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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晨）智能生产线
开 足 马 力 、搬 运 机 器 人 在 车 间 穿
梭……12 月 1 日，记者在位于高唐县
的端子科技电子零部件研发与制造项
目车间看到，各生产环节都在有条不
紊地运行。据了解，该项目可有效延
长、补强高唐县电子信息产业链条，助
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制造汽车电子生产
基地。

该项目由山东泉海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与中国端子电业（台湾）股份有
限公司合资建设，车间严格按照十万
级无尘净化标准精心建设，全部投产
达效后，年可生产电子零部件 690 万
台（套），产品主要配套沃尔沃、哈雷、

现代、中国重汽、吉利汽车等国内外
知名车企。

据了解，该企业在深圳和济南分
别设立了研发中心，聘请航天科工集
团博导团队为技术顾问，并与聊城大
学合作成立了产学研基地，进一步增
强了研发力量，现有博士 6 名、硕士 19
名，拥有专利 30 余项。今年 3 月份研
发的“HUD 虚拟成像系统”成功入围

“创客中国”大赛，在第 28 届鲁台经贸
洽谈会上获得“助力山东高质量发展
突出贡献奖”。“我们还通过‘总部研
发+N 个生产基地’的布局，与吉利汽
车和成都重汽合作，分别成立分公司，
形成了以高唐为中心的总部经济，成

为江北最大的线束生产基地；产品通
过了欧盟 E-mark 认证，出口德国、瑞
典等国家。”山东端子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车仁海表示。

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高唐县具有发
展潜力的新兴产业，目前已形成汽车电
子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工业专
用设备制造、电线电缆生产四个产业方
向，前三季度产值同比增长38.4%。

今年以来，高唐县锚定“创新引
领，产业兴县、制造业强县建设”主攻
方向，在重点项目建设上坚持向“新”
而行，积极推动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
优势产业延链、补链、强链，持续优化
要素配置新机制，聚焦项目推进和要

素保障，深入实施全生命周期服务机
制，实现重点项目从谋划储备到竣工
投产全周期管理。

“目前，高唐县在项目建设上，已形
成‘谋划一批、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
设一批、竣工一批’的良性循环，一批优
质产业项目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澎湃动能。”高唐县发展和改革局党
组书记、局长姚美庆表示，全县聚焦全
年 GDP 增速预期目标，对 35 项基础指
标“敲开核桃”分析，深入一线查找问题
根源，及时解决经济运行各类堵点、难
点问题，全力以赴、攻坚奋进，高质量完
成“攻坚四季度，夺取全年胜”的各项目
标任务。

引进端子科技电子零部件研发与制造项目，高唐县——

打造现代化智能制造汽车电子生产基地

11月30日，茌平区贾寨镇贾寨后村村民在田间种植中药材丹参。茌平
区抢抓国家发展中医药产业的机遇，坚持在“一村一品”上下足“绣花”功夫，
不断壮大特色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 本报通讯员 赵玉国

本报讯（记者 尹腾淑 通讯员 李
绍远）11月29日，记者从聊城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获悉，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公示了第八批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企业拟认定名单，我市茌平华旭新材料
有限公司、东阿蓝天七色建材有限公
司、山东奥克特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等

14家企业入选。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是指长期专

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
产技术或工艺行业领先，单项产品市场
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的企业，代表行业
最高的发展水平、最强的市场实力。近
年来，我市大力开展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培育提升行动，全面摸排制造业骨干
企业，建立市、县区两级单项冠军企业
培育库，每年及时完善、动态调整培育
企业名单，对新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分别给予最高200万
元、100 万元的奖励，针对企业管理、精
益生产、数字转型、品牌提升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开展“菜单式”服务204场次，
累计服务企业3000余家次，引导企业专
注于细分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目
前，累计培育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7家、省级79家。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持续做好制
造业单项冠军培育工作，加大政策宣贯
解读力度，引导企业聚焦产品技术创
新、加速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支持
企业做精做专、创新发展，在更多细分
产业领域提升产品竞争优势，促进制造
业企业提档升级，为我市工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专注特定细分市场 发展水平行业领先

我市14家企业拟认定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 本 报 记 者 岳殿举
本报通讯员 沈潜

11月19日，聊城市主城区免费乘坐
公交车政策施行，引来市民拍手叫好。
我市通过鼓励市民乘坐公交车出行、减
少私家车尾气排放的方式，推进了空气
质量的持续改善。

免费乘坐公交车只是聊城市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诸多措施中的一项。今
年以来，聊城全力以赴强化大气治理，
取得了明显成效。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4年10月底，聊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 4.41，同 比 改 善 3.3% ，PM2.5、PM10、
SO2、NO2累积浓度分别为40微克/立方
米、77 微克/立方米、9 微克/立方米、23
微克/立方米，同比分别改善7.0%、2.5%、
10.0%、8.0%，其中PM2.5改善幅度在省内
居第2位，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96天，同
比增加 32 天，蓝天白云成为聊城的常
态。

高位谋划部署 举好“指挥棒”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将大气
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市级层面总体工作
布局，今年年初，更是将“空气质量改善

行动”列为全市年度聚力攻坚突破十二
项提升行动之一，明确了攻坚措施和提
升路径，并组织专家团队每日对空气质
量开展分析，每周召开全市研判分析
会，通报上周空气质量、工作情况，分析
总结管控经验得失。

为强化攻坚成效，研究健全空气质
量闭环管控机制，我市印发《聊城市空
气质量管控闭环落实机制》，对涉及多
个部门的8条重点工作线按照闭环要求
加强排查，实现空气质量的规范闭环管
控。同时，通过严格实施《聊城市环境
空气质量考核县市区约谈问责办法》

《聊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办法》
等，建立了考核问责保障机制，综合运
用约谈、生态补偿等机制传导压力，营
造齐抓共治大格局，为我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提供了坚实保障。

紧盯源头防控 找准“着力点”

我市将污染防治目光锁定在源头
治理上，持续加大重点行业企业帮扶指
导力度，深挖减排空间。

今年以来，我市已经完成 7 台合计
108.5万千瓦低效发电抽凝机组的关停
退出，全市唯一一条日产2500吨水泥熟

料生产线正在关停，实现了产业和能源
结构优化的加快推进。在“一县一策”
对工业企业进行深度摸排的基础上，我
市扎实开展工业企业集群污染整治，对
排放大户开展驻厂帮扶，整合砖瓦窑、
商混、日用玻璃、农业生产、人造板、铝
单板、电动车、钢管、化工等9大类行业
产业集群，涉及566家企业，分门别类推
进整治，并将砖瓦窑行业提升整治作为
重点。

深挖减排潜力，我市切实用好协商
减排、应急减排等措施，发挥掐尖削峰
作用，鼓励在线运输企业减少非必要车
辆运输，做到应停即停。

锚定关键时段 打好“组合拳”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时
段，为此，我市锚定要害环节，加强重点
整治，打好污染防治“组合拳”。针对秋
冬季不利气象条件，根据上级联防联控
要求和本地实际，我市及时发布重污染
天气预警并启动应急响应，今年第一季
度我市共经历启动Ⅱ级应急响应的重
污染过程3轮次，合计288小时；进入秋
季，我市于10月22日20时至11月3日8
时启动重污染天气橙色应急响应，合计

276 小时。面对烟花爆竹燃放态势，今
年2月9日至16日，我市开展集中禁放
管控，全市出动 3572 名部门人员、7259
名群防群治人员，合计检查烟花爆竹企
业610余家，劝阻燃放1109次，春节期间
我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在省内排第 4
名。

夏季则是臭氧污染高发期。今年6
至8月，我市开展夏季臭氧污染防治突
击战，共检查企业2020家次，发现230个
问题；9 月开展全市挥发性有机物专项
整治攻坚行动，对前期问题整改“回头
看”，并对石化、有机化工、涂装等重点
行业排查整治，共“回头看”企业39家，
督促企业按照要求整改问题 184 个；各
县（市、区）摸排企业353家，发现问题38
个，已全部反馈处理，有效遏制了污染
升级。

向“蓝”而行，笃行不怠。今冬明春
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时期，我市将准
确把握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的内在要
求，聚焦精准治污，突出时间精准、空间
精准、行业精准，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持
续改善，让蓝天白云成为聊城的最美底
色。

向“蓝”而行
——看聊城如何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11月29日，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政府首批
特贴专家、研究员王桂峰等十多位“三农”领域的专家齐聚高唐，围绕当地的
农业生态产业化与数字农业协作发展进行研讨。过去两年，高唐县通过搭
建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平台，强化创新科技应用推广。

经过多年的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经营，高唐县粮食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
140万亩以上，瓜菜菌产量34.6万吨，规模化设施蔬菜基地近40个，畜牧规模
养殖场达到174个，逐步形成了粮食、油料、农产品深加工、锦鲤特色养殖、蔬
菜、畜牧六大主导产业。

“为争取多方科技支撑，我们采取‘科研院校+政府+企业’的协同合作模
式，成立高唐农村产业发展科技联盟，借助智慧化管理手段，深入挖掘生态
资源的经济价值，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比较优势的品牌农产品，做大做强生
态产业。”高唐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巧说。

近年来，高唐聚焦塑造农村产业发展优势，围绕农业生态产业化及智慧
农业建设两个重点，通过搭建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平台，强化创新科技应用
推广，助力产业提质增效。与国内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常态化沟通对接机
制，对接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科院、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共建科技平台，支持
建设“院士工作站”“博士工作站”，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
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充分发挥“杜站
长工作室”品牌效应，通过“看得见、听得到、会操作”的推广路径，推动实现
科技成果尽快落地见效。

高唐县建立农业科技引进推广机制

本报讯（陈怀宇 刘延华）11月28日，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工作人员
来到该局驻开发区服务站，为阳谷新太平洋电缆有限公司发放了项目环评
批复文件。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市关于“高效办成一件事”工作部署，破解“一件
事”改革堵点难点问题，提升群众办事满意度和获得感，阳谷县行政审批服
务局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切实加
快重点项目手续办理，工作人员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将为群众服
务的作战指挥部进一步前移，在对多个办理事项进行打捆审批的同时，积极
落实“园区事，园区办”，充分利用园区区域性评估成果，将项目开工前的立
项、环评、能评、取水许可等审批手续集中在园区服务站进行受理、审核、发
证，批复文件立等可取。截至目前，共计为园区企业发放各类审批文件46
份，开展园区政策宣传指导活动26次，帮扶企业102家，推动各项审批手续
办理64项，重点项目各项审批手续办理进一步提速。

“项目建设是扩投资、稳增长的关键举措，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抓手。我们将进一步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帮包机制，为全县经济高质
量发展赋能。”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李福雷说。

阳谷县项目审批服务再升级

本报讯（记者 苑莘）记者12月1日从莘县了解到，该县把创新能力提
升作为破解发展难题、实现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和出发点，大力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借力而行，乘势而进，县域科技工作积极性得到全面调动，各类项
目、资金、平台、人才等创新资源正在加速集聚，有效推动县域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

莘县完善“企业出题、高校解题、政府助题”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引导企
业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创新联盟，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和应用，将企业的产业端与高校、科研院所的研发端有机联系在
一起，实现了“国内外技术莘县用”。围绕产业实际，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深入与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聚力建设机制灵活、创新要素聚集的科技
创新平台，逐步打造功能齐全、链条完整、要素集聚的科技企业孵化育成体
系。建立健全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机制，对县域企业进行逐一梳理，做好专
利申报、研发经费归集等基础工作，已形成梯次培育体系，为创新主体和新
质生产力培育奠定基础。加强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孵化和服务，提供创业
辅导、融资支持等服务，帮助企业快速成长。

莘县成立了创新能力提升工作组，深入全县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
企业及潜力企业走访调研，实施“一对一”精准服务，指派专人进行跟踪服
务，助力企业快速发展。帮助企业从高校院所引进教授专家等高层次人才
到企业兼任副总，帮助企业解决遇到的难题。

莘县持续提升县域创新能力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李盼盼）12月2日，记者从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获悉，冠县镀涂钢板制品产业集群入选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024年度山
东省特色产业集群综合评价前10位名单，并位列第3名。

为进一步提升全省特色产业集群发展能级，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于不久
前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山东省特色产业集群综合评价工作。根据评价结
果，冠县镀涂钢板制品产业集群的支持方向为钢铁供应链中心项目，承担单
位为聊城冠州国际陆港有限公司。

近年来，我市多点发力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为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赋能助力。完善政策体系，出台《聊城市助力中小微企业稳增长调结构强能
力若干措施》《聊城市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20条措施》等系列政策措施，
为集群的培育发展明确方向、提供支持。强化梯度培育，分级分类建立培育
库，开展产业集群服务行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品牌推广等工作，助力集群
提升发展能级。打造龙头企业，持续完善“热带雨林”梯度培育体系，创新工
作路径，加快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辐射带动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我市将持续聚焦产业发展优势，大力推动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加强重点
产业链供应链支撑，培育建设集约集聚度高、创新能力强、产业特色鲜明、协
作配套紧密、信息化基础好、辐射带动作用大、市场竞争有力的特色优势产
业集聚区。

冠县镀涂钢板制品产业集群
位列全省综合评价第三

12 月 2 日，广诺（阳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人对水表进行激光雕
刻。近年来，我市突出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