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2024 年 5 月 21 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邹越 于伯平 美术编辑：张锦萍 校对：李吉洋 LIAOCHENG RIBAO要闻

本报讯（记者 吴兆旭）5月15日，聊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布了聊城

市第六批绿色制造名单。其中，山东冠县美安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山东贞元

汽车车轮有限公司等36家企业入选市级绿色工厂；山东茌平经济开发区、聊

城鲁西经济开发区等5个开发区入选市级绿色工业园区；山东冠洲股份有限

公司、鑫鹏源（聊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入选市级绿色供应链管理

企业。

为贯彻国家、省关于加快绿色制造体系建设的工作部署，推进我市

工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助力工业领域碳达峰碳中和，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组织开展了第六批市级绿色制造名单申报工作。

近年来，我市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厚植新型工业化生

态底色。持续推动工业控碳降碳，稳妥推进工业领域碳达峰任务落实，聚

焦有色金属、绿色化工等重点行业，加强生产全过程能耗、污染物监管，控

制工业领域碳排放总量。引导企业应用低碳技术，加快清洁能源替代。加

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深化“绿色诊断+改造提升+示范创建”模式，建设绿

色工厂、绿色园区和绿色供应链，构建全链条绿色工业体系。实施“节能监

察+节能诊断”双轮驱动，加大节能节水、清洁生产等共性技术装备推广力

度，培育能效、水效领跑者。积极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加快构建资源综合利

用循环体系，推动大宗工业固废规模化集约化利用；加快废钢铁回收加工

行业规范发展，谋划布局废铜、废铝等回收利用产业，培育行业准入“白名

单”企业。

我市公布第六批绿色制造名单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5月17日，记者从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

解到，目前，全市木材加工、木制家具制造企业已有1万余家，2023年林业总

产值达150.5亿元。

我市林业资源丰富，林产业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按照

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发展理念，着力推进林业生态建设和林产业转型

升级，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我

市林木产品量大类全，涉及板材、木制工艺品、门窗、家具、木雕等系列产

品。木地板、密度板、胶合板等木制品更是跨境销售，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09 家，年产值 41.7 亿元。茌平菜屯镇木业单板生产集群拥有单板企业

1000余家，日产单板2200多万张，能同时供应1000家制板企业，带动周边2

万多名群众就业，是全国知名的旋切单板生产基地、黄河以北最大的木材

交易和加工基地。

我市木材加工企业超万家

■ 本报记者 马永伟

5月16日上午11点多，家住阳谷县
侨润街道谷北社区的白学民走进辖区双
双造型惠民理发店。当天最高气温达
30℃，他想理个发让自己凉快点，也能更
精神一些。

最重要的是，在这儿理发便宜——
一次只需3元。

看到有顾客光临，理发店店主于丽
萍热情相迎：“叔，您来了，今天不用排
队，发型还和上次一样行不？”

得到肯定的答复，于丽萍熟练地给
白学民穿好白色罩衣，拿起电推剪，开始
忙碌起来。这一系列动作，于丽萍在过
去的20多年里，重复了无数遍。

这家店面有十几个平方米，墙上贴

着一则谷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发布的温
馨提示——辖区居民持美德积分卡可以
享受以下优惠：70岁以上老人理发每次
2元，60—70岁老人理发每次3元，60岁
以下每次4元，对不能自理的老人可提
供上门服务。

美德积分卡正面标注着居民姓
名、家庭成员和家庭住址，背面详细列
举了评分项目和相应月份，评分项目
有邻里和谐、门前卫生、志愿服务、遵
纪守法、敬老爱幼、文明自律等，由社
区、物业和业委会共同评分，满分的居
民可享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理发和配
钥匙的优惠。

白学民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其他
地方理发一次至少10元，这里3元，我一
月一理，每个月省7元，一年能省84元，

一家人一年就能省好几百元。”
谷北社区位于阳谷县城区中心，辖

区有22个居民小区、17个网格，常住人
口24000多人。社区网格员通过走访发
现，居民对理发的诉求较大。2023 年 8
月，社区通过招标的形式，将常年在阳谷
一中附近做理发生意的于丽萍引了过
来，免除房租和水费。条件是，对方要将
实惠和优质的服务提供给辖区居民。

“理发店自去年8月15日开业以来，
已累计服务群众超过9000人次，仅此一
项就为辖区居民节省费用20多万元。”谷
北社区党委书记袁友峰告诉记者。

理发店墙上有一排挂钩，数十个用
红绳系着的心愿卡上，写满了居民对社
区的感激、对理发店的称赞——“此店服
务好态度好，给社区领导点赞。”“温暖的

港湾来自社区。”……
店里的一个盒子和存钱罐引起了记

者注意，盒子里叠放着一些纸币，存钱罐
里有不少硬币。“现在很少见到这么多零
钱了吧。”于丽萍一边给顾客理发，一边
向记者介绍，“这些钱大都是社区老人理
完发后放这儿的，时间一长，便攒了下
来。今天一早我刚数过，纸币有144元，
硬币有59元。”

给白学民剪完、洗完头发并吹干后，
整个理发过程才算完成。“理个发就是有
精神。”白学民照了照镜子，笑着对于丽
萍说。

“发型美了，心情也能变好，有利于
身体健康。”于丽萍笑着回应。

“心情好身体好，日子才会越过越红
火。”一旁的袁友峰补充道。

社区里的三元理发店

本报讯（记者 张英东 通讯员 白少杨）“考题涉及的覆盖面广、知识

点多，一些题目的切入点设计得也非常巧妙，我们稍不留神就会落入‘陷

阱’，以后还得继续加强学习。”5月18日，冠县纪委监委第一纪检监察室干

部尹旭强对前几日的测试颇有感触。为检验纪检监察干部对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学习掌握情况，冠县纪委监委

近日组织开展了党纪学习教育应知应会知识测试。

党纪学习教育应知应会知识测试，是冠县纪委监委扎实开展党纪学习

教育的一个缩影。党纪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冠县纪委监委高度重视，迅速召

开县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纪委和县委会议精神，部

署开展委机关党纪学习教育。研究制定《县纪委监委机关党纪学习教育工

作方案》，明确原原本本学、强化理解运用、抓好警示教育、推动检视整改4方

面内容，分解细化9项重点任务。

冠县纪委常委会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班子成员带头逐章逐条学习，结合

实际开展专题研讨。推动机关各党支部结合实际制定学习计划，以“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交流研讨等方式，对党纪学习教育作出具体安排。同时，通

过“送学上门”、线上发送学习资料等方式，组织退休党员学习，确保参与学

习教育对象全覆盖、无遗漏。

该县纪委监委以党支部书记讲党课和纪检监察实务讲堂为载体，组织

领导干部带头解读《条例》，部室负责人和业务骨干结合案件上台讲学等，做

到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业务交流中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干部依规依纪

依法履职水平。截至目前，共开展党支部书记讲党课3期、实务讲堂1期，覆

盖纪检监察干部300余人次。

“针对乡镇纪检监察干部业务不熟、监督执纪能力亟待提高等问题，

我们建立了跟班学习、片区协作等制度，以老带新、岗位练兵、以案代训，

在实战中锤炼干部过硬本领。”冠县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县将切

实以全面从严治党和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检验党纪学

习教育成果。

冠县纪委监委

扎实推进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赵琦） 近年来，东
昌府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要求，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为主线，搭建载体平
台，用数字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两
化融合发展，全力推进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步伐。

东昌府区着力加快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充分发挥5G建设推进工作专班
作用，组织协调移动、联通、电信运营
商，不断推进以5G基站为主的信息化
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现主城区、乡镇
驻地、重点工业园区等区域5G信号全
覆 盖 ，农 村 区 域 5G 信 号 覆 盖 率 超

90%。围绕轴承及保持器、新能源汽车
及零部件、智能装备制造、钢管等特色
产业，做好相关政策的宣传，充分激发
企业数字资源要素潜力，培育壮大数
字驱动的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不断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东昌府区与华为云共同成立华
为（聊城）数字产业创新中心，加速
区 域 制 造 业 数 字 化 转 型 进 程 。 目
前，该中心已完成近 200 家企业的数
字化诊断，为 26 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数字人才、智能制造等数字化转型
升级方案。中欧研究院联合山东省

计算中心、莱柯智能机器人公司等，
以轴承保持器产业为试点，建设了
聊城轴承保持器工业互联网集成应
用平台，已完成 18 家轴承保持器公
司 250 台生产设备的数据采集工作。

东昌府区将坚持数实融合发展，
大力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全力推
进“数字强企、数字强链、数字服务”一
体建设。加强企业数字融合发展，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
盖，结合我市政策、产业、人才、城市规
划现状，加强与华为、旷视科技等头部
人工智能企业的对接，吸引更多相关
企业入驻，助力我市打造“一区、多园、

百业千企”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
同时，东昌府区依托中欧智能研

究院等平台，实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提升产业链重点企业数字化水平，支
持“链主”企业、重点平台等结合产业
链、供应链、价值链共性需求打造数字
化平台，促进上下游产能共享、供应链
互通。结合“线上+线下”模式，梯次做
好企业家数字化转型培训工作，强化
企业家平台化、生态化、数字化思维；
培养新一代信息技术管理及应用人
才，为园区配备数字专员，共同推动企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数字强企、数字强链、数字服务，东昌府区——

主动拥抱数字化 点燃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 王鹏 吴兆旭 通
讯员 郭龙君 刘欣平）5月16日，在京
东（聊城）数字智能物流港项目试运营
的高密度智能四向车存储区，20 台智
能穿梭机器人正在根据工作人员下达
的指令，进行货物的入库出库。“常规
操作下，5000平方米的货仓需要40到
50 名工作人员，但是运用了高密度智
能四向车，两三个人就可以完成。”聊
城邦达智慧物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国吏说。

产业园区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
项目建设的主阵地，我市牢固树立“项

目为王”理念，全面掀起项目园区建设
热潮，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产业集聚、
资源集约、绿色循环、产出高效的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

京东（聊城）数字智能物流港项目
是京东集团在山东省与当地政府合作
的第一个现代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综
合性物流中心，规划占地130亩，建筑
面积约8.6万平方米，总投资额5亿元，
建有物流信息中心、研发及综合服务
中心、物流存储仓、铁路物流专线等项
目，预计今年底前全部交付使用。“园
区所有仓体已经建设完毕，现在只剩

下路面硬化还有软装部分。”王国吏介
绍，整个园区共建设了八大仓体，全部
完工后，聊城京东仓将被纳入京东物
流体系。

打造专业化园区，撬动新兴产业
发展。在东昌府区嘉明经济开发区，
占地120 亩的激光智造产业园正在加
紧施工。目前，主体厂房已建设完成，
正在进行室外配套及绿化工程，预计
今年6月底前全部建设完成并投入运
营。“产业园依托紧邻环渤海产业聚集
区的优势，壮大产业集群，打造研发平
台，初步形成嘉明开发区激光产业新

的增长点。”聊城嘉明城乡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陶元福说。

近年来，我市着力在建设专业化
园区、打造规模化园区、壮大集约化
园区上下功夫，不断提升园区软环
境，加快上下游企业集聚，进一步加
快项目推进，统筹全市土地、能耗等
指标对重点项目予以保障，持续扩大
有效益的投资，力争全年投产项目
450 个以上，以项目大突破带动发展
大提升，为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打造专业化园区，撬动新兴产业发展，聊城——

以项目大突破带动发展大提升

本报讯 （记者 刘晓伟 郝锐 通讯员 周超） 5 月 18 日，茌平区肖家

庄镇许庄村惠帮果蔬专业合作社的一座座现代化温室大棚内，村民来回穿

梭，娴熟地采摘、分拣辣椒，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肖家庄镇通过科技创

新、智能管理，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谱写了乡村发展新篇章。

惠帮果蔬专业合作社的温室大棚采用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实现了精

准施肥、节水灌溉。同时，智能化升降棉被和控温系统确保了作物生长环

境的稳定，为辣椒、西红柿、豆角、西瓜等果蔬的生长提供了有力保障。合

作社技术员耿遵红介绍，一座大棚实际种植面积为1.5亩，截至目前，合作

社已累计采摘辣椒一万余公斤。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关键。合作社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不仅提

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还降低了生产成本，让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

收益。目前，130多名村民在大棚里打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已在此打工 3 年多的村民李桂荣表示，这里离家非常近，上下班很方

便，棚里的活也不太累，每月能有3000多元收入。

肖家庄镇人大主席于金生介绍：“肖家庄镇围绕实现村集体和群众持

续增收两个重点，培育红、绿、白、彩四大特色产业，种植大枣2000亩、蔬菜

2000亩，养殖肉兔年出栏100万只，种植彩色花卉500亩，带动3000多名村

民就近就业，实现周边村庄抱团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茌平区

科技赋能助力乡村振兴

党纪学习教育

5月17日，在赫锐德（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对生产的高空作业平台进行爬坡测试。该公司致力于高空作业平台设
备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拥有过硬的科技研发团队，实现了产品的高端化和智能化。近年来，我市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