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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报 记 者 陈霞
本报通讯员 孙紫旺

“我们的产品不仅畅销全国，还远销韩国、俄罗斯、
德国、西班牙等十多个国家，与国外多家大型企业达成
战略合作，品质深受客户认可！”6月15日，山东巨飞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左相征在向莘县农商银行客户
经理介绍企业情况时，言语间满是自豪。如今，这家企
业已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而其发展壮大的每一步，
都离不开莘县农商银行金融“引擎”的强劲驱动。

走进山东巨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宽敞的厂区内，
育苗穴盘片材、育苗穴盘加工、穴盘播种机3个厂区有
序运转。8台大型片材机轰鸣作响，100台穴盘成形机
高效作业，100多套模具灵活切换，构成国内规模领先
的育苗片材生产流水线。如今，这家企业总投资近
4000万元，年产播种机约500台、穴盘片材5.6万吨，凭
借多项国家研发专利，稳居行业龙头地位。

然而，这家企业的发展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近年
来，为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扩大产能规模、吸纳高技术
人才，该企业多次遭遇资金瓶颈。关键时刻，都是莘县
农商银行主动作为，根据企业不同阶段需求，量身定制
金融服务方案，从左相征创业初期提供 6 万元“启动
金”，到企业发展壮大后授信500万元“强援”，通过抵质
押贷款、信用贷款等多元产品组合，一次次帮助企业突
破资金困局，实现跨越发展。

“从2014年踏入穴盘、育苗生产行业，十余年间，我
们的企业由200平方米的小作坊，发展为1.6万平方米
的现代化生产基地，再到开拓国际化进出口业务，农商
银行始终是我们坚实的后盾！”左相征感慨。这份跨越
十年的信任，见证着金融与实体的深度融合。

山东巨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蜕变，只是莘县农
商银行助力小微企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该行主动
融入地方经济发展大局，立足涉农贷款需求，与莘县农
业农村局、各村“两委”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精准摸排
辖区小微企业资金缺口。行里组建29支专业金融服务
队，深入田间地头、企业车间，与专业大户及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全面掌握涉农资金使用需求，为农业生产“增势蓄
能”。截至今年5月末，莘县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达148.93亿元，较年初增
长4.6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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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金彦） 6月17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我市今
年将不断推动省市县三级乡村振兴片区内基础设施改善提升，继续因地制
宜开展坑塘整治，全面提升和美乡村建设水平。

今年，我市将集中开展村内绿化美化、道路整治提升、垃圾清理等重点
工作，努力实现村庄设施完善、整洁有序、生态宜居，推动片区内基础设施改
善提升、公共服务城乡同质共享。今年，片区内将新建修建公路194公里，修
建沟渠排水管道12.5万米，新安装路灯6730盏，新建设桥涵32座，整治弱电
线路17.3万米，新增绿化1.8万平方米，片区内乡村基础设施将得到有效改
善、有力提升。

坑多塘多是平原地貌的特点，也是村容村貌提升的重点和难点。今年，
市农业农村局将对片区内所有坑塘进行摸底建档、全面提升，并深挖坑塘生
态价值、经济价值，统筹项目资金，分类综合整治，因地制宜建设基础型、生
态型、经济型坑塘，把堆满垃圾的池塘打造成为便民“口袋公园”和富民种养
基地。今年，全市计划整治提升乡村坑塘688个，进一步美化乡村环境，增加
群众收益，提升片区建设整体成效。

我市持续提升
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本报讯（记者 商景豪 通讯员 李金萌 王红阳） 6月18日，记者从开
发区审批服务部了解到，该区聚焦企业“从立项到竣工”全流程需求，创新推
出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审批服务体系，通过“一张蓝图、数据赋能、精准
协同”等服务，助力项目“早落地、快开工、稳达效”。

全周期伴随指导，一张蓝图服务“零断档”。该区为每个申报项目量身
定制“全景路径图”，通过“批前图表”精准指引，明晰办理路径，详细展示各
环节的办理条件、申报材料、时间节点，提供“一图一表”指引式服务。同时，
根据动态更新的项目建设进度表，以目标倒逼进度，大大加快了项目前期筹
备进度。截至目前，已帮助67个项目协调解决问题200余项。

数智化赋能，云端审批服务“少跑腿”。该区依托开发区工程建设项目
审批管理系统，实现三大智能化升级。企业在线填写项目类型、规模等信息
后，系统自动生成个性化审批清单和流程图。围绕业务咨询需求，为企业提
供远程帮办、视频指导、在线答疑等服务，实现从施工许可到竣工验收的全
场景数字跟踪。依托政务服务“总客服”平台，通过直播、云指导等技术替代
部分现场踏勘，审批时效提速60%。山东中正高端智能装备项目通过全生命
周期服务，从签约到开工仅用30天。

多部门协同，会商联动服务“无壁垒”。该区通过“部门同步审、材料并
联递”，建立起“审批+联动+共享”的项目服务模式，变企业“线下跑”为部门

“线上商”，破解传统审批模式下，“环节割裂、重复提交、多头跑动”等问题，
解除企业后顾之忧。在联合勘验和并联审批环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紧密
配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指导、协助和协调服务，形成定制化的“立项阶段
一件事审批方案”，项目审批过程一目了然。

开发区打造重点项目
全生命周期服务高速通道

6月17日，山东鑫亚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正在检验油泵油嘴产品。
油泵油嘴作为发动机燃油喷射系统的核心组件，广泛应用于农业机械、

工业动力等领域。该公司单缸喷油泵市场占有率超50%，为江苏常柴、浙江
新柴、潍坊华丰等70余家国内柴油机制造商配套，服务覆盖全国，今年1—5
月份完成产值1.2亿元。 ■ 本报记者 王凯 闫振

本报讯（记者 王培源）“这根电
缆可是个‘有故事’的家伙，只需扫一
扫合格证上的二维码，它就能‘开口说
话’。”6 月 16 日，在位于阳谷县的山东
日辉电缆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
公司负责人许璞边说边操作手机进行
演示。随着“嘀”的一声响，手机屏幕
上即刻呈现出产品的详细信息，包括
原材料供货商家、生产人员以及生产
日期等。

会“自报家门”的电缆，奥秘就在
于物联网 Ecode（物联网编码）标识质
量追溯体系。在该公司的控制中心，
一块巨大的屏幕实时更新着各项生产
数据。如今，阳谷县电缆企业通过物
联网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了光纤
线缆的“电子身份证”管理，显著提升
了产品认可度，为电线电缆产业数字
化转型提供了有益参考。

近年来，阳谷县以数字技术与制
造业融合应用为主线，推动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成功获评省
促进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
县、省数字经济“晨星工厂”试点县。

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数字基
础设施的不断发展与进步。阳谷县持
续优化提升信息网络基础设施水平，
累计建成 5G 基站 1200 余个，打造 5G+
应用场景 5 处，实现县乡驻地、重点园
区 5G 全覆盖。以“网联”放大“智改数
转”效应，累计建成各类工业互联网平
台 10 个，其中省级重点平台 3 个，电线
电缆产业获批开展省级“产业大脑”试
点建设。以省“工赋百景”揭榜挂帅试
点工作为契机，联合浪潮集团为该县
电线电缆行业定制开发高端生产管理
系统，并逐步实现企业全覆盖。

深化数实融合，赋能产业提质增
效。阳谷县建立“一企一策”技改服务
机制，今年以来，实施智能化、数字化
技改项目 39 个，技改投资增长 58.7%。
引导企业加强数据资源利用，提高数

据管理能力，累计培育省级 DCMM 贯
标认证企业 15 家、省级“三优两重”项
目 11 个。引导企业利用互联网平台打
通数据链，推出更多智能化应用场景，
累计培育省级智能制造示范场景9个。

得益于阳谷县的精准服务，县域
数字生态正在加速成型。阳谷县坚持
标杆引领、梯队跟进，分类培育数字化
转型标杆企业，累计培育国家级两化
融合贯标企业6家，获评国家级中小企
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 12 家、省级数
字经济“晨星工厂”65 家。企业普惠式
数字化转型，带动园区实现“面状”转
型，经济开发区入选省级数字经济园
区，祥光生态工业园入选省级成长型
数字经济园区，光电信息产业园入选
省级数字经济“晨星工厂”试点园区。
推动企业在芯片、5G、软件、信息安全
等新兴领域加大创业创新力度，培育
纳统计算机及通信制造业企业6家、软
件业企业27家。

今年，阳谷县将深入实施制造业
数字化转型提标行动，促进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智能化升级，全力打造数字
化转型新高地，为制造业强市建设贡
献更多阳谷力量。结合发展需要，稳
步提升网络、标识、算力等数字基础设
施支撑能力。精准匹配数字化技改奖
补政策，支持企业加快转型提升，力争
年内 30 个以上数字化技改项目投用。
用足用好上级政策资金，组织开展数
字化转型培训、数字服务诊断、供需精
准对接等活动，为企业转型提供一站
式服务，年内完成中小企业数字化水
平评估 150 家以上，助力企业在数字化
转型方面走在全省前列，30 家以上企
业争创省级以上荣誉。构建“龙头企
业+服务平台+小微集群”产业生态，
壮大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力争数字经
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8 亿元，增长
15%以上。

技术筑基 服务护航

阳谷“数实融合”加速制造业转型

1981年11月，引黄济津工程沉沙池清淤（资料图）

位山灌区沉沙池区道路和防风林位山灌区沉沙池区道路和防风林（（资料图资料图））

■ 本报记者 董金鑫

六月的鲁西大地，阳光穿过冠县
韩路村万亩梨园的枝叶，在地上投下
斑驳的光影。梨树下，全国劳动模
范、村党支部书记冯俊奎正带领村民
修剪枝条，远处“中华第一梨园”的牌
坊在绿树掩映下若隐若现。很难想
象，这片硕果累累的沃土，曾是“大风
一刮不见家，年年庄稼被沙压”的黄
河故道穷沙窝。

6月13日，山东省第31个世界防
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宣传活动在聊城
启动，当人们走进这座“沙窝变绿洲”
的城市，触摸的不仅是七十年治沙的
岁月年轮，更是一部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生动教材。

三代人的治沙记忆

站在高唐县国有旧城林场的观
景台上，场长于振群指向远处一片整
齐的防护林：“2021 年那场 17 级龙卷
风，要不是这片林子挡着，北边的村庄
就全毁了。”这片被当地群众称为“救
命林场”的绿洲，承载着三代人 60 余
年的治沙记忆。

在冠县东古城镇田马园村，“沙三
代”田英冲至今记得爷爷辈流传的歌
谣：“娘啊娘，你真狠心，把俺嫁到马园
村，饿了吃沙土，渴了嚼茅根。”上世纪
70年代，时任村党支部书记的田洪勋
带领 500 多名村民推平 28 个大沙丘，
动土 1 亿余立方米，在流沙地上栽下
12万棵树。如今的田马园村林木覆盖
率达90%，3500亩樱桃园亩产效益5万
余元，成为全国重要的早熟大樱桃生
产基地之一。

位山灌区沉沙池区的治理则是
另一部奋斗史。东阿县姜楼镇王小
楼村党支部书记张立国指着村史馆
里的老照片：“以前这里是‘一天二两
土，白天不够晚上补’，4000多亩沉沙
池占了村里大部分土地。”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王小楼村党员干部带头
植树造林，在沉沙池和引水渠两岸种
植太青杨、速生毛白杨，建成 1800 亩
防风林和 640 亩水土保持林，如今的

沉沙池区已变身位山黄河公园，自
2018 年运营以来，接待游客超 100 万
人次。

技术赋能的绿色革命

在阳谷苹安耶果基地的智慧农
业控制中心，一块电子屏实时显示着
土壤墒情、空气温湿度等数据。基地
负责人姚二虎介绍，2022 年旱季来
临时，通过水肥一体化技术，苹果亩
产仍达 4200 公斤，带动千人就业增
收。这种将滴灌、物联网与传统农业
结合的模式，正是聊城科技治沙的缩
影。

“我们培育的无絮杨树苗年销售
超千万株，不仅解决了飘絮污染，还
推动了苗木产业规模化发展。”茌平
国有广平林场场长王吉贵介绍。这
位在林业战线奋斗了 40 余年的高级
工程师，曾为改造苗圃卖掉爱人攒了
八年钱买的门头房。他带领团队选
育“茌圆金”“茌圆银”等枣树品种，并
助力大枣种植技术在茌平遍地开
花。如今，茌平成为“鲁西枣乡”，枣
业年产值达1亿元。

在高唐县国有旧城林场灾后重建
现场，一场生态修复的科技攻坚战正
在上演。“沙区土壤漏水漏肥，我们创
新采用‘微喷+滴灌’方式，苗木成活率
超 90%。”场长于振群介绍，他们还实
施了“引马入林”工程，疏浚薛王引河、
引马颊河河水入林场，种植艾草、丹参
等30多种中草药面积达5000余亩，昔
日沙荒如今已成为“线上成荫、面上成
片”的城市绿肺。

生态价值的多元转化

走进韩路村的梨文化博物馆，
300多年树龄的“梨树王”标本静静陈
列。村党支部书记冯俊奎还记得2000
年刚上任时的情景：“5000亩梨园承包
到户后，我们发动村民用梨园入股旅
游公司，建成 AAA 级景区，现在光梨
花节和采摘季就能吸引大批游客。”
2023年，韩路村全村总收入达1亿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从 2005 年的 7000 元
跃升到2.9万元。

在东阿县艾山村，AAA级风景区
将牡丹观光、中草药种植、艾灸体验融
为一体，连续九年举办牡丹观光节，

2024年接待游客280万人次。“我们在
沙区种植艾草、丹参等中草药 1 万余
亩，林下经济让土地效益翻了几番。”
东阿县林业发展中心主任迟艳介绍，
当地还打造了“黄河九品·品品连乡”
文旅片区，实现了从“遍地流沙”到“绿
水青山”再到“金山银山”的三级跳。

黄河淤背区的生态廊道则成为
市民休闲的网红打卡地。这里不仅
有1200余亩的黄河生态林场，还发展
了森林康养、自然科普等新业态。“每
到周末，来这里露营、骑行的人络绎
不绝。”迟艳说，生态的“虹吸现象”正
吸引越来越多的产业向沙区聚集，形
成了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
环。

面向未来的生态答卷

尽管取得了显著成效，聊城治
沙人仍保持着清醒。“树种单一、森
林效益不高、生态价值转化不足等
问题仍较为突出，沙区治理质量和
资金投入也有待提升。”聊城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相关工作人员坦言。
如今聊城正在生态治理“扩面”“提
质”“兴业”上下功夫，与科研机构合
作筛选培育优良树种，构建更完善
的综合生态防护林体系，推进林下
经济规模化发展。

在这场防沙治沙经验交流会上，
聊城的治沙模式成为典型案例。从
黄河故道沙区的林果产业基地，到沉
沙池区的“生态治理+”模式，再到黄
河淤背区的生态经济融合发展，聊城
走出了一条生态优美、产业振兴、乡
村富裕的可持续绿色发展之路。

夕阳西下，位山黄河公园的落英
湖波光粼粼，一群白鹭从水面掠过。
岸边的展板上，“科学治沙 兴业利
民”的主题标语格外醒目。七十年风
雨兼程，聊城在鲁西大地上书写了一
部沙海变绿洲的生态史诗，为全国防
沙治沙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聊城方
案”。当绿色成为发展的底色，这座
黄河岸边的“两河明珠”城市正以更
坚定的步伐，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美好未来。

跨越七十载的绿色接力
——聊城防沙治沙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