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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艳君） 2月5日，记者从东阿县了解到，新的一年，东
阿县将聚焦工业经济发展，强化项目载体支撑，大力实施企业培育“固链”行
动。

东阿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19个总投资42亿元的工
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项目投产达效，力争全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0家、省
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达到90家，与高校院所合
作签订产学研合作协议40项以上，引领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生产成本降低、
核心竞争力增强。支持东阿阿胶创建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蓝天七色争创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强力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引导各
类资源向东阿阿胶、东阿钢球等“链主”企业倾斜，推动“链主”企业向上下游
企业开放创新资源和场景，共建创新联合体、技术联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
纵深拓展、耦合升级。支持蓝天七色、合丰科技等扩大行业领先优势，加快
从骨干企业成长为“链主”企业。持续推进“个转企”“小升规”，新增规上工
业企业15家以上，促进优质成长型中小企业进“链”加“群”，差异化、协同化
发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东阿县

实施企业培育“固链”行动

■ 本报记者 赵琦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十五五”规划谋划之年，在展望今
年工作时，聊城坚持创新引领、培育发
展新质生产力，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
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塑造经济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

科技创新是支撑新质生产力的核
心要素。翻开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
其中提到要始终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
新型工业化的根本动力，深化数字经
济、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赋
能，系统培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产业生态。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向“新”聚能、向
“质”蝶变的重要载体。值得注意的是，
在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市委十四届八次
全 会 暨 市 委 经 济 工 作 会 议 上 ，构 建

“453X”现代工业体系等字眼格外抢眼，
这向全市透露出新的行动指南，即：改
造提升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绿色化工、
农副产品加工四大支柱产业；巩固延伸
高端轴承、汽车及零部件、轻工纺织、绿
色建材、装备制造五大优势产业；培育
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大健康
三大战新产业。同时，超前布局人工智
能、生命科学、氢能等未来产业，培育以
航空材料制造为主的低空经济产业，谋
划前沿技术、领军企业、科创园区、应用
场景“四大布局”……

坚持创新引领，我们才能够占据产
业链的高端位置，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占领发展的制高点。

2月5日，在位于东昌府区的鑫鹏集

团生产园区内，公司正开足马力生产油
井钻探用无缝管材。作为黑色金属产
业链的链主企业，鑫鹏集团以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为引领，先后投入2.8亿
元实施技改20余项，完成设备更新160
余台（套）。新的一年，鑫鹏集团将在技
术创新道路上继续探索前行，不断加大
研发投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多
方合作，持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同时
与其他赛道的高附加值产品深度融合，
结合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推进数字
化转型，提升企业的全球市场竞争力，
为聊城市有色金属产业精深化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我市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路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实施数
字经济跃升工程，协同推动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培育信息技术产业，谋
划建设边缘型数据中心，探索建立数据
要素产业园……

在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
济工作会议关于 2025 年重点工作的安
排部署中，数字化转型同样引人注目：
狠抓数字赋能，建好用好轴承、钢板等

“产业大脑”，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
标行动，争创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城市。

“数字化工厂”里，每块物料都有自
己的“ID”，进厂、锻造、焊接、出厂可全
链路跟踪；高效、透明、可追溯的轴承生
产质量管理体系，最大程度降低商家试
错成本、减轻库存压力……作为“全国
五大轴承产业集聚区”之一，聊城市坚

持把数字化转型作为轴承产业提质升
级的发力点和突破点，针对轴承产业集
群建设数字底座，打造一批产业生态
类、智造应用类、共性技术类场景应用，
让数据更“懂”业务、更有价值。

市委十四届八次全会暨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提到，要聚焦新一代信息技
术、大健康、新能源、低空经济，着力引
育“填空式”企业，超前布局未来材料、
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谋划
建设新质生产力产业园。

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提到，建设以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链条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在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后，聊城睿
达产业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冯言杰备受鼓
舞。截至目前，睿达产业园一期已全部
建成投用，入驻企业30余家，二期工程
将于今年开工建设，建成后可吸纳更多
先进制造业企业入驻。“我们将牢牢把

握这一契机，加快园区建设进度，以新
能源智能制造新材料为发展方向，引领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
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产业园
区。”冯言杰表示。

此外，聊城部署今年工作紧扣“加快
发展现代服务业”这一方向，其中包括突
出主体培育、集群集聚、产业融合，实施
100个服务业重点项目；大力发展科技、
检验、数商、人力资源等商务服务，建设
一批亿元楼宇和主题园区，争创省级现
代服务业集聚区；做强现代物流业，统筹
铁路、航空、公路等基础设施资源；壮大
现代金融业，促进银行业扩量调优等。

“实”字当头促发展，“干”字为先走
在前。新的一年，新举措、新部署跃然
纸上。新征程上，聊城将以创新能力抢
占发展先机，在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上
展现大作为，奋力绘就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蓝图。

以创新驱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5年全市重点工作深入解读之二

■ 本 报 记 者 王鹏 闫振
本报通讯员 金龙冰

临清市以轴承制造而闻名，目前拥
有5100余家轴承制造企业，吸纳10余万
人就业，年营收超过300亿元，小轴承何
以转动大产业？2月5日，记者来到临清
市实地探访。

春节假期过后，山东中力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一派忙碌
景象，工人正操作加工设备加紧生产，
赶制来自美国的新订单。“2024年，我们
全年完成了30万根车轴的销售量，根据
目前订单情况，2025年的目标是生产45
万根车轴。”山东中力汽车零部件制造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青松说。

山东中力前身是临清烟店镇的一
家传统轴承企业，受制于市场竞争加
剧，企业生产一度举步维艰。在2019年
的一次展会上，山东中力与美国RTK工
业公司达成初步协议，为这家企业生产
房车车轴。然而，从生产轴承到车轴并
不容易，车轴需要的零部件有43个，而

轴承只是它的核心部件之一，如何把这
些零部件有效组合起来，考验着企业的
创新研发能力，“我们当时对车轴的了
解几乎为零，但是为了进入美国市场，
我们投入了 1700 多万元对车轴进行研
发，遇到困难时，临清市科学技术局带
领企业先后到华中科技大学、山东大
学、青岛理工大学等科研院所和相关专
家团队进行对接交流，通过多方努力，
我们最终攻克技术难题。”提及过往，山
东中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
理李宗凯记忆犹新。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第一个房车车
轴产品终于研发成功，2020 年，美国
RTK公司决定首期投入500万美元，在
临清市烟店镇建设房车车轴项目，然而
项目所需的200亩建设用地却并不好解
决。“当时正好处于国土空间规划的编
制过渡期，就是土地规划和城乡规划重
新融合阶段，烟店镇的土地规划中没有
一块足够保障企业用地规模的土地，我
们决定把27家小型轴承企业所在的200
亩低效建设用地进行拆迁盘活。”临清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赵良说。
围绕盘活存量做文章，当地政府利

用37天时间拆迁了一片低效用地，腾出
土地让车轴项目尽快落地开工。“把原
来拆迁后的27家企业重新集中安置，既
不影响他们的正常生产，还能够确保项
目顺利落地建设，真正实现了腾笼换
鸟。现在看来，不仅这27家搬迁企业实
现了规范化生产，新落地的山东中力项
目也实现了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
烟店镇党委书记林玉恒介绍。

2022年，房车车轴项目正式建成投
产，当年实现了 3000 万元销售收入，
2023 年实现销售收入 1.1 亿元，2024 年
销售收入突破 2.6 亿元，企业持续向好
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配套产业的发
展。现在，山东中力在临清当地的配套
率 已 达 40% ，在 省 内 的 配 套 率 达 到
85%。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坚定了
美国RTK公司继续投资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已经连续增资3次，累计投入金额
超过 3000 万美元。“我们还要继续脚踏
实地干下去，力争打造轴承、车轴、车

架、整车的百亿产业链，让我们的临清
轴承走出国门，成为国际品牌。”山东中
力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洪兴对企业的未来信心百倍。

作为中国重要的轴承生产基地之
一，临清拥有轴承及相关产业企业5100
余家，其中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7家、省瞪羚企
业4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家、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82家；先后获评国家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山东省特色产
业集群、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我们
将聚焦高端化跃升，提高临清轴承产品
的附加值和核心竞争力，聚焦智能化转
型，以轴承产业大脑二级节点等平台，
赋能轴承产业‘质改数转’，聚焦绿色化
变革，创建一批绿色工厂绿色园区，推
动轴承制造向绿色化升级，聚焦集群化
发展，推动烟潘唐等轴承集聚区一体化
园区化集约化发展，做强做优轴承产业
集群，打造全国轴承产业的新高地。”临
清市委书记张志刚表示。

小轴承转动百亿大产业
——临清市推动轴承产业高质量发展观察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新质
生产力在高质量发展中具有强劲的推动
支撑作用，两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聊城大地上，黑色金属产业链实
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数字化
加持下，每块轴承物料拥有自己的专属

“ID”；一家家新质生产力产业园拔地而
起……这些变化彰显了聊城现代化产
业体系发展的新景象。如今，聊城更是

把创新落到企业上，落到产业上，落到发
展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氢能等未来
产业超前布局，浪潮10万台计算机项目
稳步推进，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建设
步伐持续加快。

蓝图变成现实，这一切，皆因聊城
立足自身区位特点、资源禀赋，创新体制
机制，不断求新求变，从而谱写出了因地
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篇章。

谋“新”重“质”求发展

记者手记

本报讯（记者 白文斌）2月5日，在茌平区胡屯镇的利民超市，记者看
到，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吃喝穿用可以一站购齐，最大力度便民利民。“东西
全，价格低，现在购物方便又实惠。”村民杜可可说。

茌平区通过省供销社全力打造的县乡村三级商贸流通服务网，以县级
供销集配中心为枢纽，在乡镇一级设立物资快速周转平台，实现了货品从产
地到集配中心再到商超的直销直供。“像这样的供销社利民超市，在茌平区
有30家，实现了城区和各乡镇全覆盖。通过直接对接源头生产商大规模集
中采购，获得最有市场竞争力的价格，一站式配送节省物流成本。”茌平区供
销社利民超市胡屯店店长徐文昊说。

借助县乡村三级流通网络优势，茌平区供销社还开通农副产品电商服
务，在全区260多个村（社区），以小卖部、代销点为载体布局物流配送网，村民
线上购物半天内即可送达。“让村民也能实现线上购物、送货到家，真正打通了
农村线上消费‘最后一米’，也促进了乡村消费升级。春节期间，线上线下都不
停业，货品充足，稳价保供。”茌平区供销社监事会副主任司冬雪表示。

茌平区

畅通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 本报记者 谢榕 本报通讯员 陈清辉

1月31日16时20分，国能聊城发电公司集控室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
盯着供热小机右侧调阀。

操作员按下开启指令，集控室人员屏住呼吸，“15%、20%、30%……
100%”小机右侧调阀有序打开。

“供热温度曲线正常啦！”机控班副班长孙广哲禁不住高兴地喊出来。
他一身灰尘，搓着手、红着脸。终于成功啦，集控室内人员也不约而同一片
欢呼。

这欢呼声从心底迸发，是抢修人员3个多小时争分夺秒地抢修、没有影
响千家万户春节期间供暖的喜悦。

春节期间，为守护万家温暖，国能聊城发电公司工作人员一直默默坚守
在工作岗位上。当天13时，检修维护部副班长孙广哲值班，接到通知：供热
小机右侧调阀故障，不能调节。

要抓紧抢修，不能影响供暖。孙广哲立即背上工具包、戴上安全帽，带
领一同值班的设备主人庄芳琴奔赴现场。

时值三九寒冬，气温低至零下9℃，北风刺骨，寒气逼人，又逢春节期间，
抢修刻不容缓。值班室离现场500多米。孙广哲和庄芳琴骑着三轮车，顶着
寒风，奔赴现场。恨不得一脚油门赶到，马上解除“病灶”。

“庄师傅，你上午检查小机调阀了吗？”
“检查啦，没发现问题。”
……
路上，孙广哲一边骑车一边向庄芳琴了解情况、分析原因、商讨对策……
小机指的是驱动供暖给水泵用的小汽轮机，小机调阀控制小机转速，进

而控制供热给水泵供热量。小机调阀采用模块化控制，错综复杂，分析、判
断调阀故障原因并不容易。

来到现场，孙广哲与庄芳琴立即检查调阀电源，再用万用表测试控制器
信号电压，均一切正常，但是调阀不动作。

“不动作，是控制器线圈坏了，还是阀芯卡涩？”孙广哲眉头紧锁。
他们测量控制器线圈电阻，正常；测量控制回路，正常。排除了控制器

线圈问题。
“难道是阀芯问题？”他们如医生问诊，一步一步地排除“病因”。
于是，两人拆除控制器、清理阀体、活动阀芯……
天冷心中热，风大干劲高。坚守岗位保供暖，就是一个字“干”！
3个多小时过去了，阀体清理干净，阀芯活动自如，马上复装，上电试验。
调阀缓缓开启，成功！
故障终于消除了。
17时30分，暮色已至。“不错，在这万家团聚的日子里，我们没有影响居

民供暖……”孙广哲和庄芳琴回到值班室，如释重负，相视而笑，端起了热气
腾腾的饺子。

正月初三抢修忙

2月3日，东昌府区堂邑镇西黄村菜农正在大棚内移栽甜瓜苗。当日是
立春节气，农民忙着移栽定植的各种瓜菜苗，为早春瓜菜抢“鲜”上市打下基
础。 ■ 本报通讯员 张振祥 王保鑫

2 月 5 日，工业机
器人在阳谷祥光铜业
有限公司阴极铜生产
线作业。祥光铜业大
力推进自主创新，多项
科研成果分别获得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科学
技术一等奖、山东省科
技进步一等奖和山东
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近年来，我市不断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的
动力和活力，持续推动
有色金属行业由“以量
谋大”向“以质图强”转
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注入新动能。
■ 本报记者 许金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