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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产业、提质效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踏入东阿钢球集团的生产车
间，一股现代化、智能化的气息扑
面而来。高效运转的全自动钢球
外观检测仪，对每一个钢球进行
精准的质量检测，AGV自动输送
系统的引入，实现了从原料到成
品的全程自动化运输，大大提高
了生产效率，降低了人工成本。作
为亚洲最大的专业钢球、滚子生
产企业，东阿钢球集团成功进军
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精密医疗等
高新尖领域，产品远销全球1600
余家轴承企业。

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
“压舱石”。东阿县牢固树立“项目
为王”理念，集中力量抓项目、集
聚资源推项目、集合政策促项目，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引领高质量发
展。15个省重点项目、24个市级实
施类项目全部开工，上半年招商
引资综合成效居全市第2位。全县
经济呈现持续提升、巩固向好的
态势，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强县
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聚焦构建优质现代产业体
系，东阿县深入开展制造业强县
三年攻坚行动，大力实施“四百”
突破工程，加快构建“大中小+上
下游”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阿胶
产业入选省医养健康特色产业集
群、新型建材产业入选省特色产
业集群。前三季度，阿胶及阿胶+、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型建
材四大主导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15 . 7%、17%、7 . 5%、8%，占全县工
业总产值比重的84 . 6%。东阿阿
胶入选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揭榜单位、全省4个，东阿钢球入
选省高端轴承智能制造产业集群

“头雁”企业。2家企业获评全省质
量标杆企业，10个产品列入首批

“聊城优品”、全市第一。
东阿县坚持线上、线下协同

发力，全力推动投资扩量，深度挖
掘消费潜力。实施顶格招引行动，
新签约过亿元项目30个，新开工项
目25个，实现内资到位资金34亿
元，招商引资综合成效全市第3。紧
盯重大战略指向、政策导向、资金
投向，储备项目95个、总投资488亿
元，今年入选省市重点、省沿黄生

态廊道保护建设、省现代服务业
重点项目库个数，均居全市第一。

强优势、破难题、增亮点，东
阿的强县奋进之路正越走越宽
广、越走越坚实、越走越自信。

促消费、扩内需

业态融合实现“高跨度”

阿胶因东阿而得名，东阿因
阿胶而扬名。东阿阿胶是全球最
大的阿胶生产企业、全国最大的
胶类中药基地，15次入围“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达
到438 . 37亿元。作为全县支柱产
业，近年来，东阿县充分发挥骨干
企业辐射引领作用，围绕产业、文
化、旅游等特色优势，着力构建阿
胶产业“一核引领、多极支撑、辐
射带动”的空间布局。

东阿县突出阿胶道地特色，
建设了中国阿胶博物馆、中国毛
驴博物馆、黑毛驴养殖科技园、阿
胶世界体验工厂、东阿阿胶城“两
馆三园”旅游框架，形成了集中药
材种植和黑毛驴养殖、阿胶系列
产品生产、养生体验游于一体的

“新六产”发展模式。深挖阿胶文
化、艾草文化内涵，以艾草、膏方
产业为重点，探索中医药与康养、
文旅等业态融合发展新模式，与
华润集团形成14项合作备忘录，
东阿阿胶百亿健康消费品产业园
区正式启动，加快推进中医药文
化高质量发展，做优中医药传承
创新文章。

以争创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
创新先行区为目标，东阿县借助
阿胶文化、黄河文化等独特优势，
突出“阿胶养生·黄河怡情”，实施
景区焕新工程，持续丰富旅游业
态，阿胶体验之旅、黄河踏青之旅
先后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
路，阿胶5A级景区创建被推荐至
文旅部，东阿阿胶厂78号旧址入选
全国“工业旅游创新之星”、全省唯
一。1-10月份，全县接待游客290 .7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7 . 83
亿元，分别增长26 . 8%、33 . 5%。国
庆假期，全县重点景区营业收入、
游客接待量均居全市第一。

从“一枝独秀”到“百花齐
放”，从传统阿胶产业到新兴生物
医药产业，东阿县不断拉长产业
链条，推动阿胶产业跨界融合，中
医药大健康产业正开花结果。依
托阿胶的道地优势、丰富的中医

药传承基础，今年年初，东阿县入
选“2023年中国康养产业可持续
发展能力百强县”。阿胶世界被授
予国家首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
基地、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
基地。打造出中医药传承创新“东
阿样本”做法，将“康养东阿”绿色
健康新名片擦得更亮。

惠民生、增福祉

幸福指数达到“新高度”

8月31日，大地流彩·2024全
国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
在东阿举行，吸引了全国21个省
区及线上活动全国十强队伍的近
500名“村舞”爱好者现场比拼舞
技，选手们年龄跨度从十多岁到
六十多岁，充分展现了当代农民
的精气神和主人翁风采。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东阿县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就业、教育、
医疗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强民生
保障，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871
人，完成年度任务的202 . 6%，全
市第一。东阿县入选首批省级紧
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试点县，被
确定为国家老年人心理关爱试
点、全省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验
区、全省残疾人社区康复试点。

实施城市建管提升行动，全
面提升宜居宜业水平，建邦聊泰
黄河公铁大桥建成通车，济东、东
阳高速加快建设，国省道连接线
项目全面贯通，“一铁路三高速八
跨黄大桥”交通格局加速形成；城
市断头路全部打通，全域水系实
现贯通，体育公园建成投用，建制
镇污水处理厂全覆盖，东阿县被
中国国家地理授予“阿胶黄金水
源地”称号，“两清零、一提标”工
作被列入全省督查激励名单。

东阿县着力放大沿黄57公里
的优势，用好沿黄资源，以产业发
展为基础，连片打造示范片区，带
动乡村全面振兴。54 . 7万亩夏粮

喜获丰收，实现面积、单产、总产
“三增”，阿胶驴肉、鱼山大米等特
色农产品亮相粤港澳大湾区。东
阿县坚持片区化思路、全域化推
进，重点打造“沿黄九品·品品连
乡”“鱼山梵韵·七星诗章”“金牛
古邑·莓好甜园”3个示范片区，连
片打造形成“幸福河畔·和美乡
村”的典范，累计创建市级以上美
丽乡村98个，“沿黄九品·品品连
乡”获评“省级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示范区”，《发掘用好沿黄资源、走
出平原乡村发展新路径》入选全
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典
型案例。“东阿阿胶‘非遗+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做法入选全省非
遗助力乡村振兴典型案例。前三
季度，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营业
收入增长19 . 7%、全市第1，农林
牧渔总产值增速4 . 3%、全市第2，
乡村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激活力、增动力

攻坚改革拼出“强力度”

党建引领，方能乘风破浪；强
基固本，势必行稳致远。在全力推
进民生事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的发展道路上，东阿县始终坚持
党建引领，持续强化党的建设，聚
焦全县中心工作，强化融合思维，
以党建“一面旗”引领全局“一盘
棋”，筑牢守好各条底线，引导全
县党员干部“提标提速提能力、敢
闯敢干敢争先”，让干部敢为、地
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在
东阿蔚然成风，不断增强群众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全县高
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以全省党建引领乡村治理试
点县建设为契机，东阿县实施了

“组织聚力、服务聚心、产业强村、
治理示范”四项工程，先后打造25
个新村融合示范村，其中3个被纳
入全省村党组织书记现场教学
点，1个新村被列为全面规范年省
级“示范村”。深化党建引领城市

基层治理。东阿县开展“三建两
清”、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工作
者分类培育行动，推进小区党支
部实体化运转。深化新兴领域党
建集中攻坚。切实加强新经济组
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
建设，国企、学校、医院等各领域
党建进一步加强。

黄河飘玉带，鹊乡展风采。聚
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东阿县
以改革破难题、以开放激活力，着
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拓展
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聚焦中医药
文化传承创新、阿胶全产业链融
合、新村融合发展等重大改革项
目，东阿县明确了103项重点任
务，深入实施五大集成改革提效
突破、小切口改革提速攻坚、改革
典型提质培育三大工程，打造更
多在全国全省“拿得出、叫得响”
的改革品牌。东阿县聚焦“高效办
成一件事”，推出“1+N”企业证照
联销一件事主题套餐、诊所联办

“三个一”集成服务模式，创新多
地块合并发证模式，推进“企业开
办+金融服务”改革，在全市率先
实现在线精准预约银行开户及开
户信息部门共享，大力弘扬企业
家精神，有效提振民营企业的发
展信心。深度拓展“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及新兴市场，组织东阿阿
胶、蓝天七色等骨干企业广泛参
与境内外展会，培育新兴外贸增
长点，推动外贸促稳提质发展，对
外开放水平不断扩大。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作为聊
城东融济南的“桥头堡”、全市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主战场”，东阿县锚定争创一流的
目标、笃定走在前列的志向，化紧
迫感为责任感、化压力为动力，立
下愚公志、鼓起精气神，坚定信心、
铆足干劲，以新面貌、新担当、新作
为，为建设“六个新聊城”贡献更多
东阿力量、体现更多东阿担当，在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东阿实践
新篇章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孟冬十月初显寒，胶乡发展热潮天。冬寒气至，层林尽染，但在地处泰山脚下，黄河之滨的千年古城——— 东阿县，却却是一派干事创业的生动景象，全市上
下奋发有为，人心思齐、人心思进、人心思干的干事创业氛围格外浓厚。

近年来，东阿县紧紧围绕聊城市委“6293”工作思路，深入践行“三提三敢”工作要求，扎实开展“重点工作全面提升年”活动，聚力攻坚“十个新跃升”工作作
任务，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全县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进中向好的良好态势，跑出出了一条逐季回升、追赶奋进的昂扬曲线。

2024年前三季度，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 . 4%、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分别居8县市区第3位、第2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7 . 9%、全市第2；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5 . 7%，全市第3；全社会和工业用电量分别增长6 . 5%、4 . 2%，均居全市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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