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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厚峰 相启申
本报通讯员 张明

产业强则经济强，产业兴则百业
兴。近年来，汶上县坚持产业先行，围绕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大抓产业、
大抓先进制造业”，深入开展“助企攀
登”，坚定不移抓招商、上项目、优环境、
保要素，培育壮大高端装备、绿色化工、
纺织服装三大特色产业和新一代信息技
术、新医药、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制造业、现代农
业深度融合，做大产业规模、做优产业结
构、做强产业尖兵，打造特色鲜明的支柱
产业体系。

坚持招商引资“生命线”不动摇
构建全员全域全年招商大格局

从对接到签约用时仅4个月，从签
约到开工仅月余……投资额过50亿元
的中国电子信创新兴产业基地项目顺利
落地建设，建成投产后将至少引入10家
企业，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竖起新增
长极。

优质大项目何以“光速”落地？原来，
得知项目信息后，汶上县立即组织招商团
队一边对项目科技含量、经济效益、安全

环保等情况进行研判，一边进行对接洽
谈。“按照正常流程，从申请土地证到满足
开工条件至少8个月，到时候黄花菜都凉
了。”汶上县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李毅
说。关键时刻，该县经济开发区一处现成
的“三挂”闲置厂房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既能为项目开工争取时间，又盘活了
老旧厂房，一举多得。功夫不负有心人，
双方交流对接20多次，终于将项目顺利

“拿下”。
去年以来，汶上县按照市委、市政府

“大抓产业、大抓先进制造业”部署要求，
聚焦市“231”产业集群，把招商引资作为

“天字号”工程，紧盯产业链上下游、500
强中字号国字头、劳动密集型企业、新风
口“四个方向”，抓住项目落地率、资金到
位率“两个关键”，打好驻点招商、以商招
商、平台招商组合拳，构建全员招商、全域
招商、全年招商大格局。去年以来共招引
产业项目46个。

“‘招商大使’和‘乡情牌’是我们推进
招商引资的两大‘王牌’，充分发挥出招商

‘揭榜挂帅’的作用，体现出用活‘企业圈’
和放大‘坐标系’的良好效果。”李毅介绍
说，选聘企业家、中介机构和商会协会成
员担任“招商大使”，激发招商大使主动
招、上门谈的积极性。对引进项目的企

业，按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充分发挥企业
招商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对接深圳山东
商会、南京济宁商会、山东浙江商会、上海
汶上商会等，拜访目标企业30多次，举行
和参加招商推介会4次。目前，经“招商
大使”引荐的李尔线束项目已投产运营，
解决了5000余人就业；企业招引的联泓
新材料电子特气及锂电添加剂项目已开
工建设。

项目引进来，服务跟上去。汶上县制
定项目洽谈及签约流程实施办法，要素保
障部门从项目洽谈到签约落地，全程跟踪
参与，建立全周期、保姆式的服务企业机
制，提前介入帮助解决用工、融资、土地、
手续办理等问题，把工作做在前，让要素
等项目，促进优质项目早落地、快建设、
快达效，项目从洽谈到签约平均时间压
减三分之一。

逐日抓攻坚 逐企抓增长
“助企攀登”统筹解决各类要素制约

“刚投产一年多就新增了5家大客
户，多亏了我们的驻企干部帮着在各类
新闻媒体和短视频平台做宣传推广，今
年我们的订单可不用愁了。”7月16日，
山东亿昌装配式建筑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戴友军拿着刚签的合同，拉着驻企干

部、次邱镇党政办副主任兼经贸（招商）
办主任孔德喜的手激动地说。

为帮助企业提升订单、回笼资金，孔
德喜通过抖音、今日头条、微信公众号等
渠道为公司宣传造势，先后促成公司与
中冶十一局、北京城建集团、烟台万华、
河北德隆等签订总价1.5亿元的订单，并
与市内海纬机车、凯尔菱电、曲阜远大等
建立合作关系，拓宽了企业产品销路。

驻企干部每月对攀登企业生产经营
状况、订单情况、员工薪酬、外贸出口等
情况进行详细了解；各产业专班逐个企
业、逐个项目算清增长账、支撑账、缺口
账，逐日抓攻坚、逐企抓增长；发挥好“驻
企干部、帮扶小组、专属经理、产业专班、
要素保障组”5支力量作用，“一业一策”
制定针对性稳增长措施……

今年以来，汶上县深入推进助企攀登
活动，统筹解决各类要素制约，研究出台
了深化助企攀登工程的实施方案，在原有
高端装备、绿色化工、纺织服装3个产业
专班的基础上成立数字经济、企业上市2
个专班，进一步充实了指挥部力量。建立
了企业攀登目标、项目建设、问题诉求、政
策落实4本台账，每月动态更新，推动了
助企攀登工作向纵深开展。在完成原有
驻企干部考评的基础上，（下转2版A）

产业崛起“拼”出新高度
——汶上县倾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纪实

今年以来，兖州区聚力
制造强区建设，狠抓重点项
目，强化产业集群培育，加
强优质科研项目储备，通过
狠抓科技创新增强企业发
展后劲。图为山东华科创
智生产线。

■记者 杨国庆 摄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杜安艺）8月3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召
开“建设全省教育高地、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主题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1场），介绍我市教育事业发展情况。

聚力内涵发展，全面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持续扩增
优质教育资源，计划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70所，完工41所，
累计完成投资23.39亿元、占计划的83.32%。改善农村薄弱学
校办学条件项目开工率、竣工率全省排名第1。加快推进城乡
教育一体化，大力实施强校扩优行动，名校带弱校、名校领新
校，目前全市共培育59个教育集团、建立教育联盟82个、结对
帮扶学校152对，扩大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14个乡镇入选
省级教育强镇筑基试点，18所中小学校获批全省乡村温馨校
园，3所高中入选首批省级特色高中，26节“基础教育精品课”
入选教育部精品课，入选数量均居全省第1位。职业教育创新
融合发展显著提高，2所职业中专被确定为省高水平中等职业
学校立项单位。在全省率先成立2个高规格产教联合体、15个
产教融合共同体，全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深化改革创新，激发教育事业发展内生动力。创新实施局
班子成员（直属单位）、市直学校、中层科室及县市区4套工作计
划台账管理推进机制，定期观摩述职考核，现场点评打分，向社
会公开成绩排名。创新教师招聘机制，举办高校校园人才招聘
活动，通过面谈面试直接签约或达成签约意向437人。聚焦学
科带头人培育，58名中小学教师校长入选齐鲁“名师名校长名
班主任”建设工程，人数居全省前列。（下转2版B）

我市加快推进
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兆锋
本报通讯员 冯贵雨 李永志

“房屋歪七扭八，街道坑坑洼洼；晴天一
身土，雨天两脚泥；生活垃圾靠风刮，养殖污
水靠蒸发……”邹城市张庄镇上磨石岭村负
责人李长山说，真没想到，过去的穷山村，而
今成了成群结队、人来车往的AA级景区。

这个位于邹城凤凰山东麓山坡下的村
庄，背靠磨石山，古时以出产磨刀石、磨盘石
而闻名。以前，磨石山上除了山腰处的砂岩
能开采外，山上没草、没树，就是一个光秃秃
的山。而如今，通过引来的社会资金整治景
区化打造，原来的荒山秃岭变得绿树成荫、
鸟语花香，提升了人居环境，也给宜居宜业
和美乡村打造注入了新活力。

磨石岭村总共有村民135户，以前，因
举家外出务工、搬离旧宅基、人老去世等原
因，全村有6处空白宅基墙体倒塌，17处废
弃的院落，25处长期无人居住闲置的住
房。特别是村东北部，大批住户都往交通便
利的地方搬迁，这里成了空心村，破家烂院
随处可见，畜禽粪便遍地都是。

面对如此破败不堪的局面，村“两委”

紧紧抓住“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大好机
遇，乘着政策东风，从清理三堆到治理残垣
断壁；从严禁乱摆乱放到规范公共空间；从
消除旱厕到创建美丽庭院……一项项工作
渐次铺开，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短短几年，一个破烂不堪的穷山村一
下变成了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美的“世外
桃源”。

人居环境的改变，吸引一些有投资民俗
民风挖掘、乡村观光旅游业、农业农村开发
意向的公司纷至沓来。经考察遴选，该村最
终与“上魔时代文化创意公司”达成合作，签
订开发30年的协议。村里负责把村东北部
32处空白宅基、废弃院落和闲置住房分别
从农户手里租赁过来再统一交付给公司开
发。

“这样，减少了开发公司分别与一家一
户单独打交道的麻烦，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
开发打造。”李长山说，这一打基础、利长远
的发展理念和实际做法，得到了张庄镇、上
磨石岭村“两委”的支持和村民的拥护。通
过两年的开发改造，昔日不堪入目的上磨石
岭村摇身一变发展成了AA级景区。每到
节假日，游人如织，车水马龙，一派喜人景

象。
更令人欣喜的是，乡村发展不仅人气扶

摇直上，还带来了人才的回流和产业的悄然
兴起。“80后”李长臣在天津打工8年，看到
村子的变化后，他决定回村创业。李长臣放
弃大城市高薪工作的底气来自于村子的发
展潜力。他在村头开了农家乐，炒鸡、炖大
鹅，做的都是当地特色。如今在家门口每年
收入80多万元，不再与家人分隔两地，让他
感到日子过得比蜜还甜。在李长臣的带动
下，如今村里的餐饮店、民宿两年内已发展
到近20家。

空白宅基、废弃院落和闲置住房也一下
子实现了寸土寸金的蝶变。起初一处院落
960元，而今能卖到5000元左右；不到300
平方米的一处院落，一次性转让达到40多
万元，高出三年前11倍。村民李庆章、李怀
民不到300平方米的空白宅基地租赁给公
司，每年租金就达到了8000元。在村里住
了40多年的李长山说：“就连瓜果李桃、山
楂柿子、花生地瓜、白菜萝卜等农产品也都
成了香饽饽，甚至连周边村里无人问津的柿
子，在村里都能卖到两元钱一斤。”

在景区快速发展、村庄面貌快速变化、

村民收入与日俱增的发展过程中，公司办民
宿，村民也办民宿；公司做餐饮，村民也做餐
饮。村民对公司有没有排外和抵触情绪？

“我们走的是‘公司+合作社+农户’的
路子，拿民宿来说，农户民宿标准、规格都是
在公司指导下打造的，客源是相互流动的，
公司客源多了可分流到农户，农户客源多了
可推送到公司。公司和农户已形成了取长
补短、水涨船高的关系。”李长山说，就是不
参与做餐饮和民宿的村民也明显受益，比如
他们卖个笨鸡蛋不用跑到10多里外的集
市，在家门口就能卖，而且价格还高出其他
地方一大截。事实证明，改善生态环境就是
发展生产力，良好的生态宜居环境是农村最
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理念转变，带来行动自觉。为了给游客
留下美好印象，村民自发组织宣教队伍，不
间断挨家挨户宣讲互帮互助、邻里友好、你
谦我让、文明礼貌的好处。大家自发行动起
来，共同维护村庄的卫生环境、村容村貌、风
土人情、家训民风。

如今已旧貌换新颜的上磨石岭村，已成
为颇有名气的旅游打卡地，村民在迎来送往
间走向幸福远方。

闲置院落的富美蝶变
——邹城市撬动社会资金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风雨同心 人民至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

本报济宁讯（记者 张彦彦 通讯员 冯鲁红）近日，科技部
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印发《关于表扬优秀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机构的通知》，对在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进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落实落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5家山东省优秀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机构进行表扬，我市鲁南工程技术研究管理服务中
心（鲁南技术产权交易中心）名列其中，这是国家首次对技术合
同认定登记单位提出表扬。

近年来，鲁南工程技术研究管理服务中心以企业有效需求
为导向，以技术合同认定登记为抓手，积极对接整合国内外创
新资源，旨在打造立足济宁、服务鲁南、面向山东，集前瞻性产
品研发、技术集成创新与成果转化、科技企业孵化、人才引进与
培养、国际合作为一体的区域性公共创新服务平台。先后荣获
科技部“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奖先
进集体、中国技术市场协会“科技中介服务诚信机构”、“首届山
东省技术转移十佳机构”、山东省品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2021
年度济宁市优秀技术合同登记单位等荣誉称号。

该中心秉承“为企业科技创新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工作定
位，在服务载体和内容形式上不断开拓创新，探索构建“资源整
合+一体化服务平台+特色化企业活动”三位一体的技术转移模
式，取得了较大突破。在技术交易认定登记工作中，中心认真
履行职责，严格把关流程，将认定时间由15天缩短到3天，确保
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大力宣讲技术交易
相关政策，在政务网公布审批事项流程、办事指南，对企业进行
一对一辅导，县区实施“一县一策”，共开展技术合同收集、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实务等大型主题培训6次，印发《技术合同认定登
记服务指南》2000余份。

我市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工作
获科技部火炬中心表扬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攻坚制造强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