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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宗锋）11月22日
上午，记者在位于临清市烟店镇的山东
勤大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
端冷碾轴承套圈、6 万吨轴承钢管项目
建设现场看到，一期厂房已全部建设完
工投产，二期顶棚、侧板全部安装完成，
无氧球化退火炉等设备正陆续进厂调
试。

轴承是工业的“关节”。高端轴承是
产业发展短板，更是机遇。作为省重大
项目，该项目分三期建设，包括穿孔车
间、钢管冷加工车间、钢管热处理车间、
科研检测中心等。

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就是掌握
关键核心技术。该项目科技含量高、示

范引领强，自主研发的立式冷碾技术，可
实现轴承套圈一次成形，填补了国内中
大型高端轴承冷碾套圈空白，综合性能
达国际领先水平；采用国内最先进的全
自动轴承钢管智能生产线和高性能材
料，在高强、高硬、高耐磨和高温稳定性
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可填补我省高端
轴承钢管市场空白。

“这个项目采用的技术工艺，可有效
提高产品寿命，并应用于高铁、航天、风电
等高端领域。”临清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于
繁昌说。

不仅如此，该项目将传统的三道工
序缩短为一道工序，在保障套圈质量的
同时，可降低生产成本30%以上，有效提

升了临清轴承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世界轴承看中国，中国轴承看临

清。经过多年的发展，临清轴承现已成
为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省十强产业“雁
阵形”集群，是全国五大轴承产业集聚区
之一。近年来，临清市积极抢抓山东省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重大机
遇，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坚定
不移推进制造业强市战略，在“链条锻
造”上攻坚突破、在“科技创新”上持续发
力、在“数字赋能”上提质提效，狠抓技术
改造，统筹资源要素，着力补齐产业链短
板和行业空白，加快轴承产业园区化、数
字化、品牌化、绿色化蝶变，全力打造国
内最大、世界知名的千亿级轴承智能制

造产业集群。
推动产业链优化升级，是加速产业

结构变革和升级的一项重点任务。山东
勤大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0 万吨高
端冷碾轴承套圈、6 万吨轴承钢管项目
就是地方推动产业链图谱招商、与企业
双向奔赴，实现产业链强化升级的一个
缩影。

“该项目是轴承产业链延链补链强
链的重要一环。”于繁昌说，建成投产后，
这里将成为山东省最大的高端冷碾套圈
生产基地，对提升轴承产品等级，提高材
料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具有十分重要
的推动作用。

山东勤大轴承科技有限公司年产10万吨高端冷碾轴承套圈、6万吨轴承钢管项目——

创新“转”动未来

本报讯（记者 吴兆旭 通讯员 李新华）日前，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示2024年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认定名单，我市阳谷华泰牵头创建的山东
省橡塑新材料制造业创新中心成功入选。

制造业创新中心是面向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需求，由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投融资机构和新型社会组织等各类创新主体自愿组合、自主结合，形
成以企业为主体，独立法人形式建立的新型创新载体。

近年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高度重视重点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创新，指导
龙头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和科研院所共同组建制造业创新中心，破
解行业共性难题。下一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加大对制造业创新中心的
培育力度，鼓励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和技术成
果转化，为新型工业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我市新增1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

本报讯（记者 邹辉 通讯员 刘敬新） 11月27日，记者从阳谷县交通
运输局获悉，东阳高速项目启动以来，阳谷县不断创优营商环境，提升服务
能力，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截至目前，东阳高速（阳谷段）2024
年度完成投资15.98亿元，占年度投资的118.9%。

据介绍，东阳高速公路是聊城市重要的民生项目，也是聊城市历史上
投资最大的单体工程项目，建成后对优化山东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及高速
公路网布局，补齐当地交通建设短板，加强鲁豫两省以及山东半岛城市群
与中原经济区的联系，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加快推
进东阿至阳谷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工作，阳谷县专门成立了建设工作专班，
立足全局、主动作为，全力协调相关部门和乡镇（街道），开展保姆式服务，
为高速建设提供一站式服务。针对项目部房屋建设需求，阳谷县加大保
障服务能力，多方协调规划用地，使项目部建设得到有效实施。东阳高
速（阳谷段）全长 33.138 公里，涉及拆迁用地 3607.377 亩，拆迁房屋 95
户。阳谷县多方面筹措征迁资金，全员上前紧盯工作任务，克服重重困
难，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征迁任务，交付“净地”，为项目建设提供了坚强保
障。

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筑牢项目建设屏障。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阳谷县
制定了详细的安全管理办法和体系，使安全管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一方面
制定施工公告，在施工前栽设公告施工牌，让社会、沿线群众和过往车辆知晓
并进行安全防范。另一方面开展安全检查与整改，对施工现场进行不定期的
安全隐患排查，对发现的问题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督促及时整改。

阳谷县加快东阳高速项目建设
2024年度完成投资15.98亿元

本报讯（记者 林金彦）11月26日，记者从东昌府区工业和信息化局获
悉，该区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推动数实融合赋能。今年前三季度，
东昌府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57.4%。

强化数实融合基层支撑。该区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赋能，今年9月份申
报的轴承保持器产业成功入选国家产品主数据标准（CPMS）县域试点，为全
市唯一入选试点县（市、区）。优化网络基础设施布局。出台实施《东昌府区
新基建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建立5G建设推进机制，全力推进5G基础设施
建设。截至目前，该区累计建成5G基站2484处，数量位居全市前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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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覆盖率达90%以上。

深化数实融合赋能成效。东昌府区依托华为（聊城）数字产业创新中
心数字平台，引领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现已完成200余家企业数
字化诊断，为鑫鹏源、天工岩土、东阀制冷等31家企事业单位打造数字人、
智慧文旅、智能制造、人才培养等数字化转型升级方案，完成交付验收项目
26 个，对接中项目 9 个，服务企业产值达全区工业产值的 1/3，提升企业生
产效率60%以上。

壮大数实融合产业规模。该区培育国家级两化融合贯标企业1家，省级
DCMM贯标试点企业3家，省级智能工厂1家、数字化车间2家，市级数字化
车间4家，省级数字经济“晨星工厂”试点企业13家；组织2家企业申报2024
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揭榜挂帅试点，6家企业申报市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标杆
企业，2家企业申报省工业领域数据要素应用场景。

东昌府区将狠抓数实融合，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数字
经济“创新攻坚年”，统筹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快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依托华为数字赋能中心，“一业一策”明确转型目标和实施路径，打造
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示范企业，改造提
升制造业企业30家以上。同时，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深化数字产业高端
布局，推动云计算、集成电路、超高清视频、虚拟现实等数字产业突破发展。

东昌府区数实融合促发展
前三季度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达57.4%

近日，冠县贾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刘文博（右）走进电商直播间，向网友
们介绍当地特色农产品。近年来，冠县积极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大力发
展特色农业种植，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 本报记者 任焕珍 本报通讯员 葛佩雨 刘文哲

11月25日，在位于东昌府区广平镇李振祥村的一诺千钧索具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忙着加工吊装带。该公司主
要从事吊装带、织带设备的生产、研发和销售，年生产吊装带700多吨，年产值500万元，为本村及周边村庄提供就业岗位30余
个。目前，广平镇拥有各类乡村小微企业300多家，吸纳当地3500多名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 张振祥 王建涛

本报讯 （记者 林晨 刘志耀） 11
月27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政策
落地见实效”主题系列发布会第五场，
市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李树群
介绍了今年以来贯彻落实《聊城市人民
政府关于推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政策有关情况。

李树群表示，今年以来，市供销社
全面贯彻落实《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
动供销合作社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持续深化
综合改革，扎实推进网络建设，拓展提
升服务功能，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中展
现了供销新担当。

着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
效。对接乡镇党委、政府，依靠村党组
织领办的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保底+
分红”的利益分配方式，开展全程托管
服务，实现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全市
供销系统在推广“土地股份合作+全程
托管服务”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实施“土
地托管服务站”“双社共建”等多种服务
模式，截至目前，共服务村党组织领办
的合作社367个，全程托管土地20万余
亩。培育供销社控股的农业服务公司
11家，建设基层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82
家，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605.7万亩次。
深化“供银担”合作，推广“供销农耕贷”

“供销农资贷”等金融产品，为参与社会
化服务的经营主体提供资金支持；引导
参加多险种农业保险，投保金额6180万
元，为降低规模化经营风险提供保障。

着力增强农资保供稳价能力。构
建“1+4+16+N”的农资仓配体系（即 1
处省级农资集配中心、4 处县域农资仓
配基地、16 家农资旗舰店和 N 家乡镇、
农村服务网点），农资流通服务网络建
设初见成效。目前，已建成1处省级区
域性农资集配中心，具备了仓储、分拣、

配送等功能，农资仓储能力 2 万吨，周
转能力 5 万吨；4 处县域农资仓配基地
已建成并投入使用，新建5家农资旗舰
店，全市系统农资仓储能力达到 8 万
吨。农资直供 99 个综合网点和 130 个
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截至目前，销
售农资12万吨。

着力构建县域商品流通服务体
系。建设县域供销综合集配中心，升级
改造乡镇商超网点，积极为村级综合服
务社提供综合集配服务，举办“供销大
集”“名特优”产品推介会等多场次活
动，畅通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目前，
全市建设县域供销综合集配中心8个，
乡镇综合服务超市36个，村级（社区）综
合服务网点 365 个，满足农民群众消费
升级需求。

着力开展社有资产清查深化提升

行动。制定《全市供销社社有资产清查
工作方案》，在全市系统集中开展社有
资产清查。创新建设全市社有资产数
字化管理平台，直观掌握每处资产的分
布信息和存续状态，持续推进问题合同
专项整治，积极稳妥盘活低效闲置资
产，推动“老场所”发挥新作用。此次清
查摸清了系统资产底数，目前，全市系
统 243 个单位，共有房屋 677 处，土地
773 宗，已全部纳入平台管理。通过清
查，全市系统收回资产10余处，新盘活
资产28处，增加收入172.54万元。

着力优化基层供销社组织保障体
系。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因地制宜推进
基层社改造提升，推动落实基层社社员
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三会”
制度健全的基层社73家，创建总社“千
县千社质量提升行动”示范基层社 2

个。大力领办和发展农民合作社，全市
系统领办3家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
层社93家，领办、创办、合办的农民合作
社318个，入社社员2.8万人。推动县级
社统筹县域资源，加强对基层社统一管
理，培育壮大规模化服务优势。

《实施意见》出台以来，全市供销系
统切实增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较为显著
的成效。在全国总社举办的业务培训
班上，我市围绕流通网络建设、培育社
有企业等方面先后作了2次典型发言；
省社主办的《综合改革典型经验》，对我
市建设农资流通服务主渠道、盘活资产
搭建流通网络、建设乡镇土地托管综合
平台等3个典型经验予以刊发；全省供
销社企业改革发展暨资产清查深化提
升行动推进会在我市召开。

创新服务模式，促进农民和村集体双增收，全市供销系统——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605.7万亩次

农资仓储能力2万吨，周转能力5万吨

全市供销系统共服务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社 367个

全程托管土地 20万余亩

培育供销社控股的农业服务公司 11家

建设基层供销社为农服务中心 82家

建成1处
省级区域性
农资集配中心

具备仓储、分拣、配送等功能

截
至
目
前 县域供销综合集配中心 8个

乡镇综合服务超市 36个

村级（社区）综合服务网点 365个

满足农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

制图：辛政

本报讯（记者 吴兆旭）11月27日，“传媒‘聊’亮·界别同心汇”揭牌仪
式在聊城市新闻传媒中心举行，市政协副主席李涤尘出席活动。

“界别同心汇”是省政协重点打造的“五大平台”之一。围绕加快建设
“六个新聊城”要求，“传媒‘聊’亮·界别同心汇”将充分发挥新闻出版界别委
员的专业优势，将平台打造成学习交流的园地、议政建言的平台、了解民生
的窗口和凝聚共识的渠道，真正实现“同心同向同行、汇识汇智汇力”，为推
动聊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智慧和新闻出版力量。

“传媒‘聊’亮·界别同心汇”揭牌成立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