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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苑莘）“这个项目肉制品调理环节用水量太大，应该
用省重点工业产品用水定额先进值来核算，这样就能节省 2/3 的用水
量。”5月16日，一场项目环评技术评估会议上，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的
工作人员对项目建设单位提出要求。该局严格落实以水定产相关要求，
今年以来审批的12个环评项目、1个取水项目的用水量，比建设单位计
划用水量消减了50多万立方米。

莘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充分发挥项目全链条集中审批和服务优
势，扎实推进建设项目节水降耗，助力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组织审批工作人员结合“两高”相关文件从严把关，严格控
制建设项目能耗总量和单位产值能耗，立项备案之前落实能源消费
减量替代方案，确保“两高”行业能耗只减不增。积极发挥涉水审批
相关职能，各审批环节统一研究，在项目取用水、环评等审批业务中，
联合把关，强化用水定额、节水措施、废水回用等流程论证，统筹水安
全和水资源优化利用，不合理的用水需求坚决不批，严控高耗水产能
过度扩张。

“我们在项目建设手续审批各环节，围绕贯彻落实黄河重大国家
战略，组织联合会审、一体把关，确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节约资
源，保护生态环境，为保障黄河安澜、守护绿水青山贡献一份责任担
当。”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周生强说。

莘县

以水定产推进项目节水降耗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 通讯员 李子涛） 5月20日，记者从聊城市
“智改数转”服务商产业联盟获悉，该联盟成立一年来，为加快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持续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一季度，全市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6.6%，居全省第4位。

广聚英才专业精准服务。市“智改数转”服务商产业联盟积极招引
省内外服务商到聊交流，搭建资金、人才、技术等关键要素对接互动平
台，形成“产学研用金政服”合力帮助企业转型。截至目前，联盟内服
务商已达到50家、专家78位。涵盖华为、中兴、浪潮等互联网头部企
业和莱柯机器人、安芯大数据等本地服务商，着力破解企业“智改数
转”的技术、人才瓶颈。

强化培训提升转型能力。产业联盟通过上门服务和现场路演等
方式，加强对各类企业的针对性培训，帮助企业算清减员增效、提质增
效、降本增效“三本明细账”，提升企业“智改数转”认识水平和应用能
力，推动企业由“要我改”向“我要改”转变。目前，已累计举办中小企
业专题培训15场，参与中小企业2000余家次。

免费诊断破解转型难题。产业联盟瞄准企业“智改数转”的痛点难
点，为企业部署轻量化MES、能耗管理、产线设备数据采集等产品和服
务，携手企业精准破题，有效提升企业智能化数字化水平。

聊城市“智改数转”服务商产业联盟

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 李怀磊

警龄 35 年以上、年龄 58 至 59 岁、
职级二级高级警长及以上……初夏时
节，风暖昼长，聊城市东昌府区、度假
区的东昌湖派出所、湖西派出所等6个
基层派出所，迎来了 6 名特别的“白衬
衫”民警。作为聊城首批进驻派出所
工作的高级警官，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他们将根据市公安局党委部署要求，
扎根基层，帮包基层派出所重点工作，
助力全市公安基层基础工作提档升
级。

警龄长、经验丰富、工作能力强，作
为聊城首批进驻基层派出所工作的高

级警官，这6名老民警“大有来头”。他
们从警时间接近 40 年，都有多个业务
部门的工作经历，熟悉基层派出所工
作。根据工作要求，他们将参与派出
所日常重点工作，对派出所开展业务
指导、帮包督战，围绕派出所工作重点
和基层急难愁盼问题出实招、求实效。

“作为奋战在公安战线近 40 年的
老民警，我先后在户政、特警、治安等
业务部门工作，这些部门都与派出所
工作息息相关，我将充分发挥自己的工
作特长和业务优势，尽快融入到派出所
工作中。”在5月14日举行的座谈会上，
市公安局治安支队二级高级警长路成
英说，她将与基层工作捆绑作业，为基

层工作排忧解难、注入活力。
“选派警龄长、经验丰富、工作能力

强的高级警官指导基层工作，将给派出
所建设注入强劲动力。”接收单位代表、
东昌府分局东昌湖派出所所长逯利军
表示，将按照市公安局要求，坚决把这
项工作做深入、做扎实，力争出成效、成
亮点。

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单位，
是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服务群
众的第一个平台。一直以来，聊城市公
安局牢牢把握“派出所主防”的职能定
位，把派出所工作置于基础性、先导性
地位来抓，打牢公安工作根基，不断提
升新质公安战斗力。

“市局部署开展高级警官进驻派出
所工作，主要目的就是强化机关与基层
的良性互动、激发干部队伍的活力，发
挥大家公安工作经验丰富、处事沉着周
到、善于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叠加优势，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打牢社会治安基
层防线。”座谈会上，副市长、市公安局
党委书记、局长李强要求，在进驻派出
所工作中，各位高级警官要时时处处严
格要求自己，为基层民警树立榜样。要
着力强化责任意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以强烈的政治自觉、一流
的工作标准抓好执行落实，打造聊城公
安工作“金招牌”。

派出所来了“白衬衫”民警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5月17日，聊城市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节
能宣传暨“5·20”公交驾驶员关爱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举行，倡导市民优
先选择绿色低碳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打造文明有序、低碳环保的美好交
通出行环境，同时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关爱公交驾驶员的社会风尚和支
持公共交通发展的良好氛围。

启动仪式现场，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副支队长桑士才宣读了《绿色
出行倡议书》，呼吁聊城市民购车时尽量优先选择低污染、低排放的新能
源汽车；优先选择乘坐公共汽车、步行或骑行等方式出行，减少驾车出行
的次数；践行“135”绿色出行方式，即1公里内步行、3公里内骑行、5公里
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市交通运输事业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杨军宣
读了《致广大公交驾驶员的一封信》，与会领导向公交驾驶员代表赠送了
节日慰问品。

去年一年，聊城公交人在绿色出行中奉献爱心千余件。他们用
爱心善举感动这座美丽的城市，持续擦亮“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城市
名片，涌现出及时灭火为村民挽回 10 余万元损失的薛勇、仅用时 20
分钟将受伤市民送至医院并垫付路费的解亚南、救助欲跳河轻生女
子的许士昆等优秀驾驶员。据不完全统计，2023 年聊城公交累计发
生各类拾金不昧、见义勇为等好人好事 1241 件，捡到送还失主现金累
计25935元。

聊城启动交通运输行业节能宣传
暨公交驾驶员关爱日活动

■ 本 报 记 者 朱海波
本报通讯员 陈清辉

“生产技术部的杨进荣获全国电力职
工技术创新大奖了。”5月17日，这一消息
在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迅速传开。

杨进，生产技术部汽机检修专工。工友
们说，杨进获得这一大奖他们心里很服气。

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

2007 年，杨进从华北电力大学毕
业。大学入党的他，被学校保送攻读研
究生，但他放弃读研机会，报名到国家能
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工作。“我在聊城长
大，我想回到梦开始的地方。”他说。

工作后，他很快就发现，学校里教授的
都是理论知识，实际技能是“一张白纸”，一
切都要从零开始。他便虚心地向有经验的
老师傅们请教，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要
求自己做到腿勤，每天多跑现场，学懂弄

通设备原理，查清系统结构；做到嘴勤，多
问多请教，遇到不会干的活跟着老师傅
学，碰到不懂的问题刨根问底。

凭借一股锲而不舍的钻劲，他一年
一个台阶，很快成长为一名业务骨干。
不到三年，就能够担起汽机检修的重要
工作。初露锋芒的他参与了#2机组氢气
纯度差、低压缸轴封漏汽治理项目，获得
QC成果一等奖。

不待扬鞭自奋蹄

杨进非常喜欢诗人臧克家的《老黄
牛》，“块块荒田水和泥，深翻细作走东
西。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
他将这首诗写在工作笔记本的扉页上。

2022年盛夏，#2机组真空泵电流突
升，真空严密性急剧变差，机组经济性骤
然降低。为了查找漏真空的点，杨进围
着汽机房爬高摸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
疑的细节。高温闷热，身上衣服湿了干，

干了湿，就这样，他在汽机房里查找了整
整3天，最终找到了泄漏点，消除了威胁
机组安全运行的大缺陷。

今年 1 月 13 日凌晨，供热高加进汽
调门发生故障，杨进得知后立即从家驱
车15公里赶往厂区抢修。800毫米口径
的大蝶阀困扰着抢修人员，在供热首站
刺耳的噪声中，他想尽各种方法，做了各
种尝试，最终，通过制作专用工具成功打
开了进汽调节阀，保障了供热稳定。

近年来，杨进主导技术改造十多项，
攻克了轴瓦振动大、氢气纯度差、上下缸
温差大、高调门晃动大、小机轴承振动
大、换向阀频繁渗漏等多项顽疾，为企业
创造了三百余万元的直接效益。杨进连
续获得国家能源集团公司首届五四青年
奖章、劳动模范等称号。

为企业培养更多技能人才

2020年7月，杨进创新工作室成立，

该工作室成员大多是共产党员，还有团
员青年。工作室成立后，围绕公司中心
工作开展活动，立足攻坚重点项目，解
决生产难题。同时，通过老带新、师傅
带徒弟，点带面、骨干带团队等传、帮、
带方式，培养了一批企业发展急需的技
能人才。

工作室成立以来，解决了#1机组通
流改造后真空严密性差、#3机上下缸温
差大等13项较大现场疑难问题。今年，
工作室将#1机B小机切换油泵时跳闸和
#4机B汽泵振动大这两项“疑难杂症”列
入攻关项目，目前正全力攻关。

2023年3月，杨进成为生产技术部检
修专工，他在创新工作室墙上写下“托之
空言，莫如见之行动”“实干才能成长、成
才、成功”“感恩企业，离开企业一事无
成”等标语，体现了一名共产党员对工作
的炽爱、对事业的忠诚。

扎根一线，干出精彩人生
——国家能源聊城发电有限公司汽机检修专工杨进速写

翰墨传廉韵
妙笔颂清风

5月13日，离退休老党员在
“信义·清廉”书画交流活动中挥
毫泼墨。

当日，东昌府区柳园街道聚
源社区党委联合聊城市政府办
公室机关离退休党支部、柳园街
道物资局居民网格党支部、聊城
书画协会市中分会、山东珹开物
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举办“信
义·清廉”书画交流活动，让承载
清风廉韵的书法艺术浸染社区，
以文化熏陶的方式引导党员自
觉加强党性修养。

■ 本 报 记 者 刘艳
本报通讯员 孙博

■ 庞晖

番茄，绵绵沙沙，酸甜多汁，既是蔬
菜，也可以当作水果，一直是百姓餐桌
上的常见食材。但如今，又大又红的番
茄似乎变了味道，没有了小时候的“老
味道”。

为了找回儿时番茄的“老味道”，聊
城科技工作者付成龙用16年的坚持和
行动，全身心投入番茄品质的研究，让
番茄“老味道”回归市民“菜篮子”。

返乡创业，投身番茄育种

2008年，21岁的付成龙退伍后回到
家乡学习农业技术。不久后，为把握行
业的发展趋势，他来到北京发展，从事
种子推广及特色蔬菜贸易。几年下来，
认真好学的付成龙迅速积累了丰富的
行业知识和市场经验。

当时，我国种业市场超过七成被国
外种子公司占据，仅口感番茄这一项，
种子进口比例就超过56%，种业本土化
转型可谓迫在眉睫。

付成龙敏锐地意识到，小小的番茄
蕴藏着广阔的发展空间，未来是一片蓝
海。此后，他一心钻进了番茄的世界，
致力于口感番茄的品种研发。

“为使其完全自然生长，口感番茄
有着规范的种植模式。从育苗、开花到
结果成熟，历时90天，夏天和冬天略有
差异。我们山东一般 2 月种植，4 月就
可以上市。番茄种植没有空档期，一年
四季都可以种植。口感番茄的产品附
加值是普通番茄的两倍，市场需求逐步
上升，除了夏季丰产期，其他时期供不
应求。”提起口感番茄，付成龙有聊不完
的话题。

2019年底，聊城市“归雁工程”系列
推介会在北京成功举办。从政策支撑、
金融扶持、创业用地，到人才奖励、制度
保障，付成龙看到政府为外地聊城籍人
才提供的各项扶持政策，义无反顾地选
择回到家乡。

2020年，付成龙在聊城创办山东蒙
恩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继续从事口
感番茄的品种研发工作。

不辞辛苦，找寻儿时滋味

为了让真正的“番茄味儿”回归，付
成龙开始了漫长的寻访之路。2018年，
付成龙带领他的创业团队来到河北饶
阳、唐山等地实地调研。之后，湖北宜
昌、四川攀枝花、浙江昌南、辽宁盘锦、
福建漳州、新疆昌吉……大半个中国都
留下了付成龙的足迹。

经过多年积累，付成龙和他的团队
采集创制了500多份番茄种质资源，获
得上千份番茄基因组序列，为新型口感
番茄的育种打下了坚实基础。

付成龙积极响应市委、市政府“科
技副总”政策，坚持深化校企合作，与聊
城大学农学院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采
用分子标记技术，提取并锁定番茄优质
口感基因，极大提高了育种效率。之后
又与中国工程院、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中国农业科学院等科研团队达成战略
合作，进一步提升技术研发能力。

仅2023年，付成龙和他的团队就培
育番茄新组合 300 余个，8 款番茄植物

新品种在农业农村部登记注册，其中6
款获评优质推介品种，授权专利 7 项。
他培育出的拳头产品“草莓番茄”，维
C、番茄红素、有机酸含量超出普通番茄
一倍以上，它的口感更是惊艳。

示范带动，共享种植技术

在寻找“番茄味儿”的道路上摸爬
滚打十几年，付成龙吃过苦，享受成功
带来的美好，也不忘将这份美好分享给
更多人。

为了将发展红利惠及农民群众，付
成龙摸索出产前理论宣讲、产中技术指
导、产后实践帮扶的“三位一体”全方位
帮扶模式，带领团队下乡开展农技活
动，向当地农民科普新品种特性和栽植
技术。通过现场栽植、示范教学、全程
监控病虫害、对成熟果品检测抽查，帮
助农民开展病害分析和长势预测。

付成龙团队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和
实践技术武装农业，用现代信息技术管
理农业，引领农民依靠科技致富，走出
了一条“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产

业化发展的路子，直接提供就业岗位
2000 余个，间接创造就业岗位 5000 余
个，实现户均增收1.5万元以上，累计推
广种植超过35万亩，其中口感番茄推广
5万余亩，亩均增收12000元以上，新增
社会效益近6亿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付成龙
决心扩大农技下乡的规模和范围，从种
植技术出发，逐渐延伸到生产、管理、营
销等多个领域，进一步深化助农模式，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科技引领，不断开拓创新

山东蒙恩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是现代化专业农业示范园区，拥有日光
温室3万平方米、智能连栋温室2.3万平
方米、拱棚1.5万平方米，培育的口感番
茄畅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

该公司坚持以研发创新为动力，做
大做强企业规模，先后荣获“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

“山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山东省乡
村好青年实训基地”“山东省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等。项目获得“中国青年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奖一等奖”等省级以上科创荣誉10余
个。2024年，付成龙入选“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获得“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
荣誉。

“Say goodbye to the past”，是付
成龙的微信个性签名。“荣誉只能代表
过去，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和鞭策，不
是炫耀的资本。未来是眼前，未来在脚
下。”付成龙坚定地逐光而行，执着追寻
番茄“老味道”，守护着百姓味蕾的美好
体验。

付成龙说，今后将向着两个目标
努力奋斗。一是提升科研投入占比，
深化校企合作模式，持续加强与行业
龙头、科研团队的联系，继续努力培育
出口感更优、效益更好、市场更广阔的
番茄品种；二是优化生产和经营重点
环节，推陈出新种植模式，通过提高企
业规模、增强带动效应、降低生产成本
等方式，帮助果农用更少的投入实现
更高的收益。

再现老味道 抢抓新机遇
——科技工作者付成龙专注番茄事业十六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