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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市经信委党委书记、主任王明柱网谈滨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发展

装装备备制制造造业业成成滨滨州州重重要要支支柱柱产产业业

注销公告
山东汇诺商贸有限公司 (注

册号：371623200023218)于2015年
7月9日经董事会决议终止营业，
现已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请有
关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45天内到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
权登记手续。 特此公告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近年来，滨州市持续推动工业发展，实施“双轮驱动”战略，坚
持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全市工业经济保持平稳健康发展。
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 . 55%，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从企业情
况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1422户，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的11户。滨州市经信委党委书
记、主任王明柱介绍，滨州市拥有4个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和5个省级高端装备制造产
业基地，基本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动工业转型升级

今年经济稳中有进

今年1—5月份，滨州市工业
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的良好
态势。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7 .53%，列全省第9位；主
营业务收入3030 . 21亿元，增长
5 . 85%，增幅列全省第5位；利税
168 . 29亿元，增长2 . 56%，增幅列
全省第10位；利润103 . 57亿元，增
长3 . 54%，增幅列全省第8位。“上
半年滨州工业经济运行基本保持
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效果明显。”王明柱
说。

近年来，滨州市坚持把推进
工业转型升级作为工作的重中之
重，重点抓好凝聚转型合力、强化
政策支持、突出项目引领三个方
面的工作。建立了工业运行调度
会商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究稳
增长、促转型的措施办法，千方百
计引导优质资源向工业转型升级
汇集。坚持实施项目建设“百千工
程”，每年在全市选择100个左右
的重点工业项目，强化要素保障，
加强跟踪服务，动态储备1000个
左右的优势项目，以项目建设带
动转型升级，推动产业向高端高
质高效方向发展。

王明柱介绍，在推动项目建
设中滨州市更注重加强项目调度
和协调服务，对全市投资过千万

元特别是五千万以上的重点项目
进行动态实时跟踪，全面把握项
目进展情况。1-5月份，全市完成
规模以上工业投资362 . 8亿元；其
中工业技术改造投资206亿元，工
业技改占工业投资的比重达
56 .8%。全市重点工业项目进展顺
利，技改投入平稳增长。

产学研协同创新

成创新重要渠道

滨州市把提升企业创新能
力建设作为推动全市工业经济
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举
措，持续推进创新驱动战略实
施。王明柱介绍，一方面抓好企
业技术中心建设。目前，全市共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4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69家、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129家，国家级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1家。另一方面，抓
好技术创新项目实施。2014年，
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130个，
全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投入
占GDP比重达到2 . 5%，列全省
第3位。今年以来已有59个项目
列入省级技术创新项目计划，研
发费用投入达5 . 6亿元。

企业创新取得了一批高水
平研发成果，比如，华纺股份公
司通过实施“棉冷轧堆染色关键
技术”创新项目，取得了显著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较常规轧染染
色节水15%、节电20%、节汽20%，

同时该项成果也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在全行业得到了推
广应用。

王明柱介绍，产学研合作是
企业提升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滨州市产学研合作创新
已经从初期的科技成果交流，已
经发展到现在的技术、人才、信息
等全方位合作，从单纯的成果转
让发展到共建研发平台。产学研
协同创新已经成为企业技术创新
和产业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渠道。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535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建
立合作关系，形成了产学研联合
开发长效机制。

装备制造业成

滨州重要支柱产业

装备制造业作为为国民经济
各行业提供技术装备的战略性产
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产
业。王明柱表示，总体来看，滨州
市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经济总
量不断增长，已成为滨州市重要
的支柱产业。

从发展特点来看，规模总量
日益扩充，2014年全市装备制造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户数294家，
主营业务收入、利税、利润分别为
944 . 5亿元、39 . 6亿元和26 . 6亿
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
分别达到12 .6%、9 .3%、10 .1%。再
就是结构层次明显优化，从传统

的活塞、曲轴、基础铸件等零部件
初加工，延伸至通用飞机、数控机
床、海洋工程装备等智能化、自动
化、精密化整台套高端装备制造
领域，产业链不断向下游延伸，价
值链不断迈向高端，产业层次和
发展水平逐步提高。
“创新能力也不断加强，我们拥

有1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4家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2家市级企
业技术中心。”王明柱说，骨干企
业培育壮大，全市百强企业中装
备制造企业10家。

开展助企行动

推动“两化融合”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抓好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深度
融合，近年来，滨州市通过两化融
合试验区建设，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企业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目
前，已认定市级信息化示范企业
108家，认定省两化融合“四个一
百”工程达到32家，有效提高了企
业研发设计、生产装备、生产过
程、经营管理、物流市场等各个环
节的信息化水平。“2014年12月省

经信委发布两化融合测评结果，
滨州市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为
52 . 93，在全省排名第七。”王明柱
介绍。

针对下一步的“两化融合”滨
州也科学制定了工作措施。开展
两化融合助企行动，为企业提供
政策宣讲、技术培训和咨询服务。
开展智能制造示范，在已经开展
智能工厂建设试点的基础上，进
一步聚焦滨州市重点行业关键环
节，选择10家以上优势企业，实行
动态管理。通过试点，力争实现运
营成本降低20%，产品研发周期
缩短20%，生产效率提高20%。

“再就是鼓励电子商务创新
发展。创造条件鼓励支持骨干企
业发展电子商务，引导更多的中
小企业涉足电子商务，创新营销
模式，提高产品销售和服务水
平，壮大电子商务规模，带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王明柱介绍，
今年将重点抓好10大电子商务
平台和智能化供应链示范工程，
继续培育发展电子商务龙头企
业，积极打造在全省、全国有影
响的电子商务平台，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

文/片 本报通讯员 王玮 本报记者 王晓霜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资源数据库山东库建设工程滨州共设7个调查点

滨滨城城区区方方言言完完成成““有有声声””入入库库

滨州市经信委党委书记、主任王明柱。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谭正
正 通讯员 王蕾) 中国语言
资源有声资源数据库山东库建
设工程滨城区调查点试点调查
工作历时16个月，于今年4月率
先在全省完成调查工作，为全面
铺开滨州市调查工作打下坚实
基础。

为了更好地掌握语言国情，
加快普通话推广和语言文字信
息化建设，保存衰危的语言及方
言，向社会提供语言资源服务和
口头文化资源服务，国家语委启
动了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

建设工程。经国家语委批准，
2013年6月省教育厅、省语委启
动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山
东库建设工程。

该工程预设山东方言调查
点120个，涉及全省各市及绝大
部分县(市、区)。滨州市共设7个
调查点：其中滨城区是试点调查
点，该区经过宣传发动、发音人
遴选、纸本调查、录音摄像照相、
资料整理及归档等各项工作程
序的实际运作，率先在全省完成
调查工作。惠民、阳信、无棣、沾
化、博兴、邹平六县各1个调查

点。按照安排滨州市惠民县、阳
信县、无棣县要在今年完成方言
调查任务。沾化县、博兴县、邹平
县要在2016年完成调查任务。

“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
库”最大的特点是“有声”，也就
是要实地采集真实语音并建立
真实话语及其转写文本的语料
库。这个数据库将依照统一规
范，采集当代中国的汉语方言和
带有地方特色的普通话的有声
资料，采集中国各少数民族语言
及其方言的有声资料，并进行科
学的整理加工，长期保存，以便

将来深入研究和有效地开发利
用，为学术发展提供数据，为国
家提供各种战略服务。

山东库建设工程是中国语
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工程的
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做好山
东方言资源调查，建成山东语言
资源数据库，进而建成包括山东
语言文化信息、山东语言地图在
内的山东语言文化数据库。山东
库建设工程的实施，对科学保存
山东语言文化资源、传承地方优
秀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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