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绿
化项目建设，由点及面，形成
了微型公园体系，激发了城市
活力，提升了城市生态功能，
改善了城市人居环境，增强
了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图
为任城湿地公园一角。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建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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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兆锋
通讯员 姬翔 程淑莹 徐玲玉

曲阜，这座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东方
圣城，正以“科技+文化”的双轮驱动战略，
引领文旅产业迈向智慧化的崭新篇章。通
过融合无人机光影秀、AI导游、XR互动等
前沿科技，曲阜不仅让千年的文化脉络焕发
出勃勃生机，更以数字化服务为游客带来前
所未有的体验升级。

尼山圣境：科技融合儒学，打
造沉浸式文化盛宴

尼山圣境以“科技+儒学”为核心理念，
匠心打造了一场虚实交融的文化盛宴。夜
幕低垂，无人机编队在尼山上空编织出一幅
孔子周游列国的壮丽画卷，与水幕光影交相
辉映，营造出震撼人心的视觉体验。戴上头
显设备，游客即可踏入XR沉浸式互动剧场

《女娲织梦录》，在神话与科技的完美融合
中，亲历女娲补天的传奇故事，感受文化的
深度与广度。

此外，尼山圣境全面推行“鲁通码+电
子证照”无感通行系统，游客仅需扫码即可
完成预约购票、刷脸入园、智慧导览等一系
列流程，极大地提升了游览的便捷性。凭借
电子证照，游客还能享受本地酒店、餐饮的
专属优惠，实现“一码通城”，让科技成为连
接文化与生活的桥梁。

三孔景区：AI智慧导游，引领
古迹游览新风尚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三孔景区在智慧
化改造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入夜后，明故
城灯光秀以城墙为天然幕布，运用裸眼
3D技术重现“孔子讲学”“鲁国盛世”等历
史场景，让游客仿佛穿越时空，感受千年
文化的魅力。同时，游客可以通过扫码领

取定制版数字纪念门票，留下珍贵的旅行
记忆。

景区内嵌的“AI智慧导游”系统，更是
为游客提供了个性化的游览体验。通过手
机AR扫描古建筑，AI虚拟人“孔小丘”便会
即时讲解文物背后的故事，还能根据游客的
兴趣爱好推荐个性化游览路线。更令人惊
喜的是“智慧Vlog”功能，景区摄像头会自
动捕捉游客的精彩瞬间，AI智能剪辑生成
专属短视频，游客扫码即可下载分享，让旅
行的美好瞬间永驻心间。

配合电子证照的跨场景应用，游客在三
孔景区还能凭码免费借用汉服、预约研学课
程等，真正实现“一部手机游三孔”，让科技
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蓼河古街：光影活化历史，解
锁夜经济新场景

蓼河古街以“光影科技+宋式美学”为

设计理念，重塑了运河古韵的魅力。乘坐游
船穿梭于古街之间，游客可以欣赏到全景式
的蓼河古街风貌，感受“一船入圣境，一河越
千年”的奇妙旅程。

《久仰曲阜》主题夜游项目，更是将光
影科技与传统文化完美融合。通过水幕
秀、3D建筑投影等现代科技手段，游客可
以身临其境地体验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
朝圣之旅。沿街建筑通过全息投影动态
还原了市井繁华的景象，游客漫步在青石
板路上，仿佛置身于宋代画卷之中。河道
上空悬浮的“水幕诗词长廊”与地面互动
投影相映成趣，踩踏“荷花”便能触发涟漪
特效，让儿童在嬉戏间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在这里，“夜游、夜购、夜娱”无缝衔接，
为游客打造了一个充满科技感与文化底蕴
的夜经济新场景。一位汉服爱好者赞叹道：

“灯光与古建完美融合，仿佛置身宋代画卷
之中，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数字赋能让千年文脉“活”起来
——曲阜智慧文旅开启全域沉浸旅游新体验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胡碧源
通讯员 张逸通

近日，邹城市太平镇皇甫新村的莲藕喜
迎丰收，村民们迎来一场挖藕热。在藕农们
熟练的操作下，一根根白嫩莲藕被揪出泥
潭，经过清洗和包装后，运往市场和客户手
中。

皇甫新村党支部书记王建也在现场帮
忙，他介绍，为破解村集体经济薄弱难题，村
里立足沙土地资源优势，以党组织领办合作
社的方式，探索发展生态九孔藕种植。随着
规模的扩大，通过互联网招标与农技专家建
立长期合作，及时攻克莲藕种植难题，使得
这里产出的莲藕品质出众，亩产可达4000

斤，单根藕长超过1米、重量达到10余斤，
口感香甜清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如今，皇甫新村的莲藕种植规模已扩大
到200余亩，同时逐步发展出莲藕加工、观
光旅游等相关产业，打造出藕丁辣椒酱等特
色产品，产业链条得到进一步延伸。村民们
也靠着莲藕种植实现增收致富，2024年村
集体经济收入超过200万元。

除皇甫新村外，北宿镇的丁庄村同样靠
着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的
增收致富。

来到丁庄村，只见一幢幢白色智能菇房
整齐排列，构成一幅亮丽的风景线。菇房内
的黑皮鸡枞菌争先恐后破土而出。村民们
正忙着采菇、削菇，一片丰收的景象。

据了解，这些智能菇房由丁庄村、吴官
庄村等10个村庄与山东世纪智慧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设。在这些菇房内有
温控、湿控、风控、光控等设备，全部由智能
化系统控制。通过智能感知，菇房能对温湿
度、二氧化碳、光照等参数实时调控，营造出
蘑菇生长的最优环境。

据丁庄村党支部书记陈杰介绍，他们
通过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由企业为其提
供菌包、技术培训、回购，使蘑菇种植摆脱
了自然环境的限制和销售的难题，村集体
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采菇最旺盛时，每8
小时就能采一轮，按照每天500公斤的产
量和每公斤40元企业回购价格计算，全部
出售完成可为丁庄村增加集体经济收入

20余万元。
以皇甫新村、丁庄村为例，近年来，邹

城市通过党组织领办合作社、跨村联建、
村企联建等多种形式，整合优势资源，发
展特色农产品种植产业，不断深化农产品
加工，推进农文旅融合，培育品牌农业，以
乡村特色产业的振兴推动村民致富，集体
增收。

目前，邹城中心店草莓、看庄土豆、峄山
桃、黑皮鸡枞菌、金山大樱桃陆续入选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邹城蘑菇”被评为中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10强，品牌价值达
41.25亿元。邹城“一菌一渔一茶、两薯两莓
三桃”十大农业主产业及其他特色农产品种
植产业蓬勃发展。

邹城：特色种植带动群众增收
本报金乡讯（通讯员 孔庆峰 刘方 刘小平）近日，金

乡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技术人员查看田间小麦情况，因地因
苗分类施策，加强春季管理技术指导，做好春季农业生产
工作，为夏粮丰产奠定基础。

该局及时进行田间考察，先后6次查看小麦苗情、土壤
墒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制定印发《金乡县2025年小麦
春季管理技术意见》《春季麦田病虫草害发生趋势及绿色
防控技术意见》，录制1期“三农”新视野《小麦春季管理技
术措施》专题电视节目，讲解当前小麦管理要点、易发病虫
害防治等知识。同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为农
户提供“面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服务，开展技术指导120
余人次，解决春季麦田管理的实际问题。

此外，该局针对部分长势过旺的麦田，科学开展麦田
镇压作业，目前全县已完成7万余亩麦田机械镇压作业。
加强对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累计出动检查人员60余人
次，检查农资门店200余家，确保农民群众用上放心种、放
心肥、放心药。积极协调农资供应商拓宽进货渠道，确保
春耕期间农资供应不断档、不脱销。目前，全县种子储备
0.13万吨、农药储备0.03万吨、化肥储备1.1万吨，各类农
资储备充足，可满足春季农业生产需要。

金乡

加强麦田管理 奠定丰收基础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满涛 徐斐
通讯员 周梦茹 赵璇

走进山东省佰牧禽业养殖有限公司，
排列有序的6栋成年鸡舍与3栋育雏舍映
入眼帘。不同于传统的地面平养，企业引
进的现代化标准大棚养殖模式分上下两层
将蛋鸡和粪便隔绝，养殖环境焕然一新。

除了养殖模式的转变，养殖设备也在
迭代升级。一大早，企业养殖技术人员陈
誉就来到鸡舍对各项参数进行记录。“每栋
鸡舍内都配备一台智能环境控制系统，能
够对鸡舍内的温度、湿度及空气质量等20
余项参数进行实时监测。一旦参数显示异
常，将自动启动通风或温控设备，确保鸡群
处于最佳生长环境，这种模式培育下的蛋

鸡肉质更加紧实。”陈誉介绍。
“目前我们引入了自动喂料、自动捡蛋

设备，已经实现‘料不见天、粪不掉地、舍不
见人、蛋不粘手’。”公司负责人裴兰鹏介
绍。捡蛋是传统养殖的一件“麻烦事”，如
今随着中央输蛋线缓缓转动，鸡蛋被传送
至分拣仓库，集蛋系统对鸡蛋进行清洗、杀
菌、分级挑选，并自动码盘放入相应规格的
鸡蛋托里，几名工人手脚轻快地将运输带
上的一板板鸡蛋装箱、封口、称重，再经由
智能物流系统直达市场。据了解，依托智
能分拣设备，厂区每小时可处理数万枚鸡
蛋，日产优质鲜蛋可达26万枚。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也精准发力，推动
饲料厂、有机肥厂全面布局，“种养结合”的
绿色循环经济圈初步成型。

“我们养殖场有30万只蛋鸡，每天光饲
料就要投入30吨，后来我们想着干脆自己建
个饲料厂，既能带动家乡群众就业，也能在
源头上把关，现在我们饲料自给率已经突破
85%。”裴兰鹏介绍，饲料厂收购本地玉米、大
豆等原料，与周边20位农户建立稳定的供货
联系，带动直接就业46人。

在距离鸡舍不远处的空地，公司二期建
设的有机肥厂正在加紧施工。项目建成投产
后，可将鸡粪转化为高品质生物肥料，年处
理能力达3万吨。这种“养殖—加工—种植”
的产业闭环，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1200
吨。目前，企业已成为全市农业产业化重点
龙头企业，预计三年内形成百万羽养殖规模。

企业的规模扩大离不开全方位的政策
保障。在发展初期，道路交通不通畅是摆

在裴兰鹏眼前的一个现实问题。“从项目洽
谈环节开始，我们就委派助企专员对企业
开展全天候的包保服务，识别到企业的运
输需求后，我们第一时间投资200万元专
项资金对进厂道路硬化提升，切实打通了
物流通道。”驩城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
人员韦凤鸣说。此外，为给企业提供应急
保障，助企干部还为企业办理政银企对接
项目，开放300万元农商行贷款额度，为企
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

“项目全面建成后将形成涵盖禽蛋交
易、冷链物流、有机种植的产业集群，为鲁
南区域农业升级提供可复制样板。”驩城镇
副镇长张冲说，通过智能化转型与产业链
延伸，佰牧禽业正在书写新时代“三农”发
展的创新答卷。

微山:现代禽业“孵化”致富新路子

工业和信息化部

四方面推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本报济宁讯（全媒体记者 杜文闻）能源电力是现代经济社
会运转的基础能源，也是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保障的“先行
官”。3月20日，市能源局、国网济宁供电公司召开宜商济宁、
能源先行“一个万亿、五个倍增”电力服务十项举措发布会，以

“接电快、供电好、用电省”为核心，探索电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的新路径。

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持续提升办电服务质效，开展个
人充电设施报装、企业开办用电等业务事项“一次办”。实行水
电气讯联合报装，实现接入工程联合规划、联合受理、联合踏
勘，园区接入工程联合施工、联合验收。

深化“政企信息一键通”，对接市大数据中心平台，线上获
取土地储备、出让信息，共享城镇规划建设用地开发边界。打
造格里办、马上办、办得好“网格三办”服务模式，全省首家实现
全渠道客户诉求线上管理。

深化“报装接电一链办”，高、低压用户办电环节分别压减
至4个、2个以内，无配套工程的低压用户，实行“当日申请，次
日接电”。打造“报装服务链”“配套工程链”“资金流转链”业扩
全流程管控平台，简化配套工程前期流程，提高立项效率。

坚持“让电等发展”理念，全力护航经济社会发展。全年投
产配网工程1195项，户均容量达到3.5千伏安。坚持“不停电
就是最好的服务”，深化配电自动化一键转供、整站自愈应用，
故障自愈成功率保持 95%以上。

创新“帮办”“管家”举措，全力保障重点项目落地。积极对
接全市“十个新突破”、工业经济“1113”工程，制定服务清单，配
齐市县专属服务团队，做好做实企业增长强力支撑点。实行企
业用电“管家”服务，发放电力服务“一本通”，定期开展上门服
务。

实施“清风暖阳”行动，全力助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
适应新能源发展需求，高效保障74.8万千瓦鲁西南采煤沉陷区

“光伏+”基地和两个陆上风电项目并网。强化系统调节能力，
服务5项71.25万千瓦新型储能和153项低压台区云储能落地，
培育10万千瓦级虚拟电厂，实现低压分布式光伏柔性控制覆盖
率100%。

深化“诉求不出网格”服务，全力做好民生用电服务。推动
居民充电设施建设，打造10个有序充电示范小区。推行社网、
村网“共建、共治、共享”服务模式，深化政企网格系统互联业
务，拓展网格诉求收集反馈渠道，实现群众“诉求不出网格”。

省办电成本，符合政策的用电项目实行红线外电力接入工
程“零投资”。深化“三省”“三零”服务举措，工业企业和10千伏
及以上高压用电客户“省力、省时、省钱”，160千瓦及以下小微
企业办电“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城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
内，符合延伸投资政策条件的10千伏及以上项目，延伸投资电
力外线工程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

省用电成本，推行客户电费交纳模式“多样性”。大力推广
“电e金服”产业链金融服务平台，支持上下游企业降低融资成
本。落实农业生产分时电价政策，全力保障春耕春灌、三夏和
秋粮生产用电。

省时间成本，践行全过程用电温情服务“更省心”。推广应
用数字化电子发票，实现全量客户电费发票“即开即达”，发票
获取“零跑腿”。推广10千伏接入工程典型设计“扫码带走”，助
力内部工程降本提速。推行接电服务流程办理线上化，受电工
程“云验收”，验收合格当天装表接电，节省客户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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