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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通讯员 步瑶 王汝雅

聚焦“231”先进制造业集群，扩增攀登
企业863家；1560名干部下沉企业，挂图作
战30个重点项目；19条核心产业链延链补
链，优选160家高成长企业梯度培育；设立
高成长性企业基金，80条政策要素保障措
施……

当下，传统资源型城市济宁，正通过“制
造强市”突破战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城
市转型。自2021年8月起，济宁市成立了
由市委书记、市长任总指挥的制造强市建设
指挥部，把大抓产业、大抓制造业作为头等
大事、主攻方向，形成“1个办公室、7个产业
专班、7个要素保障组”的“1+7+7”工作架

构，开展干部助企攀登活动，打破部门职责
边界，统筹推进制造强市建设工作。

山区企业接到雄安新区订单

4月28日，一辆货车从泗水县的山东城
际轨道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发，一路北
上驶向雄安新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山区
小企业生产的路灯杆，也能栽到雄安新区的
街头。”公司总经理张勇极目远送。

“公司原来只做城际轨道交通建设配套
产品，产品创新和人才培养考虑得并不多。”
张勇坦言。助企干部刘现桥进驻后，联系制
造强市建设泗水县指挥部出面协调，将一家
有科研优势的企业并入山东城际轨道交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又以优惠政策引进10
余名大学生，推出了智慧路灯杆、智慧井盖
等智慧城市系列专利产品。雄安新区建设
施工方和公司签订6000多万元供货合同，
这一单相当于去年销售额的四成。

4月29日，艾坦姆流体控制技术（山东）
有限公司车间里繁忙依旧，每天有20个高
端流体阀走下生产线。“每一台阀都是定制
型的，产品供不应求。”公司生产总监马建波
介绍。他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是一座运营了
40年的老矿区。

老矿区的蝶变折射出济宁资源型城市
加快转型的步伐。前不久，一期投资30亿
元的山东能源智慧制造园在艾坦姆临近区
开工。邹城市委书记远义彬介绍，园区建设
国内领先的支架智能电液控系统及智能液
压泵站等8个重大项目，将实现煤矿工作面
支护运输系统产业链全覆盖，为济宁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汇聚新动能。

企业吹哨，部门报到

近日签完土地合同后，山东祺添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兰芹告诉记者：“没想到，
我们一个项目牵动了这么多部门。项目投
产后，锂电池电解液添加剂年产能将从600
吨增加到1.67万吨。”

山东祺添新材料有限公司是生产锂电
池电解液添加剂的高新企业，去年下半年以
来，产品订单猛增。“客户要和我们签400吨
的月订单，可公司生产线月最大产能只有
50吨。”上项目扩产能，申请土地指标难上
加难。曹兰芹的“烦心事”很快报到了市县
两级指挥部，6个部门统筹协调，最终为企
业挤出55亩用地指标。

“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济宁市制造强
市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曾凡玉
说。今年以来，济宁在聚力问题诉求解决的
基础上，更加注重项目快速建设、产业链条
快速构建，对产业进行深度帮扶。市县两级
每年拿出不低于七成的土地、资金等要素额
度，优先保障制造业项目需求，打破切块分
割，实行“要素跟着项目走”。开展干部助企
攀登活动以来，济宁市共为182个攀登企业
项目解决用地需求8172亩。

串链成群，行稳致远

“我们企业需要芯片扩散用纸源。”
“我们可以供应。”
去年底，济宁市一驻企干部微信群里，

两位驻企干部的对话促成了一笔2000万元
的订单。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济宁九德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驻企干部
沟通后发现，九德半导体自主研发的扩散用
纸源恰好是芯诺电子生产芯片的关键部
件。“没想到，优质上游企业就在我们身边。”
芯诺电子驻企干部李花卉说。今年，她又通
过“敲门行动”为企业拓展下游产业链，与新
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珞石（山东）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等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单个企业强大只是孤舟独桨，串链成群
才能行稳致远。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济宁以“231”产业集群“链主”企业为主体，
针对19条核心产业链，绘制了47个细分产
业链图谱，“一链一策”确定发展方向和路径
方法，将攀登企业分产业组团，通过延链强
链补链做大产业优势。目前，全省应急装
备、碳材料、机器人“三大基地”已初见成效，
力争“十四五”末形成2个千亿级、4个500
亿级产业集群。

“从制造大市到制造强市，党委政府不
光要转变角色，还要适应角色、扮好角色，心
贴心为企业送政策、实打实为产业解难题，
打造懂企业、通产业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
伍，才能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阵地上插稳制
造业强市这面大旗。”济宁市委书记林红玉
表示。今年一季度，济宁市新开工攀登企业
项目141个，竣工102个，完成投资121.08
亿元，实施在研科技项目212项，在建创新
平台58个。在制造业的助推下，全市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于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完成工业税收77.1亿元，同比增长
21.7%。

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围着产业转，济宁“助企攀登”激发新动能

聚焦“制造强市”推动城市转型
编者按：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

则经济强。近年来，围绕“231”产业集
群，我市“举全市之力，用非常之功”加
快推进制造强市战略，特别是从去年
开始大力实施“干部助企攀登”活动，
1560 名干部下沉企业一线精心服务，
着力在“攀”上明方向、在“登”上强措
施、在“助”上解难题，为实现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2022 年一季度过去了，制造强市突破
战略进展和成效如何？5月2日《大众
日报》一版头条刊发的《聚焦“制造强
市”推动城市转型》一文可以给我们一
些答案。

进 入 春 季 以
来，正值项目建设
提速推进的“黄金
期”，济宁市各重点
项 目 建 设 如 火 如
荼，建设者们争分
夺秒抢进度，凝心
聚力攻项目，全力
推动项目早达产、
早见效。图为近日
在济宁市高新区第
十一工业园领祥金
属材料项目建设现
场，焊花飞溅、机器
轰鸣，工程建设者
施工正酣。
■记者 杨国庆 摄

■本报记者 王粲
本报通讯员 张莹 王宁

1至3月份，微山县助企攀登的康源
堂等5家药品企业实现总产值11982.29
万 元 ，同 比 增 幅 102.8% ，营 业 收 入
12624.7万元，增幅50.2%；助企攀登的信
威等5家食品企业实现总产值6839万元，
同比增幅33.33%，营业收入8569万元，增
幅78.52%。10家助攀的企业在疫情“倒
春寒”的态势下，首季实现经济“双丰收”，
在年初迈出了“加速度”的第一步。

成绩的背后，是微山县制造强市指挥
部以攻坚之势狠抓综合实力提升，以疫情
防控和经济运行为战场，以实干开路、靠
攻坚闯关，确保精准助企攀登上台阶。

鞠身驻企 为企业解决“痛点”

“康源堂，今年一季度的营业收入
8212.09 万 元 ，比 起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13.20%！月初尽微薄之力购买物资助力抗
疫，是助企攀登指挥部以心换心的结果。围
绕打造全省重要的特色中医药基地，筹建的
中医药健康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中，省博士
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市级备案困难已经解
决。目前，抓好疫情防控和企业快步生产，
其它暂没困难。”山东康源堂中药饮片有限
公司闫庆康董事长在县医药食品产业专班
的月例会发言说道。

“鞠身驻企，为企业解决‘痛点’，是真
正助企的关键”。着眼于把助企服务做优
和提高驻企人员的积极性，医药食品产业
集群发展工作组组长种卫国告诉记者，县
里实行“月调度、季评价、年考核”的工作机
制，以实干开路,靠攻坚闯关，用数据说话，
以实绩证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一线
登门调度，把会议设在企业里开，现场办
公，点题交办。助企攀登实行“专班+专员”
一线驻企，工作进行“晒单式”量化计分，日
评比，周排名，月度通报，推动企业效益不
断攀升。

撬动支点 靠项目支撑做大做强

助企攀登，号角声急。微山正以战略性培
植新兴产业带动经济结构调整、引领发展方
式转变，推动南四湖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记者在昭阳街道南庄社区夏爱路东侧了解到，
总投资 5000 万元、占地 500 亩的康源堂水
蛭项目正在紧张的施工，这是微山县助企攀
登企业医药产业专班的一个重点上马项目。

据了解，项目主要以微山湖地产水生药
用动植物种植、养殖、育苗为主要产业，品种
主要为药用水蛭（已认证为山东省道地药
材）、荷叶、芡实等。园区内采取智慧渔业模
式，建立搭载 5G 通信基站、智能传感系统、
数据观测系统、水下监控系统、信息传输系
统、风光互补发电系统等高精尖技术，同时
配套安装风力自动投饵机，水陆两栖饵料
车，新能源无人船，水下机器人，自动遮阳
机，智能循环增氧机等设施设备，实现智能
化养殖。注重产业提升建设，抓好种苗培

育、种质提升和技术研发、生产加工和仓储、
智慧水产养殖、大数据处理等，同青岛农业
大学等科研院所合作进行种苗培育、种质提
升、实验研发 所需经费及高精尖设备、设施、
器材购置，以及水质检测、产 品检测、质量检
测、产品追溯等质量检测设施设备购置。按
照“特色产业+创新驱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思路，做活旅游文章，以打造休闲体验项目
建设、文创产品开发、农产品品牌等为重点，
推动产业升级和三产融合。

“助企攀登，政府应为企业发展甘当配角，
依靠提档加速、产业升级把企业的基础、和品
牌做大做优。”制造强市微山指挥部副总指挥
郝树林表示，县里把“打造产业强县，建设大美
微山”作为新的赶考之路，以新兴产业替代落
后产能，以创新驱动替代资源依赖。今年的任
务是培育攀登企业15家，力争到“十四五”末，
纳入助企攀登工程企业过百家。目前，已纳入
的54家企业确定的项目52个，2022年营业收
入全力突破77.56亿元，2023年突破100.14
亿元，2024年突破129.02亿元。

助企攀登年初开启“加速度”
——微山县食品药品行业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济宁讯（记者 王粲 宋仪凯）记者日前从我市召开的
2022年第一季度全市金融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一
季度，我市主要金融指标继续保持向好势头，运行总体平稳健
康，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今年以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加强市县联动和部门协同，
优服务、强保障、防风险，一季度推介重点企业项目107个、融
资需求91.76 亿元。全市银行机构为攀登企业新发放贷款
64.64亿元，贷款余额达到267.51亿元，同比增加47.51亿元，同
比增长21.59%。全市制造业贷款余额647.96亿元，比年初增
加81.37亿元，增长14.36%、高于全市平均6.23个百分点；中小
微企业贷款余额1929.02亿元，比年初增加177.93亿元，增长
10.16%、高于全市平均2.03个百分点。

市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促进货币信贷规
模合理增长，截至一季度末，全市贷款余额突破6000亿元、达
到6056亿元，较年初增加455亿元、同比多增74亿元，增长
8.1%。全市绿色信贷达到269亿元，较年初增加32亿元，增长
13.6%，高于贷款平均增幅5.5个百分点。全市涉农贷款余额
2469亿元，比年初增加208亿元，增长9.2%。全市房地产贷款
余额1578亿元，较年初增加63亿元。

济宁银保监分局强化监管引领，推动辖区金融机构进一步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截至一季度末，济宁市普惠小微贷款
余额901.55亿元、较年初增长10.19%。2022年一季度新发放
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较2021年下降0.28个百分点。
组织开展“金融服务进万企”活动，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金融服
务，活动开展以来，累计走访对接2439次，辖区金融机构共为
373家企业提供融资36.39亿元，为65户首贷户提供融资1.62
亿元。

济宁一季度金融运行
总体平稳健康

本报济宁讯（记者 张兆华 通讯员 李勇）“五四”前夕，共
青团中央表彰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等，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街道团工委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

仙营街道团工委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青年
的工作理念，依托“1+2+3”工作机制，探索“一厅一团一日”新
模式，率先实现“青春社区”建设全覆盖，其中海能电商园、仙营
社区获评全省首批青春社区；组建“青春格格”“仙雁团”志愿服
务队，打造4处“青年之家”，定期开展读书会、非遗文化传承、青
年联谊会等活动，擦亮“‘仙’青春‘营’未来”青春品牌。”

仙营街道团工委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修炼好基层团组织
建设的“内功”和团组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外功”，以“严、
真、细、实、快”的作风要求，始终把“争一流、争第一、争唯一”作
为奋斗目标，团结引领基层青年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贡献青
春力量。

任城区仙营街道团工委荣获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本报通讯员 刘新红 赵蕊

4月30日，在曲阜市书院街道汉下村，专业飞防技术人员
正采用植保无人机对小麦实施大面积喷药作业。此次大力推
广实施小麦“一喷三防”技术，是根据病虫发生动态和小麦长
势、天气预报，选用对路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合理
混配，达到一次喷药防虫病、防早衰、防干热风的效果，也是小
麦中后期防灾、减灾、增产最直接、最简便、最有效的措施。

目前，小麦大面积进入抽穗扬花期，也是穗期病虫防治的
关键时期，开展“一喷三防”能有效控制小麦条锈病、白粉病、蚜
虫等小麦生长中后期重大病虫危害。为发挥各类社会化服务
组织的示范效应，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提高“一喷三防”防
控覆盖率和技术到位率，今年采取政府买单方式，市镇投入专
项资金，聘请专业飞防队，对全镇麦田开展统防统治作业。同
时，市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指导农民开展小麦“一喷三防”作业。
利用无人机在低空喷洒农药可以提高防控效果，提升农药利用
率，达到农药减量控害、小麦高产优质、生态环境安全的目的。

“五一”期间，蒜薹进入采收季节，在书院街道方家村蒜田
里，蒜农们正忙着提蒜薹，一只手捏着蒜薹的稍，另一只手捏在
蒜芯的位置，用力轻轻将蒜薹抽出来，抽出来后一手拿着的同
时辅助着抽下一根，不一会儿，一捆捆蒜薹就扎好了，纤长碧玉
般的一根根蒜薹格外喜人。地头上，一车蒜薹被码放的整整齐
齐，一位蒜农不断在地里穿梭，专门负责运送、码放蒜薹。今年
蒜薹长势良好，蒜薹长而粗壮，亩产能达到1500斤。采收集中
在劳动节前后一周，时间紧、任务重，多数蒜农会在近期进行集
中采收。

在书院街道宫家村，一辆俩满载蒜薹的三轮车不断赶来，
采购商们正忙着给蒜农们称蒜薹、核算价格。今年蒜薹收购价
格在每斤3元以上，前来的蒜农们立即将手上的蒜薹换成了现
金，脸上也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我种了不到五分地，收的这一
车蒜薹700多斤，能卖两千多块钱哩。”李大爷高兴地说。

曲阜：农忙中欢度劳动节
助企攀登 推进制造强市建设

坚决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焊花飞舞建设忙焊花飞舞建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