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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铁，加速度
立体交通激活新动能

2023年12月8日上午10时58
分，聊城西站首发列车G9226次
准时发车，呼啸而来的济郑高铁，
将聊城“载”入了“高铁时代”。

交通的变化，是带动城市大
发展的主力引擎。明清时期，聊城
是运河沿岸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因漕运鼎盛而空前繁荣。1996年，

“大京九”的汽笛声，拉开了聊城
“铁路时代”的大幕，聊城抢抓京
九铁路通车的机遇，交通短板逐
渐补齐。跨越20余年，这座被黄河
与大运河眷顾的“两河明珠”城
市，正式迈入“高铁时代”。

因水而兴，踏路前行。近年来，
聊城市坚持把构建综合立体交通
网摆在率先发展的位置，以交通先
行激活区位优势、提升竞争优势、
塑造发展优势，取得了一系列新进
展新成效。雄商高铁预计2026年建
成通车；正在规划的聊邯长高铁将
成为沟通东、中、西部三大经济板
块的“黄金走廊”；市内形成5条高
速同时在建的空前局面；聊城机
场力争年底开工……

时空距离进一步压缩，聊城
市综合交通建设迈开大步，“高铁
叠加、高速成网、飞机起降”的立
体大交通体系日趋成型，交通强
国山东示范区聊城样板特色鲜
明，为城市未来再次打开巨大的
想象空间，未来的聊城，全面开启

“两河时代+高铁时代”的崭新篇
章，为新一轮鲁西崛起注入全新
动能。

强老树，育新蕊
产业升级焕发新活力

“上游产生的废料，变成下游
所需的原料，全部变废为宝，实现

‘出灰不见灰、出渣不见渣、固废
变资源’。”在信发集团，一粒小石
子能被反复“吃”六遍，从废料、废
渣变为优质建材，效益提升了11
倍，自2015年以来，信发集团彻底
告别“小火电”时代。曾经的“两
高”大户，在减排转型过程中挖到
了循环经济的“金矿”，带动整体
增加效益超过100亿元。

制造业是立市之本、强市之
基。聊城市坚持传统产业和新兴
产业并重、存量变革和增量崛起
并举，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
程”，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集群化发展方向，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奋力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中勇闯新
路、勇挑大梁。2023年，全市工业
占GDP比重达到31 . 7%，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2 . 1%。

传统产业“脱胎换骨”，新兴
产业“强筋壮骨”。聊城一方面加
速推进传统企业转型升级；一方
面持续深化优质企业梯度培育，构
建大中小企业多层次立体分布的

“热带雨林”，助力更多企业走上了
“专精特新”发展之路。更高水平用
好产业链“链长制”，“一业一策”抓
实12条产业链，加快构建“435”产
业格局。千年古城，正在追逐着发
展的浪潮，激活高质量发展的“一
池春水”，奏响时代最强音。

披新绿，晒蓝天
生态发展蹚出新路径

初夏时节，莘县马西林场，毛
白杨林浓荫蔽地，一片清凉。然
而，历史上林场脚下的这片土地
却以风沙肆虐闻名，一代又一代
的林场人战天旱、垦林海、斗“沙
魔”，终于将昔日的风沙薄地变成
了眼前的“马西绿洲”。

聊城地处鲁西黄泛冲击平
原，历史上，黄河在聊城先后六次
改道，全市沙化土地总面积16 . 5
万公顷。多年来，聊城积极完善以
各级道路水系为骨架的农田防护
林网，提升黄河、徒骇河、马颊河、
漳卫新河森林生态功能带；重点
提升改造国有林场建设，打造独
具特色的生态林场；坚持不懈地
开展平原农田防护林建设行动、
黄河及京杭大运河等重要河流生
态廊道提升行动，构建起带、片、
网、点相结合的多树种、多层次、
多功能的综合生态防护林体系。

聊城市坚定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落实推
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战略，靶向治理保“蓝天”，综合
施策护“碧水”，从源头防控守“净
土”，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生态保护取得实质性进展，全市
生态环境质量稳中向好。数据显
示，近十年来，聊城环境空气质量
综合指数累计改善约5 7 . 3%，
PM2 . 5浓度改善约65 . 2%，PM10
浓度改善约63%，优良天数增加
2 . 5倍，省控以上断面历史性消
除V类水体，走出了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之路。

办实事，增暖意
民生画卷为幸福添彩

2024年11月19日，“政府惠民
免费乘车”的醒目标牌再次出

现在了城区76条公交专线上，从
2020年12月9日开始，聊城市政府
在全省率先出台的“供暖季免费
乘坐公交车”的惠民举措，不知不
觉间已经坚持了5个年头，冬寒料
峭，但冬日里的聊城在一声声“欢
迎乘车”中流淌着民生的温情。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聊城市把保

障和改善民生始终扛在肩上，从
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全力
提升宜居生活品质，着力提升城
市功能品质。

200余处幸福食堂给老年人
送上“一餐热饭”，在家门口吃出
幸福味道；2024年，191个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全部立项，惠及居民
15477户，累计加装电梯193部，让
“爬楼难”成为“一键直达”；农村
和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
检查统筹进行；社会救助标准持
续提高；孤困儿童保障不断加
强……“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
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
有所居、弱有所扶”的美好愿望不
断变成现实，人民福祉不断增强。

连廊飞架，“铁塔商圈”步入
新时代；花开满园，月季公园游人
如织；寻美小巷，米市街里充满浪
漫惊喜。从解决“民生之盼”到实
现“民生之变”，聊城市坚持“宜
居、韧性、智慧”城市发展方向，努
力以“为民情怀”加热“民生温
度”，在这座有温度、有情怀的城
市，处处可见新图景，人人皆是画
中人，不断变化的城市面貌，用最
直白的方式诉说着幸福安康。

立潮头，展拳脚
新质生产力培育蓬勃起势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质
生产力，成为时代答卷上的新命
题。

当前，聊城市正处于全力打
造山东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的西
部“战略支点”和山东绿色低碳高
质量发展的“两河明珠”城市的关
键节点，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发
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
的关键力量，对聊城而言，勇于在
思维观念上“破冰”，敢于在体制
机制上“破题”，善于在堵点难点
上“破局”，才能锤炼发展新质生
产力的过硬本领，找准因地制宜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

冠县灵芝科技示范园内，高
标准立体种植，利用大数据、物
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了
灵芝成长的全流程管理；聊城橡
胶助剂化工龙头企业实现先进
封装用光敏性聚酰亚胺的产业
化，打破了半导体关键材料的国
外垄断；作为全省唯一一家大型
清洁能源储运装备制造企业，鲁
西新能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已
掌握生产全国最大直径钢质无缝
气瓶的关键技术……在聊城这片
热土之上，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
进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快速
培育新兴产业，因“聊”制宜，推动
着聊城向“智”向“高”向“绿”，实
现高质量发展。

新质生产力澎湃着新动能，
带来了新希望，聊城市通过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和
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等多方面的
努力，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道路
上迈出了坚实步伐，书写着时代
答卷。

回望，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
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
键一年。随着黄河、大运河重大国
家战略的深入实施，当前，聊城机
遇与挑战并存，站在新起点上，继
续书写新时代的两河华章。

“两河明珠”蝶变展新姿
向“新”而行，聊城高质量发展焕发澎湃动能

黄河，奔腾万里，横贯东西；大运河，连通京杭，纵贯南北。位于山东西部的聊城，依偎在黄河畔，
生长在运河边。作为现今黄河与大运河交汇的唯一城市，流淌不绝的水，孕育出了聊城悠久的历史
和灿烂的文明，成为齐鲁大地上一颗璀璨的“两河明珠”。

时空华彩笔，旧貌换新颜。运河岸边的垂柳年轮画了一圈又一圈，岁月的洗礼带来了无数的改
变，这座城市，讲述着一个接一个向前发展的磅礴故事。

中通客车在产品质量上精益求精，赢得了海内外市场的广泛认可。

“江北水城 运河古都”之称的聊城，水城相依，和谐共生。近年来，聊城借助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两河文文化”品牌。

聊城在全省率先出台“供暖季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惠民举措，今年是第五个年头。

2023年12月8日，聊城正式迈入“高铁时代”，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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