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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振 邵文琪）12月20日，聊城市“平安医院”建设工作
推进会召开。副市长马卫红，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李强出席。

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东昌府区人民医院、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区妇
幼保健院平安医院建设工作情况。

会议指出，平安医院建设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关于平安建设决策部署
的具体措施，是构建高质量医疗服务体系的内在需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平安医院建设工作的
紧迫性、重要性，聚焦短板弱项，树牢风险意识、协作意识、底线意识、责任
意识，进一步找准短板漏洞，深化警医联治，提升安防能力，压实工作责任，
在建机制、压责任、夯基础、畅渠道、提能力、营氛围上开创工作新局面，全
力推动我市平安医院建设水平整体提升，切实守牢医院安全底线、保障群
众生命安全。

聊城市“平安医院”建设工作
推进会召开

12月17日，在中通客车
股份有限公司装配车间，工
人在安装车厢设施。中通客
车产品涵盖了公路客车、公
交车、旅游用车、高端商务
车、校车、物流车、特种车等
细分市场，共 16 大系列 260
余个品种，有效满足了市场
需求。

近年来，我市深入实施
制造业强市战略，全面推进
制造业强市三年攻坚突破行
动，为建设“六个新聊城”提
供了坚实支撑。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本报讯（记者 赵琦） 12 月 20 日，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构建聊城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关情
况。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高峰
介绍我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的
工作情况。

高峰表示，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
生产力的根本依托和核心载体，我市通
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构建以先进制造
业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培育
形成新质生产力。

传统产业是我市的“家底”，12条制
造业重点产业链大多数是传统产业。近

年来，我市聚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产业发展质效不断提升，有色金属和农
副产品加工 2 个产业集群年营收突破
1000亿元，黑色金属、绿色化工、绿色建
材等3个产业集群年营收超500亿元；高
端轴承智能制造、先进有色金属材料 2
个产业集群入选省首批支柱型雁阵集
群，金帝股份、东阿钢球、信源集团、建发
铜业4家企业入选“头雁”企业；信发集
团、中通客车、东阿阿胶、鲁西化工等企
业在全国同行业有实力、有影响力，产业
整体素质和竞争力逐步增强。

近年来，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迅速崛起，涵盖了光纤光缆、汽车电
子、光伏发电、陆上风电、生物制药、精密
轴承等多个产品大类。成功打造了先进
有色金属、精品板材和合金钢管、绿色化
工等省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培育了中色
奥博特、九鼎新材料、上达稀土等行业骨
干企业；聊城市智能装备关键基础零部
件产业集群是山东省首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高端轴承销售额和产量居全国
前列；中通客车、中通新能源等新能源整
车制造龙头企业，可年产3万辆节能与
新能源客车，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前
列。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年产值突破千
亿元，产业规模逐步壮大。

在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方面，目前我市
还处于谋篇布局的起步阶段，在人工智
能、生命科学、人形机器人、氢能等领域具
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高新区智能装备
制造信息产业园形成了涵盖高端装备制
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的产业链条；
未来能源领域，鲁西化工、中通客车、博远
新能源、德通交通器材等企业利用自身
前期优势在制氢、储运、燃料电车关键零
部件及整车制造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
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低空经济领域，
培育了中宇航空、中科飞特等一批优秀
企业，民用机场项目也兼顾通用航空功
能，将为低空经济发展带来有利条件。

我市加快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记者 赵琦） 12 月 20 日，
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构建聊城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有关
情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
长解志超介绍了全市聚力工业经济“头
号工程”，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相关
情况。

今年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全市工信系统深入践行市委

“6293”工作思路，扎实开展“聚力攻坚
突破年”活动，聚力工业经济“头号工

程”，承压奋进、砥砺前行，加速推进新
型工业化，加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着力
构建“453X”现代化工业体系，工业经
济总体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
态势。

工业运行“稳”。1—11 月份，全市
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4%。全市
32个工业大类中，24个行业增加值保持
增长，其中医药、化工、农副食品加工增
加 值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29.4% 、14.2% 和
14.4%。茌平区入选省级工业强县，实现

零的突破。
发展动能“新”。1—11 月份，全市

工 业 投 资 、工 业 技 改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23.4%、14.8%，均居全省前列。东阿阿
胶通过引进工业机器人、对设备进行智
能化改造，实现对生产全过程 821 个控
制点工艺参数在线控制，综合自动化程
度达到 97%以上。浪潮 10 万台计算机
项目落户聊城，填补我市计算机制造业
产业空白。

转型升级“快”。我市数字化转型成

效显著，新培育的力得汽车科技、宇捷轴
承等17家企业入选省级智能工厂、数字
化车间，数量居全省第1位。绿色化发
展步伐加快，新增省级绿色制造单位27
家，绿色低碳有色金属材料集群入选省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实现零的突破。

企业活力“足”。我市新培育省级以
上创新型中小企业 473 家、专精特新企
业331家、瞪羚企业55家、制造业单项冠
军14家；新增省级以上工业企业质量标
杆21家，数量居全省第1位。

聊城工业经济稳中向好进中提质

本报讯（记者 赵琦） 12月19日，食品产业新型工业化论坛暨2024预
制食品（预制菜）产业基地生态大会召开，大会评选公布了2024预制菜产业
全国基地百强，莘县在榜，位居全国第20位。

近年来，莘县立足丰富优质的特色农产品资源，积极抢抓布局预制菜产
业发展新赛道，着力打造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新高地。围绕强化资源支撑、强
化质量安全、强化品牌培育、强化平台打造、强化科技引领五个方面重点发
力，不断提质效、增动能，增强预制菜产业基础优势，并延链条、促融合，推动
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依托巨大的产业优势，莘县发展形成以小肉鸡加工为代表，粮食加工、
蔬菜加工、大豆加工等竞相发展的预制菜加工产业集群，构建了集上游的
种子研发培育和农产品生产、中游的精深加工、下游的产品销售等于一体
的完整预制菜产业链条，真正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目前，全县规
模以上农产品深加工企业达到112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42家，产
值超百亿元。

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不断增多，催生出旺盛的产品储存、运输需求，促
进了冷链物流行业发展。据不完全统计，莘县现有冷链物流企业110家、冷
链车辆830辆，建设各类恒温库、冷冻库120座，总储量达到50万吨，冷链物
流体系逐步完善，着力打造辐射中原地区的农产品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信
息中心。同时，莘县注重线下线上相结合，不断拓宽销售渠道，让特色预制
菜产品真正走出去。线下，与北上广深等大中城市，全面建立合作对接，莘
县特色预制菜产品直供各地大型商超。线上，建成1个县级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24个镇街服务中心，各类电商平台店铺达到8000多家，预计今年电
商网络零售额将达到12亿元。

莘县将持续发力打造中国预制菜生产基地、中国预制菜商贸物流基地，
全力争创中国预制菜装备制造基地、中国预制菜研发基地，持续提高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水平，推动预制菜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024预制菜产业全国基地百强名单公布

莘县位居全国第20位

本报讯（记者 姬翔 通讯员 李盼盼） 12月16日，山东省工业和信
息化厅对2024年度拟认定通过的山东省瞪羚企业进行公示，我市55家企
业入围，数量居全省第8名，同比增长162%。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优质中小企业培育工作，聚焦优化成长环境，
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引导中小企业以专破局、以精立业、以特求强、以新赋
能，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打造更多在细分领域掌握独门绝技
的“单打冠军”和“配套专家”。

我市抓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提升工作，坚持创新引领，强化政策扶
持，加大精准培育力度，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活力，加快培育一大
批专注细分市场、聚焦主营业务、创新能力突出、成长潜力较高的优质企
业，形成专精特新、瞪羚、独角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梯度培育成长体
系，推动全市优质中小企业持续做优做强。

同比增长162%

我市55家企业入选2024年
山东省瞪羚企业公示名单

日前，山东省2024年度拟新认定瞪羚企业名单公布，聊城市55家企
业入围，数量同比增长162%。这不仅是对企业自身实力的认可，更折射
出我市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与旺盛活力。

瞪羚企业指的是高成长性科技型企业，是跨过了创业初期，在较短时
间内以超常规速度发展，并且在技术研发、商业模式、组织形式上都具备
强大创新能力的企业。它们与瞪羚有共同的特征：个头不大、跑得快、跳
得高。对一座城市而言，瞪羚企业的数量是衡量创新能力与经济活力的
重要指标。

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为瞪羚企业的诞生和发展创造了良好外部条
件。近年来，聊城市持续创新手段，优化政务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为企业
提供了资金、技术、人才等多方面支持，一系列利企举措快速落地见效，企
业的获得感明显提升。这些政策如同春风化雨，滋润着企业茁壮成长，使
得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轻装上阵，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市场
竞争力。

新入选企业遍布传统产业、新兴产业等领域，大多为制造业企业，彰
显了我市制造业强市建设取得的积极成效。随着制造业强市攻坚突破行
动的深入实施、产业链链长制的纵深推进，我市各大产业链条更加坚韧稳
固，呈现拓展延伸的良好态势，上下游产业、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产业横
向集聚和垂直整合不断加强，营造出耦合共生、互惠共赢的产业生态，为
高成长企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瞪羚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不仅在技术创新上有所
突破，更在发展模式上展现出新亮点。例如，山东骏程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在深耕传统车轮主业的基础上，抢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机
遇，加速挺进新赛道；山东信发瑞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加快出海步
伐，生产的高性能合成酯类润滑材料销往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在国际市
场上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些企业在新领域中谋求高增长，不仅为
带动就业、吸引人才，还有力推动产业升级，吸引更多投资，促进我市形
成经济良性循环。

城市为企业生长提供肥沃土壤，企业为城市发展注入生机活力。在
当前经济形势下，一家家企业，如同奋力跳跃山涧的瞪羚，突破下行压力，
为地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心剂。期待瞪羚们在各自赛道上不断突破、在
协同合作中持续壮大、在政策的护航下健康成长，与聊城这座城市一起，
跑得更快、跳得更高。

“瞪羚”涌现折射经济韧性
■ 王博

■ 本报记者 王军豪

12月12日，天气阴冷，室外最高气
温仅5℃，茌平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现代化温室大棚内却是暖意融融。

一处高标准多功能实验棚内，200
余株柑橘树在冬日里茁壮生长，枝干挺
拔、叶片肥厚，一派生机盎然。一颗颗
饱满的果实点缀在绿叶中，或橙黄如
金，或碧翠如玉，或黄绿相间，甚是惹人
喜爱。近身一闻，亚热带水果独有的气
息甜中带酸、酸中透香，馥郁清新、沁人
心脾。随手摘下一颗蜜橘，果肉柔软、
酸甜可口，吃完唇齿久久留香。

葡萄柚、脐橙、蜜橘……这些亚热
带水果何以在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带的
聊城扎根？作为全省，乃至全国现代
农业发展的翘楚，信发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智能化管控和绿色能源可提供量
身定制的生长方案，让柑橘树能在最
适宜的环境下生长。

淮北之地也能种出个大味甜的亚
热带水果，聊城的农业发展史又掀开
新的一页。

年终岁尾，打开聊城乡村振兴的
答卷，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和美乡村宜
居宜业，乡村文化绽放华彩。

今年年初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
议上，明确把走好平原特色乡村振兴
路径作为全市“三农”工作的重要引领
和主题主线。一年来，我市立足平原
特点、深挖平原优势、用好资源禀赋，
加压奋进、聚力突破，在农业农村现代
化道路上迈出坚实步伐。

产业振兴是打造平原特色乡村振
兴样板的关键内容。

2024年第一届黄河故道古桑园桑
黄会议暨第一届金耳（临清）产业会议
上，与会专家表示，黄河故道的桑树种
植与桑黄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围绕桑
黄产业发展，临清市全力推进延链、补
链、强链，研发了中药饮片、桑黄功能
性食品等高端产品，开发出桑黄茶、桑
黄颗粒等56种优质产品，年产桑黄中
药饮片30吨，占全国市场的70%以上。

一年来，我市深入促进农村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截至10月底，创建市级以上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324家，其中国家级
8家、省级58家。目前，全市已有智慧农
业应用基地43家，粮油、畜禽加工产业集
群成功入选山东省“十强”产业“雁阵形”
集群；阳谷县、临清市、高唐县成功创建为
省级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县；新
增绿色食品认证51个，创建国家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1个。上半年，我市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6.2%。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是一项重要任务。

临清市戴湾镇晁寨村坑塘众多，
该村对近90亩坑塘进行改造，采用渔
藕种养模式，在藕池中投入小龙虾500
公斤，锦鲤1000尾，草鱼、鲤鱼、鲢鱼等
1000 公斤，通过“路基圆筒”循环水养
殖投放鲈鱼苗1万尾，实现人居环境和
集体经济“双提升”。

我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
排查、大提升、大突破”行动，打造省市
级和美乡村示范村193个，其中省级21

个、市级 177 个。共完成农村改厕
94.089 万户，全市 11 个县（市、区）130
个涉农乡镇（街道）全部建设了农村改
厕智能化后续管护平台，9 个县（市、
区）整县制实现第三方打包开展后续
管护服务。

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
高唐县以高级农艺师杜立芝为首

席专家，从农业系统、乡镇农技人员中
选出70多人组建“杜立芝党代表工作
室”，为群众免费提供农林牧渔方面的
农技服务，逐步构建起上千人组成的
县乡村三级农技人才服务网络，并因
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用良种良
法促增产增收。

乡村治理是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
进展的重要基石。

我市健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
将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工作纳入县（市、
区）高质量发展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切实发挥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作用，
确保选优、管严、育强、用好。高标准
举办乡村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8个县
（市、区）、3个市属开发区同步举办乡
村文化旅游节启动仪式。围绕“生于
黄河”“兴于运河”“家国情怀”“红色传
承”“美德共育”五大主题，我市规划打
造文明实践展示带（区）11个，拓展打
造大众化、通俗化的文明实践项目。

水城大地，一派“农”墨重彩好
“丰”光，一项又一项创新举措、一个又
一个发展典型，带动全市农民腰包越
来越鼓，幸福感触手可及，推动农业强
市建设实现质的飞跃。

“农”墨重彩好“丰”光
——回眸2024系列报道③

强国必先强农。
虽是冬日，行走在聊城大地，广

袤的田野上依然春潮涌动。
整齐划一的现代化温室大棚

里，各色蔬菜水果为冬日的寒冷增
添浓浓暖意，更孕育绿色的希望；和
美乡村的幸福村落里，街道环境干
净整洁，农家院落舒适雅致；龙头企
业的生产车间里，各生产线有序运
转，为四方宾客生产高品质的聊城
特产……一个个富民产业拔地而

起，一张张笑脸幸福洋溢。
良好的平原气候、肥沃的平原

土壤、丰饶的平原物产和一马平川
的平原风貌……立足这些得天独厚
的优势和条件，聊城走出了一条适
合自己、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正在谱写乡村振兴齐鲁样板聊城篇
章。

浩荡东风将又起，田畴沃野绘
新篇。新的希望，升腾在这片希望
的田野上。

希望，在田野上升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