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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科技赋能”注入新动力
创新科技助推新旧动能转换

“在铝棒直径30毫米的区域
内，铣出127根直径0 . 05毫米，高
12毫米的针。”在工作人员精准的
操作下，一块“宋阁针型试件”制
造而成。原来这块试件是由山东
蒂德精密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蒂德机床)员工宋阁自主编程
设计，通过连续21小时不间断加
工，由高精密数控机床铣削出来。

因是员工自主编程设计
的，该产品便以宋阁之名命名，
而如今，争取命名权的风气也
已经在公司员工间流传起来，
大家都希望这个“高光时刻”能
降临在自己身上。而这只是兖
州区推进企业科技赋能的一个
小小的缩影，近年来，兖州区大
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
过“科技赋能”，实现传统产业
提档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用创新科技助推新旧动能转
换，一大批中小微企业快速成
长，仅在2020年，就有85家企业
通过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评价。

截至去年底，全区已有国家

高新技术企业45家，拥有省级以
上各类创新平台71家，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的比重由25 . 8%增加35 . 81%，
科技创新正成为推动兖州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

九州通衢再造流通枢纽
交通要塞“焕发新生”

伴随着“呜呜”的火车轰鸣
声，2020年11月14日上午，“齐鲁
号”欧亚班列满载着太阳纸业
1077吨纸浆从芬兰科沃拉出发，
经过1万多公里行程，直达中国
兖州国际陆港铁路专场站，打通
了鲁西南地区国际铁路运输的
黄金通道。

兖州素有“九省通衢、齐鲁
咽喉”之称，区位优势明显。跨过
了铁路轨道，航空枢纽更是必不
可少。2020年10月31日，位于兖
州区漕河镇的济宁新机场开工
建设。该机场距离济宁中心约30
公里，本期规划目标年为2025
年，预计旅客吞吐量260万人次，
货邮吞吐量达7000吨。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号角吹
响后，鲁南高铁、济宁新机场、机
场高速等重大动能转换项目陆

续在兖州布局建设，兖州区位交
通优势愈发明显。“变产业、交通
优势为流通优势，发展现代物流
业势在必行。”兖州的决策者掷
地有声。借力国家“新基建”风
口，一场现代物流业的“洼地”崛
起在兖州迅速启动。如今，九州
通衢兖州之城正依托特有的区
位交通优势，将“流通枢纽”的面
貌焕发一新。

颜店新城蓄势待发
吹响城市未来发展“集结号”

驰骋于兖州区西部的颜
店新城7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热火朝天的建设工地、机器轰
鸣的厂房车间、繁忙奋战的工

人们……各大项目建设鏖战
正酣，放眼望去，一处处项目
建设现场，生动地演绎着新城
加压奋进、跨越发展的“速度
与激情”，城市未来发展“集结
号”响彻云霄。

兖颜路改造提升工程竣工
通车，双创中心项目投入使用，
新 城 路 网 贯 通 工 程 即 将 完
工……蓄势待发的颜店新城承
载着构建城市框架、完善城市功
能、导入特色产业、吸引人才聚
集等功能。兖州区积极破解难
题，团结拼搏、攻坚克难，用敢为
人先的勇气“蹚”出条条新“路”。
截至目前，已完成了总建筑面积
约20万平方米的双创中心建设，
建成总长30公里的7条道路，完

成30余万平方米的绿化，40公里
的雨水管网、30公里的污水管
网，建设了日处理2万吨的污水
处理厂、架设了双回路电源、铺
设了3条天然气管线、布局了5G
基站等基础设施，新城已具备

“九通一平”条件。
风云动，起宏图，作为未来

经济社会发展增长极之一，新城
的身姿与眉目越来越清晰。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也是现代化强区建设的起步之
年。兖州区更是以加快建设“新
型工业基地、枢纽型物流中心、
生态宜居城市”为起点，确保“十
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强力推
动、储备潜能、集聚后劲，为城市
的加速发展按下“快进键”。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景色一时
新。3月18日，伴随着微微细雨，从济宁
市兖州区龙湖湿地沿泗河堤岸平坦的
公路驾车一路向南，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记者看到在宽阔平坦的堤面上，大
片湖面倒映着蓝天白云，鸟儿在湖面
上盘旋来去。在途经青莲公园、大禹公
园、马桥湿地、花海彩田、牛楼小镇，一
幅大美泗河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据了解，自2018年以来，泗河景观
带建设重点打造“两脉、三湖、五区、九
园”，通过两三年的努力，兖州泗河区
域建成集文化旅游、休闲观光、高端康
养于一体，人水和谐的绿色发展带。龙
湖湿地、青莲公园、马桥湿地、花海彩
田、牛楼小镇等一批项目相继建成开
放，废弃的荒地如今变为青山绿水，一

幅幅生态美景环绕于古城周围。
“还泗河本来的自然面貌，还老百

姓一个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泗河”
是兖州百姓群众的心声，更是兖州区
建设泗河景观的初衷。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兖州区按照“一带一轴两城
四区”的思路格局，以建设泗河绿色发
展带为引领，在南部着力打造新兖镇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在全市率先实现
了泗河全域开发，既改善了当地生态
环境，也收获了生态振兴带来的丰硕
成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能量。

寒假期间，兖州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端信书屋”门前人头攒动的场景屡见
不鲜，前来读书学习的学生和普通市民排
起了长龙。“我得早来抢个座位，晚了只能
在书屋过道站着读书。”兖州区龙桥街道
旧关社区的李祥林说，春节前后他已经通
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等
系列丛书，收获颇丰。

“端信”是兖州的城市品牌。2018年开
始兖州区与兖州新华书店联合打造“端信
书屋”，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藏书1
万余种、5万余册的“端信书屋”。分中心、
实践站依托文化站、农家书屋等建立了

“端信书屋”，而村庄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更是把“端信书屋”开到田间地头、广场院
落，将书香遍布城乡，更让新时代文明实
践落地生根。

另外，为打造区级品牌，兖州区还开

发了互联互通、“线上”“线下”“端信云”

APP平台，设立新时代文明实践指挥调度

中心，构筑服务群众的网络新阵地。在新

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中，兖州区突出管

用实用，在构筑阵地上下功夫，灵活宣讲

形式，丰富活动内容，整合发展壮大队伍，

在创新活动载体上力求突破，真正让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咱小区里原来乱的一塌糊涂，现
在你看看地面整洁，线路画的很直，小
区里还建设了食堂，真是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家住在兖州区东苑小区的
居民孙玉海有感而发地说道。

据了解，东苑小区是东城区内一个
老旧小区，楼房50余栋，小区内的配套
设施相对陈旧，而且相当一部分住户为
铁路上的退休老职工，老年人较多。经
过摸底调查，东苑小区的居民普遍反映
缺少食堂和老年活动场所，提出了建老
年食堂和老年活动场所的建议。在东苑
小区此次改造中，兖州区住建局拆除了
乱搭乱建违章建筑，建起了2层楼的社
区活动中心，食堂、棋牌室等设施应有
尽有，满足了居民的需求。

东苑小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只是兖州区对老旧小区“微改造”的
一个缩影。近两年，兖州区将大力实施

多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建筑面积83 . 4
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0755户。目前，多个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已经全面开工。改造
项目将结合各小区实际，修缮新建小区
道路、排水及其他公共设施破损设施，
加强小区美化、亮化、绿化建设，增设完
善小区物业管理等基础配套工作。在此
基础上，还将在有条件的小区因地制宜
完善养老、扶幼、医疗设施，实施增设电
梯、外墙保温、抗震加固等工程，提升居
民居住品质，厚植百姓获得感。

春节期间，兼具民俗风情、街边美食、
自贡花灯、游乐设施等多种元素的牛楼小
镇“圈粉”无数，更是成为了济宁及周边地
区诸多家庭亲子游的首选之地。而这也是
兖州新兖镇牛楼社区党委探索出“社区党
委+公司运作+合作社+生产基地+农户”新
模式后铺就的一条美丽乡村振兴路。

“你看这黄瓜长势多好，每天采摘三、四
百斤，上市之后肯定能卖个好价钱。”正在田
间采摘的兖州区漕河镇管家口村村民王金
发高兴地说。以前提起兖州区漕河镇管家口
村，是一个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负债累累的
空壳村。2017年，村党支部以村集体名义，注
册成立了济宁春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启
了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创业之路。

而像曾经的管家口村、牛楼社区，通过
自身情况探索出一条合适的乡村振兴之路
的村落在兖州更是数不胜数。近两年，兖州
区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的主观能动性，采取
村党组织领办农业合作社、村企合作经营等
模式，吸纳村民入股，发展农业特色种植产
业。目前，兖州区共有村党组织领办的合作
社212家，行政村集体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
真正达到了村民致富、集体增收的效果。

科技赋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出铿锵步伐

“兖州力量”赋能发展新格局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易雪 通讯员 张美荣 张慧

近年来，济宁市兖州区坚持工业立区、工业强区不动摇，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培育壮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并依靠“九州通衢”区位优势，大力发展现代物流
业。为打造特色园区经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座蓄势待发的颜
店新城也在兖州西部应运而生。如今的兖州，正以独一无二“科技赋
能”的姿态迈出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铿锵步伐。

废弃荒地变青山绿水

生态美景环绕古城

探索创新活动载体

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民服务不“掉”线

改善人居环境
老旧小区焕新生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遍地开花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兖州工业园区。

龙湖湿地美景。

端信书屋举办“少儿名篇诵读会”。

牛楼小镇“圈粉”无数。兖州区东苑小区改造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张美荣 张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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