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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鹏 王培源 吴兆旭

5月24日，在位于临清市的鲁西国

际陆港内，当地外贸龙头企业三和纺织

的一批货物，即将通过集装箱班列发往

青岛港。与汽运相比，这种海铁联运的

运输方式能为企业节省30%的运费。

“我们的主营产品蜡染布，全球市场

占有率达30%以上。”临清三和纺织集团

销售部总经理李扬告诉记者，以前，企业

的产品主要通过汽车运输到青岛港再出

口，运输成本很高，一旦遇到特殊天气，

就有可能无法按时交付。现在通过鲁西

国际陆港的班列运输，企业每年节省的

运输成本大约为500万元。

临清是“山东西进、晋冀东出”的重

要门户，是京九铁路山东首站。此前，当

地企业曾尝试通过铁路运输集装箱通达

青岛港，但由于货源零散，班列很难按固

定的车次和时间对开。

“要解决出口集装箱运输时效的问

题，就必须做到天天有班列，天天对开。

如果经常影响船期的话，客户肯定不认

可我们的运输方式。”临清青港物流总经

理李长青说。

落后的运输能力，成了临清外贸发

展的“拦路虎”。转机出现在2019年，当

年，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升为重大国家战略，山东港口完成一体

化整合，货源腹地开始向内陆延伸。

“山东港口致力于沿黄流域大通道

建设，就是希望通过多式联运的方式，

有效提高运输时效性，降低整个中西部

物流的运输成本，更好服务于中西部地

区企业的发展。”山东港口陆海国际物

流集团多式联运中心总经理苏宗洋如

是说。

山东港口瞄准了临清地处冀鲁豫

三省交界处，货源腹地可辐射周围 300

公里的区位优势，选择在这里建设内陆

港。

“临清市有化工品、机械部件、纺织

品、轮胎等产业集群，出口需求很大。”山

东港口青岛港集装箱发展公司区域经理

王磊说。

“临清要融入新发展格局，首先要在

物流上融入，实现和相关区域的‘路相

通’‘心相连’，实现内陆经济和海洋经济

的互联互通，相互融合。”副市长、临清市

委书记刘培国表示。

双方一拍即合。为打通临清至青岛

港的出海通道，山东港口投资1.3亿元对

临清港进行改造提升。然而，改造提升

内陆港不仅需要对接青岛港，由于临清

铁路归属济南铁路局管理，货物运输站

场的铁路线延长还需要对接济南铁路

局。

经过与济南铁路局、青岛港反复沟

通协调后，临清市确定了定点、定线、定

车次、定时间、定价格的“五定”班列，并

列入全国货物列车运行图。

2022年，聊城海关监管场站在临清

封关运行，货物通关时间由24小时缩短

为2小时，真正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

口”。“之前辖区企业的货物要在青岛港

进行查验，现在我们启用了海关监管作

业场所，让企业就地实现一次申报、一

次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效率提高了

30%以上。”聊城海关查验一科科长刘

青青说。

“鲁西国际陆港不仅为临清带来大

量的货物流，还带来了资金流、信息

流。我们将积极整合资源，打造一个包

含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临港服务

产业在内的百亿级临港产业集群。”临

清市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朱荣光表

示。目前，临清外贸“朋友圈”已辐射到

全世界近百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值

突破50亿元。

作为山东港口最早规划建设的内陆

港，临清鲁西国际陆港积极融入东西海

陆运输发展布局，通过“港口前移、就地

办单、海铁联运、无缝对接”“一站式”服

务，把“出海口”搬到“家门口”，推动海洋

经济与内陆经济联动，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为外向型经济扩容，让山东好品“扬

帆出海”。

把“出海口”搬到“家门口”
——临清高标准打造鲁西国际陆港为外向型经济扩容

本报讯（记者 王鹏）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财政厅联合印
发通知，公布第三批创建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名单，我市阳谷县石
佛示范区、东阿县“品品连乡”示范区成功入选。

2023年，为推动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新进展，市财政安排1100
万元支持打造11个市级乡村振兴示范区、争取省级示范区2个、谋划县级示
范区19个，通过示范创建、资金激励带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32个示范
区统筹涉农资金投入8.2亿元，撬动社会资本投入40.7亿元，建设省级和美
乡村48个、市级和美乡村74个、重点产业项目151个，新修建“四好农村路”
325公里，完成村庄生活污水治理改造554公里、自来水管网改造113827户、
清洁取暖改造35878户。

我市将进一步健全完善推进机制，强化政策举措，以更大力度、更高水
平深入推进示范区建设。

聊城两地入选第三批创建乡村
振兴齐鲁样板省级示范区名单

本报讯（记者 苑莘） 5月24日，记者从莘县了解到，该县依托全省唯
一一家以现代农业为主题的综合体——莘县现代农业创业创新示范综合
体，着力培育预制菜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计划用两年时间打造集原材料采
摘、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品牌打造、品宣销售等于一体的中国预制菜产业
第一县。

莘县现代农业创业创新示范综合体依托农产品精深加工研发平台，依
靠山东嘉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搭建大豆蛋白研发等国家级、省级创
新平台，构建从大豆收储、低温豆粕加工到大豆蛋白研发、生产和销售的
完整产业链服务体系。目前，拥有国家级创新平台1个，省市级创新平台4
个，获专利成果20余项，具备年加工大豆40万吨、大豆蛋白9万吨、大豆膳
食纤维2.5万吨的能力，“SINOGLORY”品牌大豆蛋白进入特医膳食、营养
健康等新兴市场，远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多年来一直居于行业前
列。

为促进预制菜产业发展，莘县现代农业创业创新示范综合体发掘当地
优势特色资源，引导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向特色优势区聚集，引导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布局加工产能，深度开发特色资源，带动农民共建链条、共享
品牌，让农民在发展特色产业中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以现代农业创业创新示范综合体为依托

莘县着力打造预制菜产业第一县

本报讯（记者 李政哲）“这是总投资70亿元的饰品级金刚石大单晶毛
坯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可年产高级培育钻石12.48万克拉，实现销售
收入1.7亿元、净利润7100万元。”5月28日，在高唐县经济开发区，山东美能
钻石有限公司常务副总李丙煜说。

该项目引进国内外院士专家团队，大力发展超硬材料，尤其是人造钻石
的工业化研发，其广泛的下游产业应用空间将吸引国内外集成电路、微电
子、光学器件等领先企业向园区集中，逐步形成高新技术及新材料产业集
群。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去年以来，高唐县坚持“项目
为王”理念不动摇，始终树牢“大抓项目、抓大项目”工作导向。突出精准谋
划、要素保障、专班推进，创新实施项目手续办理“赤橙黄绿”推进机制、“9+
N”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重点在项目手续办理、开工纳统、投产竣工上
攻坚。2023年，该县累计实施县级以上重点项目65个，29个省市级重点项
目实现开工率、纳统率“两个百分之百”。其中，国宏大豆生产线迁建技改、
源华微显柔性玻璃盖板、时风锦纶工业布智能化生产线等42个项目竣工投
产；传晨气动装备、纷美液体食品包装智能设备、新华木业超强刨花板等一
批重点项目加快建设；奥博生物新一代糖醇和氨基酸智造、奥达生物3万吨
高端浓缩大豆蛋白等一批新上项目陆续开工，项目建设形成签约一批、投产
一批、开工一批的接续局面。

投资是助推经济转型、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重要抓手，也是释放内需潜
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今年一季度，高唐县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7.5 亿元，同比增长 7.1%。其中，高技术产业投资 2.82 亿元，同比增长
37.5%。生物大健康、智能精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园3个产业项目列入
2024年省重大项目名单；徐重智能制造等9个项目列入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项目名单。

高唐县

扩大有效投资 推进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林晨 刘志耀）5
月29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聚
力攻坚看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
（六）——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专
场。会上，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宁吉木
介绍了今年以来人社工作助力全市
社会经济发展有关情况。

宁吉木表示，今年以来，全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真落实市委、
市政府“聚力攻坚突破年”工作要求，
主动加压、务实进取，着力稳就业、惠
民生、聚人才、促和谐，全市就业创

业、社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等
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实现良好开局。

我市加大岗位开发力度，提供
“水城优才”“归雁兴聊”等优质就业
岗位975个。扶持青年创新创业，推
介“乡村好青年贷”金融政策，面向全
市 300 名乡村好青年拟授信 2 亿元。
举办“春风行动·青春这young聊”等
洽谈交流活动，成立北京—聊城博士
联谊会，持续提升“青聊有约”品牌影
响力。1—4月份，全市城镇新增就业
1.4万人。

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启航

扬帆计划，发布青年见习岗位 1839
个，招募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岗
位80个。举办“高校学子看家乡”活
动，1000 余名聊城籍高校学生实现
与家乡双向奔赴。聊城大学获批山
东省大学生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建设
试点。

实施公益性岗位“质效提升年”
行动，推行“大数据+铁脚板”服务模
式，走访就业困难人员2890人次，实
现失业人员再就业2449人。围绕企
业资金需求，授信稳岗扩岗专项贷款
2.45亿元，同比增长207%，惠及企业

69家、2146人。发放失业保险技能提
升补贴387.4万元，惠及2108名参保
企业职工。推广“政银担”模式，发放
创业担保贷款5.72亿元，惠及创业主
体2150户。举办第七届聊城市创业
大赛，积极为我市创业者搭台赋能。
举办春风行动、家门口的招聘会、直
播带岗等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86 场，
提供岗位6.2万余个，全力保用工、促
就业。特别是在年初，高质量承办了

“沿黄九省区劳务协作联盟签约仪式
暨山东省第 20 届春风行动推进活
动”，取得了良好成效。

1—4月份城镇新增就业1.4万人

我市就业形势平稳向好

本报讯（记者 马珂欣）5月27日，山东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专题宣讲走进聊城。

山东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讲团成员、山
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执行院长王璟珉分别在市生态环境局和阳谷
县进行宣讲。

宣讲中，王璟珉全方位、多角度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背景
与意义、主要内容、总体要求和实践路径。此次宣讲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讲
解透彻，对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
把握生态文明建设方向、路径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切实增强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自觉性和责
任感，进一步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更加自觉地运用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解决实际问题，把理论学习成效更好转化为推动美丽聊城
建设的强大力量和生动实践。

山东省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专题宣讲走进聊城

5 月 27 日，工人在阳谷
恒昌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作业。作为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该公司年产6000吨
铜丝、8500KM特种电缆，年
产值达15亿元。

近年来，阳谷县借助电
缆产业优势，研发新产品，延
伸产业链，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林晨 刘志耀）5
月 29 日上午 ，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聚力攻坚看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
（七）——市民政局专场。会上，市民
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三级调研员
徐帮杰介绍了今年以来聊城市民政
工作有关情况。

徐帮杰表示，今年以来，市民政
局紧紧围绕增进民生福祉，强化民生
兜底保障。自今年1月1日起提高部
分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城市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931元，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提高到每人每月753元；城市特困人
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
1242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活补助
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979元。截至4
月底，全市共有城乡低保对象8.23万
人、城乡特困人员 2.35 万人，低保边
缘家庭 2812 户、6500 人，发放低保、
特困救助资金2.8 亿元，实施临时救
助902人次，发放临时救助金195.9万
元。

持续开展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

和常态化帮扶，确保民政兜底保障政
策落实、落细，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困
难群众纳入救助范围。机构养育孤
儿基本生活费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
2328元，社会散居孤困儿童标准提高
到每人每月1862元。全市共保障孤
儿和重点困境儿童 4085 人，发放基
本生活费2832.7万元。

扎实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工作，全市已完成1947
名儿童入户排查工作，开展关爱服务
活动千余场。市社会福利服务中心

二期项目装修正在收尾，预计6月底
全面完成。提高困难残疾人生活补
贴标准：一二级提高到每人每月187
元 ，三 四 级 提 高 到 每 人 每 月 140
元。提高残疾人护理补贴：一级残
疾提高到每人每月 168 元，二级残
疾提高到每人每月 140 元。目前，
全市共保障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
3.2 万人，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7.2
万人，发放残疾人“两项补贴”资金
6424万元。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931元

聊城持续强化民生兜底保障

本报讯（记者 江平波 通讯员 金龙冰）5月29日，由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聊城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全省家具产业数字“三品”推进大会在
临清市召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晓，副市长、临清市委
书记刘培国出席会议并致辞。

本次大会以“数字赋能‘家’速发展”为主题，邀请行业专家进行专题辅
导、对家具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指导问诊。山东省家具协会与临清市、淄博
市周村区签订战略合作协议，9家企业与行业协会、高校院所及服务机构签
订合作意向，签约各方将在数字转型、科技创新、园区建设、品牌建设、金融
服务、人才培养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助力家具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家具产业数字“三品”
推进大会在临清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