口优势产业再上新
台阶，聊城海关靠前服务，助力企业跑通
跑赢新能源客车出口新赛道。在开展“关
长送政策”活动的基础上，聊城海关引导

企业全面梳理新能源客车开拓海外市场
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形成4个业务场景下
14个问题，并安排专人跟进，为企业量身
定制了《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一企一
册”业务办理指南》。

聊城海关指定通关、关税、监管等条
线5名关员作为企业业务专员，建立客
车出口线上保障群，全程跟进通关手续
办理，及时调度解决企业通关过程中的
问题。通过提供归类等方面专业支持，
为企业进出口客车零部件实施简化归类
3次。设立专用窗口，推行“电话预约+
远程指导”精准化服务。引导企业针对
进口变速箱、发动机办理加工贸易账
册。为支持企业开展新能源客车研发，
指导企业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办

理了六自由度振动试验系统进口免税手
续，减轻企业负担。对企业车辆出境展
览提出合理化建议5项。

为高效服务“元首外交”，落实中
国—中亚峰会成果，聊城海关主动与
吐尔尕特海关对接，建立绿色通道，畅
通客车出口快速申报、查验、检测、放
行全流程，为中通客车“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订单顺利出口提供坚实保障，
也为保障新能源客车出口提供了宝贵
的实践经验。“我们将根据聊城海关的
建议，在葡萄牙、沙特、吉尔吉斯斯坦
等主要市场设立‘海外仓’，让出境维
修用零部件用好‘海外仓’政策，降低
公司成本，提升新能源客车市场竞争
力。”朱永虎表示。

送政策 解难题 强信心

聊城海关助力新能源客车驶往海外
本报讯（记者 张洁 通讯员 田寒 魏蕾）“多亏了这笔贷款，我们才有

了充足的流动资金。”5月6日，山东信和光热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郎坤说。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山东信

和光热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高硼硅玻璃制品的生产、研发及销售，可实现高硼
硅玻璃制品年产量7万吨，产品覆盖全国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随着
订单的不断增长，企业急需扩大生产规模，但仅仅依靠自有资金，还远远不
够。茌平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日常走访调研中了解到，信和光热作为一
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较好的知识产权基础，便向企业提出知识产权质押融
资方案。经过积极沟通协调，工作人员指导企业顺利完成授信审查审批、知
识产权评估质押、签订合同放款等流程。不到1个月时间，企业便获得银行
发放的专利质押融资1000万元贷款。

在茌平区，像信合光热这样拥有专利技术但资金吃紧的企业不在少
数。茌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把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作为助企纾困解难
的着力点，多措并举助力企业实现“知产”向资产、专利向红利转化。为
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茌平不断增强知识产权服务意识，加大
知识产权相关政策宣讲和融资产品推介力度，鼓励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今年以来，茌平区共办理 4 笔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质押发明专利 5 件，质
押金额 2800 余万元，真正让无形资产变成帮助企业发展的流动资金，为
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我们将从提升宣传层级、破解融资瓶颈等方
面系统谋划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搭建对接桥梁，促进知识产权与金
融资源的有效融合，加速推进企业专利、商标等无形资产价值实现，助力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工作
负责人樊文阳表示。

打通渠道 优化服务

茌平区让“知产”变资产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赵蓓蓓）今年，我市种粮大户王伟流转土
地近千亩种植大田作物，并为周边4800多亩耕地提供全程托管，让他对高性
能机械的需求极为迫切。4月30日，他签收了今年订购的新型自走式植保
机。“这是目前作业最快的植保机，作业速度能达到一分钟一亩。像这样的
高性能机械我今年购置了8套，花费近70万元，但是能够享受国家补贴近20
万元。”王伟说。王伟节省的费用，得益于我市持续实施的农业机械报废更
新补贴政策。近年来，我市扎实推进老旧农业机械报废更新，用购机补贴撬
动大规模农机更新，加快推进农业强市建设步伐。

随着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技术的应用，高性能农业机械技术更迭速度不
断加快。“今年我们的新车已销售了180多台，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0%以上。”
聊城市博凯汽贸有限公司经理杜峰介绍。

近年来，我市在农业机械报废回收、购置更新、应用推广、能力提升等方
面持续发力，为农机装备以旧换新提供保障，通过报废更新，淘汰技术落后、
效率低下的老旧农机，促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为农机市场注入
新动能。“目前，全市拥有拖拉机8.8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2万台、玉米联合
收割机1.95万台，其中，使用10年以上的拖拉机占30%，开展农机大规模设
备更新正当其时。今年，我市已经争取到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077亿元。我
们将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力争 2024 年推广新型高效农业机械 1 万台
（套）。”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表示。

今年我市争取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077亿元

■ 文/图 本报记者 吕晓磊

“选择合理的工艺方法，在满足使
用要求的前提下，杜绝密封轴承的油
脂泄漏……”5 月 7 日，刚刚参加完在

临清举办的智能制造工业博览会的李
立广，和工程师马上投身到新产品的
研发中。

李立广是临清市潘庄镇的一名
“轴三代”，临清轴承产业起源于上世

纪70年代，李立广的爷爷李金玉下海
成为第一批“试水者”，“爷爷那个时
候主要从事最原始的轴承买卖，从走
村串户收集原料、拉着地排车赶集，
到天南海北闯市场，他把轴承最远卖
到了越南。”李立广回忆，渐渐地，不
再满足于简单的买卖销售，他父亲李
洪河作为“轴二代”，开设了家庭作
坊，开始摸索着做车床的加工和锻
造、轴承生产等。“当时家里的设备很
简单，一切都要靠自己摸索。”李立广
说。

从小在自家厂子里长大，李立广
对轴承一点都不陌生。他看着老一辈
轴承人筚路蓝缕、艰辛创业，也见证了
临清一步步发展成为全国轴承产业链
条最完善、功能最健全、最具活力的集
聚区之一。后来，他作为“轴三代”，正
式进入轴承行业。

接过父亲的班，李立广频繁参加
全国各地的轴承展销会，并将自家生
产的轴承卖往俄罗斯、印度、巴基斯
坦、荷兰等地，“朋友圈”越来越大。
随着公司逐步壮大，李立广为企业注
册了品牌，并高薪从洛阳聘请工程师
进行技术研发，走上自主创新的道
路。现在，他的公司已可以成熟研发
制造替代国外进口超薄型轴承和等
截面薄壁球轴承，大约可节约三分之

二的成本。李立广觉得，一代人有一
代人的使命，但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
创新，这是企业发展的“秘籍”。创新
的第一步虽然不一定能赚大钱，但也
许能为行业开出一个口子。“时代的

‘东风’之下，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
好地创业。”李立广表示。

如今，不光是李立广这样的“轴二
代”“轴三代”们在创新，临清轴承产业
也在加快转型升级、寻求新的发展。
在日前举行的2024中国·聊城轴承产
业供需对接暨智能制造工业博览会
上，山东省轴承“产业大脑”正式上
线。轴承“产业大脑”以轴承工业互联
网平台为支撑，汇集企业生产经营全
过程和全链条海量数据，开发行业指
数、金融服务、原材料集采等应用场
景，帮助企业解决生产管理成本高、原
材料采购资金占用大及融资难等难
题。

在李立广看来，依托轴承“产业
大脑”，企业能获取整个行业的发展
趋势和经营指标趋势等数据。通过
分析数据，可以为下一步生产计划提
供参考，对市场变化作出更快反应。

“现在，人工智能、新材料、新工艺正
在加速赋能传统制造业，也催促着我
们年轻一代闯出一片新天地。”李立
广说。

三代接力 小轴承卖全球

李立广（左）在智能制造工业博览会上介绍轴承产品

5月6日，在聊城鑫泰机床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对生产的码垛机器人进行调试。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该公
司拥有60项专利，其中17项发明专利，其自主研发的机器人数控机床管控系统，荣获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填补了
国内空白。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邹辉 通讯员 张丽媛）“我们在项目前期论证阶段已经
提交过的材料，现在都不需要二次提交了，给企业节省了不少时间和成本。”
5月7日，高唐县财信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金栋，对在申请
取水许可验收阶段所享受的“继承审批”服务夸赞不已。

李金栋提到的“继承审批”是高唐县创新推出的服务新模式，即在取水
许可论证和验收阶段，针对同一申请人多次申请办理同一业务或与之密切
关联业务的情况，直接“减环节、简材料”。高唐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董大
震介绍，这种创新审批服务对申请人前期提交材料的线上调用和前期勘验
成果的直接采纳，不仅提高了审批效率，也大大减轻了申请人的负担。

据介绍，“继承审批”服务减少了现场勘验环节。传统的审批流程中，每
次申请取水许可验收都需要进行现场勘验，这不仅耗时耗力，还可能导致审
批时间的延长。针对前期勘验过的再次申请的项目，通过减少现场勘验环
节，审批流程得以简化，审批时间大大缩短，项目单位可以更快地获得所需
的审批结果，从而加快项目的推进。同时，该项审批服务还简化了受理材
料。以取水许可验收为例，其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中，项目备案证明和水质
检测报告在办理取水许可论证时已经提供，取水许可批复文件更是取水许
可论证阶段的审批结果，将这3项材料在工建系统直接调用，从而实现免提
交，使得审批材料由7项削减至4项，压减40%以上。

“继承审批”模式虽然简化了措施，但没有降低审批的质量和准确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审批模式通过减少现场勘验环节和重复提交的材
料，更加注重申请人的承诺和前期审批结果的沿用，从而在保证审批质量的
前提下提升审批效率。

减环节 简材料

高唐县推出“继承审批”服务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 5月7日，全省“一村一图”工程数据发布会暨
山东省无人机联动服务平台—聊城分节点上线仪式在我市举行。省自然资
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申胜利，省自然资源厅副厅级干部赵培金，省国土测
绘院党委书记、院长田中原，副市长王刚参加活动。

王刚在致辞中说，聊城市自2021年获批省自然资源卫星应用技术中心市
级节点以来，严格按照有关要求推进各项建设工作，在共建共用生态建设、支
撑环境建设、卫星影像数据获取、数据共享共用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为强
化数据共享共用，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聊城市依托省自然资源卫星技术
应用中心聊城市级节点成果，创新开展“百镇千图”活动，向全市各乡镇（街道）
提供相关影像数据，为各乡镇（街道）制定发展规划、保障项目落地提供参考。
目前，聊城市正奋力推进以实景三维为核心的新型基础测绘工程，积极开展以
时空大数据平台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创新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大
数据等新技术，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进一步强化测绘地理信息数据要素保障，不断拓展测绘地理信息赋能应
用，积极构建测绘地理信息新安全格局，全力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会上，省自然资源厅向聊城市人民政府赠送聊城水上古城影像图，分
别向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授予电子影像盘。
省社科联向冠县人民政府和冠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授予遥感影像图和电
子影像盘。

山东省无人机联动服务
平台—聊城分节点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