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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俐 刘菲

随着宁德时代（山东时代新能源产业
基地）、山东华付AI（人工智能）产业基
地、长城新能源工程机械总部基地等一批
投资过百亿元、过五十亿元的重大项目相
继落地，以“新能源”“大算力”“数字化”

“智能制造”等为标签的新质生产力正在
济宁加速发展。

近年来，我市持续提升“制造强市”战
略首位度，着力推动产业向着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集群化演进，加快塑造高质
量发展新动能、集聚新质生产力新优势，
进一步加速相关行业智能化制造、网络化
协同、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新业态的应
用。2023年，我市推动1029家企业实施
数字化改造，打造11家省级数字经济产
业园，全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突破
600亿元、增长20%。

能源向“新”
绿色转型打造全产业链

在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成
品库内，一排排等待交付的“LE59-X2”
型纯电装载机整齐排列。经过数次迭
代，该系列产品凭借安静高效、运营成本
低廉等优势受到市场追捧，单台使用成
本较燃油机型节约75%以上、年减排二
氧化碳142吨以上。在济宁高新区王因
街道，长城新能源工程机械总部基地项
目正以总投资116亿元的庞大体量，规
划建设年产5万台新能源挖掘机、装载
机、矿用车整机总装工厂，打造一体化矿
山、港口、工业园区解决方案的视角再次
拉远。位于邹城市白马河畔的济宁港航
新能源船舶制造项目，是全国首个集研
发设计、智能制造于一体的绿色化、智能
化、现代化、标准化新能源船舶制造基
地，首制80米油气加注趸船的成功下水

将引领中国江北智慧绿色物流产业发展
新格局……一场绿色低碳的新能源转型
正悄然改变着济宁产业发展的底层逻
辑。

澎湃的向“新”动能来自坚实的产业
基础。

2月1日上午，宁德时代1.1GW第三
批国家大型光伏基地项目暨时代绿能兖
州一期250MW光伏发电项目并网，标志
着“万亿巨企”宁德时代（山东时代新能源
产业基地）北方核心产业项目建设又迈出
了坚实一步。这座总规划 180GWh的

“绿能新城”共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
60GWh新能源电池项目投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销售收入480亿元，税收34亿元，
增加产业工人1万人。

围绕国家“3060”双碳目标战略，我
市盯紧动力电池、储能、光伏三大细分产
业链条，“一个链条一个小分队”开展招
引，市县合力招引上下游企业17家。投
资51.8亿元的汶上电子信创新兴产业基
地、55亿元的金乡诚宇电解液等一批关
键配套项目开工建设，全市锂电产业集聚
成势。依托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和工程机
械行业深厚的产业底蕴与蓬勃向上的绿
色化、数字化、智慧化转型动能，我市初步
形成“陆（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水（新能
源船舶）空（无人机、航空器）齐备、上（电
池材料、设备）中（动力电池制造）下（整机
制造）游协同”的新能源全产业链发展格
局。

算力更“新”
数字沃土培育增长亮点

一列列机柜整齐排布，在肉眼不可见
的数据世界，高性能计算服务器群组正以
每秒万亿级的速度进行数据处理，偌大的

“车间”内只有冷却系统运行的声音和快
速闪烁的指示灯……在投资超50亿元的

山东华付AI（人工智能）产业基地项目建
设现场，首批400P算力服务器已上架调
试完成，在不久的未来，这座由智算中心、
AI解决方案中心、AI设备生产中心三大
板块构成的“算力小镇”将为黄淮海经济
带供应更加强劲的数字动能。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生产力，算
力不仅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
还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广安车联旗
下“蜗牛二手货车”平台覆盖全国300多
个城市，注册用户达300余万，在线车源
数量突破10万台，年交易额超过60亿
元；动脉智能“牲畜体征数据及相关养殖
数据”成为全省畜牧行业唯一一件数据
知识产权；万合大数据已整合全国4万
多家汽修厂，业务范围覆盖3万多个乡
镇，把车辆道路救援响应时间压缩到27
分钟以内；豆神动漫运用“数字孪生”技

术服务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依托先进传
感系统实时生成演算动画，为工程进度
提供直观参考……依托强劲的算力支
撑，我市大幅提升数据基础设施能力和
产业集聚效能，“平台经济”与“数字服
务”发展迅猛，不断将“数据生产力”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

“数字”赋能之下，我市生物医药等传
统优势产业正在重塑发展格局，把不可见
的“数据”转化为提升实体经济运行效能
的“倍增器”，不断培育出新质增长点。鲁
抗医药全面进行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升
级，在人员增加不到7%的情况下，制剂产
能增加1.6倍、原料产能增加2倍、销售收
入增长了158%、人均劳动生产率增长
230%，数字化转型成果先后三次被遴选
为全国智慧企业建设创新案例，获得国家
第四批“绿色工厂”称号。（下转2版A）

澎湃向“新”动能
——我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扫描

■本报通讯员 许亚楠

“这个图文版流程图，简单实用，一目了然，车友们再也不
用担心证件超期了！”近日，家住嘉祥县黄垓镇金庄村孙先生在
县为民服务中心社会事务综合窗口，展示了申领到的道路普通
货运驾驶员从业资格证。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进道
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改革的通知》。因获取信息的
渠道和对政策理解不同，驾驶员对简化申领证件流程了解得
不详细。为进一步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群众办事便利化，嘉
祥县为民服务中心全面排查梳理了货物运输从业资格证“增、
换、补、变”四项高频业务，窗口工作人员以办事体验官的角度，
全流程陪同，从“看、听、讲、谈、悟”五维度积极收集整理群众办
事过程中的问题，将常见问题汇编成册，同时制作视频版、图片
版流程指南，进一步提高为民服务效率。

“县为民服务中心将持续提升道路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
格证件核发、补发、换发、变更等业务办事效率，把审批服务送
到运输企业，为驾驶员开展课堂培训，清除知识盲点、业务堵
点，为安全行驶保驾护航，为全县交通运输政务服务改革动力
提升添砖加瓦。”嘉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四级主任科员刘魏说。

办事流程一目了然

4月13日，在山花烂漫的美好时节，2024曲阜市春季“黄河大集”暨石门山“山花节”在
曲阜石门山镇蜗牛谷景区拉开序幕，吸引广大游客前来踏青赏花。据了解，“山花节”是石
门山镇独具特色的品牌文旅活动，已成功举办7届，每年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漫山紫
藤、槐花、牡丹、芍药竞相开放，美不胜收。“山花节”期间，石门山镇联合宣传、文化部门开
展“黄河大集”主题活动，推出农副产品展销、文艺演出、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为群众送上
丰盛的文化大餐。 ■记者 杨国庆 通讯员 付琳 谷思维 摄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杜文闻）4月11日上午，市政府新闻办
召开“走在前 开新局”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7场）——民政
专场，介绍2024年我市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提标有关情
况。

近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把财力向基层倾斜、向困难群众倾斜，不断完
善保基本、兜底线的社会救助制度，逐年提高困难群众救助保
障标准，稳步提升救助保障水平，切实兜牢了基本民生底线。

经市政府同意，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提
高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自2024年1月1日起，我
市困难群众救助保障标准实现再提升。其中，城市低保标准、
特困标准较上年提高7.5%，农村低保标准、特困标准较上年提
高9.5%，孤困儿童生活保障标准、残疾人“两项补贴”标准较上
年提高7.5%。城市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924元提高到993
元；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月745元提高到816元。城市特困
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1202元提高到1292元；农村
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由每人每月969元提高到1061元；城
乡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准执行现行标准，按照全护理、半护
理、全自理分为三档，分别为每人每月 702元、351 元、211
元。机构养育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由每人每月2310元提高
到2483元；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受艾滋病影响
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由每人每月1848元提高到1987元；重
点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标准由每人每月1340元提高到1479
元。一二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185元提高
到199元；三四级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标准每人每月144元提
高到149元；一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167元
提高到179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由每人每月140
元提高到149元。

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

来石门 上春山

■本报记者 胡碧源 实习生 吴一鸣

4月13日上午，在济宁高新区比亚迪汽车海洋网（济宁汇
德4S店）店内，前来看车、买车的市民络绎不绝。“我之前开的
是燃油车，现在想换一台新能源车。因为新能源车外观时尚，
噪音小，用车成本低，充电也很便利。”前来买车的吴女士告诉
记者，“一般情况下新能源车一个月的用电成本仅有两三百元，
相比燃油车更有成本优势，只要不是跑很远的路程，完全不用
担心。”

该4S店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自《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发布以来，虽然车价未受太大影响，但
是店内客流量相较之前明显增加。他们为顾客优先推荐车辆
以旧换新，并根据顾客意向车型提供相应的置换补贴信息，为
顾客提供更多选择和优惠。

随着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近期选择以旧换新的车主
越来越多，他们都更加倾向新能源汽车。从传统燃油车换成新
能源车，不仅代表了汽车产业的转型升级，更是成为推动绿色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

汽车以旧换新之后，旧车去哪里？记者来到位于南张街道
的淘车车济宁店，该店负责人介绍，一部分旧车会作为二手车
进入市场流通，也有一部分无法继续使用的旧车将进行报废处
理。置换车辆的补贴会根据车况进行评估，车况越好补贴越
多。目前店里销量较好的是十万元以内的国产准新燃油车。
购买二手车时，车主还有机会获得小家电等赠品以及车辆保养
次数。随着以旧换新政策的实施，到店量和销售量均有所增
长。“二手车的价格相对新车便宜一些，性价比较高。这里汽车
品牌多，品质也有保障。”前来选车的刘先生说。

二手汽车市场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行动方案》提出，持续
优化二手车交易登记管理，促进便利交易。政策的出台将有效
促进二手汽车交易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形成更加健康有序的
二手汽车市场。

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不仅为广大老旧车车主提供更新换代
的优惠政策，而且将进一步促进二手车市场发展。在政策的有
力推动下，我市汽车市场定能够不断繁荣壮大，并将为消费者
提供更多优质、实惠的购车选择。

车辆以旧换新
济宁在行动

山推工程机械车间山推工程机械车间

■本报通讯员 傅延富

“在家也能通过手机灌溉麦地。”日
前，兖州区新兖镇牛楼村种粮大户赵新成
边说边打开手机软件，选中水井信息，按
下确定键后，麦田里缓缓伸出几排喷头，
开始对周边麦田进行喷灌。这是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地埋式自动伸缩喷灌系统，
可根据墒情随时启动灌溉，而且可水肥同
施，省工、节水、浇灌均匀。

兖州区逐年提升高标准农田的建设
标准，不仅实现“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
地平整、旱能灌、涝能排”，还安装了智能
视频监控系统、智能灌溉控制系统，配备
了物联网气象监测系统、虫情监测系统、

土壤墒情监控系统，自动控制喷灌量吸肥
量，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管理。目
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47.16万亩，耕
地质量提升1个等级，亩均粮食产量提高
90公斤左右，节水24%左右，带动农民亩
均年增收500元左右。

兖州区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加
大科技创新力度，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
率达到72%，加快了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农
业强区建设，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的“兖
州路径”。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是农业高产优
质的根本。兖州区大力发展种子产业，目
前，区内有包括众人信在内的C证种子企
业4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小麦品种14

个，被确定为“国家制种（小麦）大县”；自
主知识产权大豆品种4个、玉米品种5
个，全区发展良种繁育基地15万亩。

“预计今年这两个品种都会获得丰
收。”进行了连续的观测后，山东众人信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平喜上眉梢。
三年前，周平和济宁市农科院合作，培育
出优质品种“济儒麦 19”，亩产量为
831.86公斤，创济宁市小麦最高单产；去
年又培育出了“济儒麦20”。

兖州区设立了一家院士工作站，建立
了区镇村三级农技服务体系，使科研和生
产无缝衔接。创新推广了兖州区小麦玉
米一体化新型种植模式、大豆玉米复合种
植技术，广泛实施“水肥一体化”“一喷三

防”“一防双减”技术，去年全区小麦平均
亩产达到591公斤，玉米平均亩产652.8
公斤。该区坚持绿色发展，实施秸秆还
田，增施有机肥，实施绿色防控病虫害，近
三年化肥农药施用量分别减少3%和6%，

“三品一标”有效认定产品24个，种植面
积36.3万亩。

兖州区大力发展农机产业，大中型配
套动力及耕、种、收、管等各类机械企业齐
全，是农机企业集聚区，全区现有农机制
造企业70余家，规模以上农机企业16
家，其中规模以上农机整机企业7家。农
户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71.75万千
瓦，全区主要农作物生产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达到96%，（下转2版B）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且看兖州

强信心 稳经济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