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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发力 根茂实遂

在华泰化工智能化立体仓库
里，偌大的厂房里只有一名工人
在显示屏前观察数据，机械臂流
畅地运送着货物。“这是我们的全
自动智能仓库，采用国内一流的
物流算法及建模，针对化工物料
分类和包装特性，创新性优化了
码垛系统和入库系统的对接，实
现货物自动运输和存储，加快了
货物存储，降低劳动强度，节约人
力成本，提高了存储效率。”华泰
化工企管部杜星云介绍。

今年以来，阳谷县秉持争创
一流的决心，坚持“事争一流，唯
旗是夺”，坚定不移实施“制造业
强县战略”，大抓制造经济、数字
经济、民营经济、绿色经济“四个
经济”，加力提速工业经济高质量
发展。工业经济在一季度成功实
现“开门红”，随后逐月跑出增长
加速度。

制造业是阳谷的立县之本、
强县之基，其成色决定了阳谷经
济的发展质量。阳谷县紧紧盯住
先进制造业主攻方向，深入实施

“链长制”工作机制，推进数字化
转型、持续推进工业化建设、健全
中小企业梯队培育体系等方面加
大力度，1-11月份，完成技改投资
9 . 34亿元，同比增长4 . 3%，位列
全市第二位。聚焦县域9大产业特
点，精准绘制12条产业链图谱，重
点打造光纤线缆、高端化工、绿色
食品等标志性产业链，实施建链
强链延链补链重点项目11个。成
功引进中铁北赛、汉河电缆等全
国行业领军企业，构建起光电线
缆行业高、中、低压全产业链条。
设立“阳谷企业家日”，选派49名
助企专员深入12条重点产业链企
业走访调研，靠前服务，积极助企
纾困。

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是中小企
业高质量发展必答题。阳谷县以
打造全市领先的数字经济发展新
高地为引领，引导企业利用数字
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
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持续推动
100家以上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由“阳
谷制造”向“阳谷智造”转变。阳谷
县成功创建省级“晨星工厂”试点
县(全市唯一)、省级数字园区、省
级“晨星工厂”试点园区，获批国
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
业12家，省级“晨星工厂”试点企
业31家(占全市43%)，市制造业数
字化转型标杆企业(第一批)8家；
12家企业入选国家批复的中小企
业数字人转型试点企业；1个项目
获选第三批山东省软件产业高质
量发展重点项目(全市唯一)；极
景门窗的基于物联网的柔性化生
产智能云平台成功入选2023年省
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名单。

作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
民营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
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阳谷县高度重视民

营经济，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
营企业发展壮大，激起民营经济
的发展热情，民营经济活力深度
激发。到目前为止，全县累计培育
省级以上制造业单项冠军14家，
省“瞪羚”企业10家，省级以上“专
精特新”企业96家，创新型中小企
业169家，数量均居全市首位，铸
就形成强大的民营经济中流砥
柱。先后成功创建了1个国家级特
色产业集群、2个省级特色产业集
群、1个省级优势产业集群、5个市
级特色产业集群，集群效用不断
凸显。

多点开花 沃野锦绣

“大家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
我们谷姐(风华)粮食种植专业合
作社自己种植的这种紫小麦，然
后经过我们的石磨，经过碾压粉
碎……”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
阳谷风华粮食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正在通过网络直播带货，销
售合作社的特色产品。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阳谷县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机遇，锚定“全省争先
进、全市争一流”工作目标，聚焦
粮食生产、产业发展、乡村建设等
重点工作，初步形成了绿色、节
约、高效的农业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阳谷模式”，乡村宜居宜业
的多彩画卷正在加速绘就。今年，
获评全国玉米单产提升整建制推
进县、山东省现代农业强县、全国
小麦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山
东省乡村振兴示范县，阳谷农业
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

阳谷县聚焦稳产保供，深入
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
全县粮食总产超16亿斤，面积、单
产、总产再创历史新高，努力当好
维护粮食安全的“压舱石”。今年
阳谷县小麦种植面积82 . 16万亩，
单产479 . 32公斤，单产持续保持
全市第一。玉米种植面积80 . 5万
亩，初测平均单产达653 . 2公斤，
增幅11 . 3%。阳谷县从恒温大棚
搭建、先进设施设备使用、良种良
法引入等多方面着力，推动“菜篮
子”的供给充足。前三季度全县蔬
菜总产 1 7 4 . 8万吨，同比增长
3 . 9%；水产品产量5464吨，同比
增长6 . 38%；肉蛋奶产量20 . 32万
吨，同比增长7 . 8%。

发展绿色农业是促进农业高
质量发展、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
要求。阳谷县聚焦绿色发展，加快
转变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生
产提质增效。坚持合作社抱团发
展，提升整体实力，形成一批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联合社发展共
同体。全县农民合作社共有2517
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5家，省级
示范社51家，市级示范社84家。为
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统筹整合涉
农资金1370万元，开展小麦、玉米
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110余万
亩次。目前，阳谷拥有国家级农业
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1处、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处、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村镇1个、全国乡村
特色产业超十亿元镇2个、省级以
上产业强镇5个，省级以上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15家，形成了良好
的带动效应。

行走在阳谷县广袤的大地
上，乡村美景随处可见。蜿蜒整洁
的农村公路连通四方，红砖瓦房
的农家新居错落有致，炊烟袅袅
随风飘舞……乡村要振兴，环境
必先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阳谷县
在全市率先开展每个乡镇(街道)
自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示范
片区的工作创新机制，探索建立
的“信誉+积分制”乡村治理长效
机制；探索总结出“关庄经验”“寿
张模式”“定水做法”等一批可复
制、可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营
造了舒心舒适的城乡居住环境。
农村公路密度和县乡公路等级、
数量均居全市第1位。

文化盛宴 诗意古城

阳谷县积极改革创新，锐意
进取，依托丰富的文旅资源，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着力推进文旅深
度融合，不断推动文旅高质量发
展，打造独具特色、令人向往的

“诗与远方”。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阳谷县健全完善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持续推动公共文化
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提高基本公
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用性，
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以县
图书馆为依托，将紫汇湖休闲文
化广场打造成近悦远来的城市文
化会客厅，目前，阳谷图书馆已进
入试运行阶段，遵循“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共建共享”的原则，按
照服务半径1 . 5公里或服务人口
5000人、临街一楼、面积不低于
150平方米的标准，建设了12个城
市书房，建设数量、进度均居全市
第一，与县图书馆实现一处办证，
通借通还，建构“总馆+分馆+城市
书房”的智慧管理体系，打造了居
民步行“15分钟阅读圈”。

公共文化服务，满足的是广
大群众读书看报、看演出、看展
览、参加文化活动等需求，是实
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阳谷县开
展“诵读盛世新篇章 且以诗意
共远方”经典诵读大赛、优秀影
片展播、亲子共读会、“雷锋纪念
日”主题活动等丰富多彩的阅读
活动980场，惠及群众50000余人
次。同时，县图书馆、文化馆积极
开展线上活动，推出“艺术优课”

“艺术讲堂”“红色故事绘”等数
字群众文化活动，线上点击达到
20多万人次，拓展了数字文化服
务的新路径，极大丰富了群众文
化生活。

全民阅读是新时代精神文明
建设的载体之一，对于促进国家
文化繁荣、推动知识经济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阳谷县组织382个行
政村(社区)农家书屋以“读红色
经典 续红色血脉”“新时代乡村
阅读季”“文润初心-百部红色经
典”等为主题开展了10个主题阅
读活动，共3510场；组织县、乡、村
三级乡村阅读推广志愿服务队，

开展“乡村阅读志愿推广服务队
进乡村”活动72场；开展线上、线
下百姓自主选书活动14场；大力
推进“新时代乡村阅读季——— 我
爱阅读100天”活动，积极发动群
众下载注册“咪咕阅读”App并坚
持学习打卡，最终阳谷县全国排
第32名，全市第1名。

公共文化空间只是一个平
台，增强文化服务的实效性、精准
性，才能让更多人就近享受、积极

参与。阳谷县组织开展“庆七一”
消夏晚会等各类节庆大型文化活
动35场，观看人数3 . 5万余人次；
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5517场，
受众面达51余万人次；开展“送戏
下乡”“百姓大舞台”文化惠民活
动演出915场，送电影下乡10000
场；积极引导各乡镇(街道)打造
文化活动品牌，目前，全县已成功
打造5个文化活动品牌，已开展文
艺活动410场。

今年以来，阳谷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决落实国家、省、市部署要求，大力倡树“三提三敢”工作作风，，深学细悟、实干
笃行，扎实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1-11月份，阳谷县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50 . 82亿元，增长8 . 54%，总量稳居全市第2位，增幅居全市第1位；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更加
彰显，骨干企业支撑作用突出；1-11月份，引进过亿元项目61个，新开工项目53个，完成招商引资到位资金52 . 52亿元，均居全市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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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谷县古城新风韵。

阳谷县美丽新农村。

“阳谷智造”进行时。

阳谷小学生徜徉书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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