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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培源 王鹏 白文斌 刘滨

茌平区信发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有件
“新鲜事”：生态鲈鱼“住”进楼房里。

3 月 20 日，走进信发现代农业产业
园的鲈鱼立体生态养殖车间，三层楼的
立体结构厂房内“住”了 60 缸鲈鱼。在
清澈的水流中，不计其数的鲈鱼苗正在
欢快地进食。

养鱼不用塘，生态住楼房。作为全
国首个三层立体生态鲈鱼养殖车间，与
传统水产养殖模式相比，立体养殖的最
大创新点在于其空间利用和养殖系统的
集成创新。

“传统养殖模式大多是平面式的，占
用大量土地资源，而立体养殖结构能大

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养殖产量是同样面
积平面式工厂的 3 倍，是传统坑塘的 90
倍。”信发集团农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
兴旺介绍。

产量上去了，如何更好地提升立体
养殖的质量？答案就藏在一套数字化智
能控制系统中。

“养鱼先养水，水养好了，鱼自然能
养好。新上的数字化智能控制系统能
精准设置水温和流速，并实时监测水
位、水质，自动进行补充和清理。桶底
的智能设备还能收集鱼粪，用于制作有
机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信发集团
农业有限公司技术员王伟每天都会通
过这套系统对水质进行全程监测，确保
水清鱼肥。

得益于数智技术的应用，在全新的
模式下，每天只需 1 名技术员就能管理
整栋养殖车间，系统可根据水质、气象
数据自动调节投喂量和供氧频率。

产量提升、质量向好，信发集团还
在降本增效上做起了文章。“车间每层
都配有 2 套循环水养殖系统，每天仅保
持水恒温、水循环就要耗费 300 多度
电。我们在整个车间顶部安装了太阳
能光伏发电板，实现了园区用电自给自
足。水来自电厂的 RO 反渗透水，热是
电厂发电产生的余热，用水、用电、用热
都不花钱。”信发集团农业有限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刘慎强给记者细细地算起了循
环经济账。

目前，信发农业园一期鲈鱼养殖项

目占地约140亩，年产量超千万斤，销售
收入近亿元，销售网络覆盖北京、石家
庄、郑州等山东周边各大城市的商超和
市场，深受消费者喜爱。

“发展鲈鱼立体生态养殖，一方面
直接创造了可观的产值，成为渔业经济
的重要增长点；另一方面，项目的发展
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繁荣，如饲料
生产、水产加工、物流运输等行业。当
前，我们正在主推鲈鱼产业，打造‘一园
一区一带’的产业格局，即信发现代渔
业产业园、泰丰国家级健康养殖和生态
养殖示范区及加州鲈鱼生产隆起带，有
力推动水产渔业高质量发展。”茌平区
水产渔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主任高博
表示。

生态鲈鱼“住”进楼房里

■ 本 报 记 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赫鹏

黄河奔腾千年，运河穿城而过。
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聊城年降水

不足，却肩负起“齐鲁粮仓”之责，聊城以
水为墨、以科技为砚、以改革为笔，在790
万亩耕地上挥毫泼墨，绘就了一幅“半干
旱地区水安全”的壮美画卷，书写着“滴
水成金”的现代治水哲学。

水利工程筑起安全防线

水利兴，则仓廪实。面对“十年九
旱”的先天挑战，聊城深谙“基础不牢，地
动山摇”的治理真谛。

2024 年，53 个重点水利项目如星辰
般散落鲁西大地，73 亿元投资创历史之
最，金堤河、徒骇河、马颊河三大水系实
现世纪牵手，90 公里河道治理让水脉焕
新——这不仅是钢筋混凝土的堆砌，更

是为粮食安全浇筑的“生命防线”。
在黄河水滋养的田野间，灌区改造

了 601 公里衬砌渠道、520 座智慧闸门。
3400 万立方米的节水能力，恰似给每株
麦穗安装了“微型水库”；212万亩农田告
别“大水漫灌”，0.638的灌溉水利用系数
提前撞线“十四五”目标，印证着“节水就
是增粮”的朴素真理。当55眼新打机井
穿透地层，8 千米输水管道如血管般延
伸，春灌时节田野上奏响了最动听的“润
土交响曲”。

数字孪生重塑灌溉生态

治水之道，当与时代共舞。
在“数字中国”浪潮中，“智水聊城”

数字孪生体系正创新千年治水智慧。
285 公里渠道、800 余座建筑在云端精准
复刻，700余工日的人力节省与800万立
方米节水效益，让“闸门轻点指尖，清流
通达阡陌”从想象照进现实。位山灌区

的数字革命，为传统水利注入科技之
魂。

彭楼灌区的改革更显破冰之勇：不
到20人的团队统管百座闸坝，163.7公里
干渠 66 年来首度全线通水。当 15 米落
差实现自流输水，这不仅是物理高程的
跨越，更是体制机制改革的“思想破壁”。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聊城以
“市级统管+市场运维”的创新模式，在
人员精简中迸发超常效能，让每滴水都
成为激活发展的“经济因子”。

未雨绸缪织就“安澜网络”

面对气候变化的无常挑战，聊城构
建起“三级应急调度网”：35 座闸坝泵
站、35 条河渠、104 条调水线路如棋盘落
子，覆盖全域的应急体系让“龙王爷打
盹”时仍可从容应对；冬春排查144处工
程，29 项隐患闭环整改，践行着“堤溃蚁
孔，气泄针芒”的古训智慧。

在数字化田间，250处水情监测点化
作“大地听诊器”，270 处雨情站点编织

“天网预警系统”。位山灌区的需水预测
模型，如同为冬小麦安装“智能水表”，12
期精准预报让“灌溉窗口期”与作物需水
曲线完美契合。当徒骇河、马颊河提前
蓄水 2890 万立方米，南水北调干渠启动

“两河调水”，聊城人用“春蓄冬备”的远
见，将“水危机”化解于未萌之时。

从大禹“疏九河”到今日“智水网”，
聊城的治水实践诠释着“人与水共生”
的永恒命题。这里没有波澜壮阔的治
水史诗，却用“滴水穿石”的韧劲，将“以
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的理念深植沃土。

当黄河水携着泥沙与希望继续东
流，这座千年水城正以科技为楫、改革
为帆，在保障粮食安全的航程中，驶向

“上善若水”的崭新境界。

“数字春水”润良田
——聊城以智慧灌溉保障粮食安全

本报讯（记者 林晨） 3月27日，市
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作风深化 改革创
新”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资源要素供给
专场，市行政审批局党组书记、局长盛强
介绍了全市创新政务服务及行政审批领
域改革攻坚有关情况。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市行政审批局以“高效办成一件事”
改革为抓手，聚焦市场准入、工程建设、
政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深入推进“聊·诚
办”集成服务改革，着力优化资源要素供
给，助力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政务服务水平实现新跨越。加强服
务流程再造与数字赋能深度融合，着力提
升国办重点事项落地成效，“道路挖掘修
复一件事”入选省定“高效办成一件事”重
点事项清单，企业注销“8+N”集成服务模

式得到国家部委的认可和肯定。受省委
托起草的《山东省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运行管理规范指引》被省政府办公厅正
式印发，成功举办“攻坚突破·高质量发
展”全市基层政务服务领域劳动技能竞
赛，相关做法被《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推
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报》进行推广。推出

“云聊政务”直播，以企业群众喜闻乐见的
方式进行政策解读、业务指导，观看量突
破16万次，点赞互动超过100万次。推出

“小祁聊政务”系列短视频，以第一视角生
动展示具体业务办理过程。

商事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出台
《聊城市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登记
管理实施细则》，推行住所“承诺制+标准
化”登记，规范住所（经营场所）登记管
理。全市推行不再核发纸质营业执照试
点，免核发率达 63.78%，节省了行政成
本，方便了群众。推行经营范围自主公
示试点，编制入库20条特色项目词条，打
造经营主体特色“数字名片”。创新“电

子营业执照+N”融合应用，实现电子执照
“一次生成、一库管理、随时下载、移动应
用”。集成变更7个事项，拓展营业执照
和涉企许可联合变更，实现“一端受理、
并联审批、集成服务”。联合印发企业迁
移“一件事”实施方案，综合设置“迁移专
窗”和迁移专员，实现跨域迁移“线上+线
下”联动审批。省内率先成立“涉企登记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实现67起涉企登
记纠纷“一站式受理、全链条化解”，调解
成功率达95.0%，有效维护市场秩序。

工建项目审批释放新活力。着力打
造“诚·兴建”改革品牌，全面推行“一表
申请”、智能导服、工业项目“建成即投
产”、联合验收、多评合一等创新举措，7
项攻坚课题成功入选2024年省工程建设
领域“揭榜挂帅”创新成果。推出“高效
开工一件事”，将投资立项、建设许可、竣
工验收、市政设施建设一件事集成为重
点项目“高效开工一件事”办理，流程与
环节压缩超 50%。推出“地名核准一件

事”“占挖道路一件事”等一件事场景，推
动工程项目快速落地。充分运用“投资
项目会客厅”“项目管家”等服务机制，主
动对接企业，提前介入审批、精准施策、
结对帮扶，为建设项目提供政策流程咨
询、材料填报指导、审批环节跟踪、证件
批文邮寄等全流程服务，确保事项受理
不隔夜、审批不超时。开发建设了重点项
目全周期协同管理系统，联合各职能部门
打通了20余个系统数据通道，叠加了175
个规划数据图层，支持市、县（市、区）、镇
街、园区四级400余个单位协同办公。

盛强表示，2025年，市行政审批局将
以省、市抓改革创新促高质量发展大会
精神为指引，聚焦“改革创新”与“高质量
发展”两大主线，按照“集成化、标准化、
智慧化、人文化”的目标定位，全面培塑

“聊·诚办”服务品牌，着力打造现代智慧
“政务综合体”，高效推进审批提速、服务
提质、管理提效，切实提升企业和群众的
办事体验。

审批提速 服务提质 管理提效

我市深入推进“聊·诚办”集成服务改革

本报讯（记者 赵琦 通讯员 韩雪 郭金行） 3月26日，记者从冠
县了解到，3月28日至4月6日，冠县第二十届梨园文化观光周活动在
冠县中华第一梨园风景区举办。

此次观光周活动致力于沉浸式场景创新，打造“无鸭（压）力节
气创意互动区”“仙在冠州主题区”“乡村青春市集区”三大主题体验
区，让游客在梨园邂逅诗意与欢乐。创新梨园演艺活动，开展“梨”
主题演艺、国风舞蹈表演、NPC 互动活动等，为游客奉献穿越时空的
视听盛宴。创新打造旅游购物场景，推动冠县鸭梨、冠县灵芝等地
理标志产品上线“乡村好时节”购物小程序，联合学校开展青少年乡
村田野科普游，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消费新生态。

广大游客可以在梨园文化观光周相约冠州，在花海中感受乡村
振兴的脉动，在文旅融合中体验诗意栖居的美好。

冠县举办第二十届梨园文化观光周

本报讯（记者 马永伟） 3月25日，记者从市应急局获悉，应急管
理部于近日发布公告，确定了全国工贸行业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
企业标准的151家企业名单。其中，我市有两家企业入选，分别是泰山
石膏（聊城）有限公司和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一直将其作为提
升企业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基础的重要举措，加大对
标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指导培育力度。我市将积极发挥
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示范带头作用，以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双
重预防体系融合建设为抓手，引导我市工贸企业学习泰山石膏（聊城）
有限公司和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经验，进
一步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我市两家企业被确定为
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

本报讯（记者 王凯 闫振 程宇）“我们这座高塔是中原第一座复
合肥高塔，产能每年可达20万吨，从开始挖地基到投产，仅用时4个月
零10天，创下国内同类型高塔建设最快记录。”3月26日，山东富瑞集团
副总经理钟震说。为促进项目投资扩量提速，增强工业发展后劲，我市
多举措持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一批大项目陆续投产，为全市经济发展
再添新动能。

日前，山东富瑞集团中盛高塔药肥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于去年8
月正式立项，仅用两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前期建设手续办理。去年10月
破土动工，今年3月建成，一次试车成功。该项目所产药肥采用高塔造
粒工艺，提升了肥料与农药的利用率，能促进作物生长并增强其抗逆性
能。目前，项目每天可生产药肥1000余吨。

最近，投资 12 亿元的山东圣悠乳业有限公司也正式投产。作为
2024年省重大项目，该公司引进瑞典和德国先进牛奶深加工设备及技
术，构建“种植+养殖+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体系，走环保、
绿色、可持续、高附加值的产业化生态发展道路。项目于今年1月进入
试生产，3月正式投产，目前产品已成功打入国内高端奶制品市场。

“从开工到生产，仅用一年时间，现在每天产量60吨，满产后达到
200吨，产品主要供应中高端食品行业。”山东圣悠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彭柯说。目前，该公司生产稳定，正逐步扩大产量满足市场需求。得益
于我市良好的营商环境，项目工期得到缩减，降低了成本，实现了当年
开工、当年生产、当年达效。

今年，我市以重大产业、社会民生、新基建等为重点，以有质量、有
效率、有回报为目标，持续抓好重大项目建设，全年实施省、市、县重点
项目1200个以上，完成投资800亿元以上。同时，抢抓“两重”“两新”等
政策机遇，动态储备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债等政策性资金项目1500
个以上。打造重点项目全周期服务升级版，全面推行“预审查”“容缺受
理”模式，力争新开工过亿元项目200个、竣工投产项目260个以上。

我市

争分夺秒推进项目投产达效

3月26日，山东鑫大变压器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加紧赶制越南
变压器订单。一季度，面对复杂
的市场环境，该企业在深耕国内
市场的同时，又开拓了越南、泰国
等东南亚市场，实现了逆势而上，
产值同比增长20%。

近年来，我市越来越多的制造
业企业凭借创新提质、品牌引领，
在全球市场的大海中“逐浪前行”，
持续为聊城外贸发展注入活力。

■ 本报记者 王凯 闫振 程宇

3月25日，山东荣达锦翼食品有限公司工人在赶制出口订单。近
年来，我市外贸主体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以新质生产力助推出口量质双
升，制造业优势产业集群加速形成，农食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本报讯（记者 林晨）3月27日，2025聊城市春季“运河大集”启动
仪式暨临清市第十五届中华海棠园生态花海艺术节主题新闻发布会举
行。本次活动从3月25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五一”假期结束。

活动以“海棠秘境 春潮临清”为主题，以“生态为基、文化铸魂、创
新赋能”为核心理念，打造集文化演艺、美食体验、创意美陈、全龄游乐、
乡村振兴于一体的沉浸式春日文旅盛宴。活动深度融合非遗京剧、十
二花神巡游等传统文化IP与生态场景，推出“非遗京剧×海棠花海”实
景演出、海棠树下音乐会等视听盛宴；海棠炖鸡、炖甲鱼、网红旋饼等美
食传递舌尖记忆；网红墙绘、汉服簪花体验等创意美陈引爆流量，助力
游客定格国风大片；花间游乐场、小哪吒花海寻宝等全龄互动项目，实
现亲子乐、阖家欢；“一村一品”特色展、产业特色市集，推动魏湾特产走
向大众，将文旅流量转化为产业动能。

作为中华海棠园生态花海艺术节的承办地，魏湾镇全力做好海棠
花节服务保障工作。开通临清汽车站直达中华海棠园的“海棠花节旅
游专线”；设置了4处免费停车场，车位共计800余个，解决游客停车难
题；组建了300余人的志愿服务队伍，从入园指引到应急医疗，随时为
游客提供帮助。除了千亩海棠的视觉盛宴，魏湾镇还串联起李圈村“清
平星火”红色教育基地和贡砖文化产业园，打造了魏湾“一日游”深度体
验线路。

临清市第十五届中华海棠园
生态花海艺术节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