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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目标、问题、要素清单管理
市政协相关人员坚持蹲在县

区，盯在企业一线、项目建设现场，
摸清企业需求、项目建设家底。市
政协会同市发展改革委制定2024年
重点项目建设行动实施细则，重点
形成三张清单。

第一张是项目建设清单。摸清
县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底数，制定
目标任务表、推进措施，明确完成时
限。第二张是项目推进问题清单。
对招引项目落地过程中遇到的难
点、堵点问题，列出具体清单，实行
动态管理、动态清零，全面落实“现

场工作法”和“一线工作法”，到一线
去解决问题、推进项目。今年以来，
各攻坚组总计督导223次、解决问题
18 个。第三张是政策要素保障清
单。梳理汇总各级在项目落地中土
地、规划、人才等方面政策，列出明
细，为项目落地提供科学完备的政
策依据。

北部片区 286 个省市县重点项
目全部实行挂图作战，按产业类、基
础设施类、民生保障类等细化分解
时间节点、投资进度、实物进度，确
保抓得准、抓得细、抓得实。

以一流作风、一流团队、一流支持服务保障
市政协坚持一切围绕项目想、

一切围绕项目转、一切围绕项目干，
建立“定期办、现场办、领导办”会商
研判机制，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分析
研判问题，定期评选快慢项目，推动
项目建设更加扎实、过程更加扎实、
结果更加扎实。当好项目建设“服
务员”，主动为项目建设企业争取各
类政策支持，帮助协调解决项目推
进中遇到的困难和突出问题，进一
步提升帮办服务水平。

市政协攻坚四组联合滨州北海
经济开发区，聚焦山东滨华新材料
有限公司碳三碳四综合利用项目建
设过程中提出的“水资源指标短缺”
问题，成立课题攻坚组，全程盯上靠
上，积极协调服务，形成“魏桥‘二手
海水’再利用+碧水源联合沙特水务
公司海水淡化+滨华新材料终端使
用+汇泰尾水提取溴素及其他元素
再利用”闭环式海洋经济综合利用
方案，有力推进了项目建设。

集聚各方优势、各方资源、各方智慧
市政协向市县两级政协委员发

出倡议书，号召全体政协委员把智
慧和力量聚焦到招商引资、项目建
设、工业经济上来，凝聚打好“三大
战役”的强大合力和广泛共识。开
展“学习新思想、岗位建新功、履职
展风采”委员学习实践活动和“联心
汇智 助力攻坚”委员联络活动，引导
广大政协委员积极投身项目建设主
战场，截至9 月底组织政协委员深入

企业103家，提出意见建议85条。
市政协发挥社情民意信息“直

通车”作用，聚焦我市项目建设中的
微观问题等积极向全国、省级层面
反映，助力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组
织开展住县市区市政协委员跨县
市区视察活动，对全市重大项目建
设现场进行视察，提出意见建议，
汇聚共建品质滨州的广泛共识和磅
礴力量。

市政协为北部片区项目建设
添势赋能

本报讯（记者 荆常忠 报道）近
日，记者在市生态环境局获悉： 1—8
月份，我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
善，同比改善率列全省第 10 位，11
个国控、7 个省控断面全部达到Ⅳ类
及以上水质，12 个市控断面全部消
除“劣Ⅴ”类，国控断面优良水体比
例达到45.5%，达到省定目标要求。

据了解，我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已连续3 年实现较大改善，河流水质
改善的“天花板”效应凸显。小清
河、徒骇河年底前需要完成Ⅲ类目
标，“提优 III”压力较大；潮河、秦口
河、支脉河流域污染负荷依然较重。
下一步，全市生态环境系统将扛牢
治污责任，紧盯水质断面变化，把握
重点、精准施策、系统治理，深挖水
质提升潜力。

做好“改”的文章，加快推进“两
清零一提标”。2024 年底前完成剩
余 4 家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
务，对另外9 家已完工的污水处理厂
开展检测评估，确保发挥作用。以
汛期暴露问题为重点，补齐市主城
区、县城建成区生活污水治理设施

短板，确保重点河流沿线雨污混流
问题清零。

做好“管”的文章，严厉打击水
环境违法行为。一方面，锚定国家
下达的“入河排污口 100% 溯源和
70% 整治”这一任务目标，对 1337
个排污口开展全面复核。加快推进
实现小清河唐口桥、范李以及徒骇
河 富 国 3 个 断 面 水 质“ 提 优 III”。
另一方面，对直排河企业和污水处
理厂开展拉网式排查，严肃查处污
水 处 理 设 施 不 正 常 运 行、污 水 溢
流、超标排放甚至是人为干扰监测
数据等违法行为，确保直排河污染
源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准Ⅴ类标
准。

做好“补”的文章，统筹做好河
湖生态补水。建立生态补水共同协
调和信息通报长效机制，协调黄河
河务、城乡水务等部门，统筹调度相
关县区，充分利用黄河水、雨洪资
源、再生水实施河湖生态补水，进一
步增加重点河道水域面积和生态径
流，增强河道自净能力，逐步提升水
环境质量、修复水生态系统。

我市地表水环境质量
连续3年实现较大改善

近日，中建八局的员工在津潍高铁站前五标
段小葫芦头村制梁场忙着吊运钢筋笼吊具。

中建八局承建的天津至潍坊高速铁路站前五
标段位于无棣县区域内，线路全长 31.520 千米，是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
该标段正加紧对桩基、承台、墩柱、连续梁、预制梁
等进行施工。今年底，该标段将完成桩基、承台、
墩柱等工序施工。

（通讯员 高士东 徐诗曼 吴云峰 摄影）

本报讯（记者 丁春贵 报道）日
前，记者在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近
年来我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
培植乡村特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
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有力
推动了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壮大产业规模，推动集群化发
展。通过打造粮食加工、畜牧水产
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推动现代农
业规模化发展。沿黄小麦、肉牛、大
豆入围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数量全省第一。发挥龙头带动作
用，积极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目
前全市共有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460家，其中国家级8家、省级78家、
市级 374 家，数量居全省前列；培育
了魏桥、西王、香驰、中裕、亿利源等
大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是全国最大
的棉纺加工基地、粮油生产加工基
地和肉牛加工基地。搭建产业集聚
平台，积极推进产业集聚载体建设，
争创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产业强
镇和乡土产业名品村；2 个县区入选
国家级产业园，省级产业园实现7 个
县市区全覆盖，获得省级以上财政
资金3.8亿元，列全省第一位。

延长产业链条，推动多元化发
展。注重农业科技支撑。支持农产
品加工企业与中国农科院等科研院
校联合，建设了一大批重点实验室、

技术创新中心等平台。注重原料基
地布局。按照品种培优、品质提升
和标准化生产等要求,支持农产品
加工企业通过自建、订单等方式，发
展 100 多个农产品加工原料基地。
注重三产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农产
品精深加工，培育了一批农业全产
业链“链主”企业；拓展农业多种功
能，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
新业态，促进了农业多环节增效。

提升产业层次，推动品牌化发
展。促进特色产业提档升级，大力
发展沾化冬枣、阳信肉牛、博兴对虾
等特色富民产业，推动产业提质增
效。截至目前，建成国家级乡村特
色产业专业村 14 个、专业镇 15 个。
打造农业品牌培育体系，积极开展
农业品牌创建、培育、推介等工作，
持续扩大“食域滨州”品牌影响力，
已创建省级知名农业品牌41个。做
强产业品牌提升价值链，依托滨州
丰富的自然资源，培育形成了“沾化
冬枣、阳信鸭梨、惠民蜜桃、邹平山
药”等一批独具特色的农业品牌；打
造了“渤海黑牛、洼地绵羊、沾化黑
猪”等畜禽种业品牌，以及阳信清真
牛肉、沾化利国羊肉、博兴对虾等畜
牧水产品牌，带动了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滨州现有市级以上
农业龙头企业46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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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2023年全市工业增加值
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推动

工业经济稳增长，是加快建设品质滨
州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 75 年
来，伴随着城市发展、社会进步，滨州
工业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制造强市建
设步伐坚定。

产业规模持续扩张，支
撑作用稳固有力

工业压舱石不断夯实。全市工
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0.08亿元增加
到 2023 年的 1169.88 亿元，占地区
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8%；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从 1949 年的 161 万元增
加到 2023 年的 8365 亿元；规模以上
工业主营业务收入从 1949 年的 97
万元增加到2023年的9473亿元。

生产能力持续扩大。经过 75 年
的建设，工业生产迅速扩张，截至
2022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拥
有棉纺锭 599.9 万锭、织机 2.35 万
台，已拥有 1120 万吨的原油加工能
力，553.5万吨的电解铝生产能力，发
电设备装机容量达到 2124.14 万千
瓦时。产品产量大幅增长，2023 年
全市 53 项产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列
全球或全国第一位。

龙头企业不断涌现。2023 年，
全市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9 家；新增创新型中小企业 415
家、省级瞪羚企业 20 家、省级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 212 家，均实现了当年总

量倍增。魏桥创业集团跃居世界
500 强第 172 位，6 家企业上榜 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9 家企业上榜
2023 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 500 强。
厚实的家底构筑了滨州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大盘。

企业效益显著提高。2023 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9473 亿元，是 1978 年的 2763 倍，
年均增长 19.3％；实现利润 375.47
亿元，是 1978 年的 1477 倍，年均增
长 17.6%；实现利税 586.32 亿元，是
1978 年 的 1421 倍 ，年 均 增 长
17.5%。

行业结构不断优化，转
型升级成效明显

工业门类较为齐全。滨州是工
业强市，是一座家底厚重的实业之
城，已培育形成高端铝业、精细化工、
智能纺织、食品加工、畜牧水产五大
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拥有国民经济
41 个工业大类中的 38 个，涵盖了采
掘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和供应业三大门类，一个行业比较齐
全、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现代工业体
系已经初步形成。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中国成立

以来，我市传统工业在产业规模迅速
扩大的同时，不断通过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技术改造等实现产业升级、脱胎
换骨。依托重点龙头企业，发展铝型
材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初步形成
了在全球具有较强影响力特色高端铝
产业集群。纺织产业逐步改变了以棉
纺初加工为主的行业结构，实现毛纺
织、家纺高端化，推动纺织产业转型升
级。新能源发电从无到有，发展步伐
不断加快。到2023年底，全市风力发
电量达到33.24亿千瓦时，全市太阳能
光伏发电量已达11.73亿千瓦时。

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全市聚力
新兴产业规模化，壮大高端装备、新
能源、新材料、医药健康、电子信息、低
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规模，打造千亿级新
能源产业集群、千亿级锂电新材料产业
集群。聚力特色产业园区化，打造千
亿级金属板材产业集群、500 亿级商
用厨具产业集群、300 亿级绳网产业
集群。2022 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
产 值 占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比 重 为
16.94%；2023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41.43%，比2012年提高17.2个百分点。

新时代新征程上，滨州将坚持以
推进新型工业化为统领，加快建设以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为奋力谱
写中国式现代化最美滨州篇章奠定
坚实基础。

工业经济跨越式增长 制造强市建设步伐坚定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滨州市工业经济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张生

数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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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发展提高人道服务能力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和人类和平
与进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在信中指出，中国红十字

会是党和政府在人道领域联系群众
的桥梁和纽带。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红十字会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焦
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
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加强公
信力建设，提高人道服务能力，积极
参与和支持国际人道主义事业，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和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
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对红十字工作的领导和支持，为
红十字会依法履职创造良好环境和
条件。希望全国广大红十字工作者、
会员、志愿者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
代重任，在矢志奋斗中书写中国红十
字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中国红十字会第十二次全国会
员代表大会 9 日在京开幕，会上传达
习近平致信。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
开幕式并会见全体代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国中在开幕式上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致辞并参加会见。他说，中国
红十字会第十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红十字事业取得显
著成绩。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红十字
会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
导，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强化“三救
三献”本职工作，持续提升业务能力，
协助党和政府织密织牢民生兜底保
障网。深入推进红十字会改革，增强

服务意识，锤炼过硬作风，深化国际
交流合作，为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贡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
出席上述活动。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红十字会会
长陈竺主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代
表、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代表分别致辞。中华全国总工会书
记处第一书记徐留平代表群众团体
致辞。会议表彰了 32 个全国红十字
会系统先进集体和10名先进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