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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北综合智慧产业园
“跑步前进”

本报讯 段文奇 张倩钰 董敏敏 记者尹明波

报道 日前，伴随机器隆隆轰鸣声，位于山东省滨

州市无棣县的鲁北综合智慧产业园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火热开工，标志着山东第一个源网荷储一体

化项目全面进入施工阶段。

鲁北综合智慧产业园是山东“十四五”新旧动

能转换十二个重大支撑项目之一，是落实碳达峰碳

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举措，被列入山东电力发展

“十四五”规划，计划总投资614亿元，以“运营信息

化、数字智能化、服务平台化、园区移动化”为智慧

园区建设标准，采用“1+1+5”总体方案，涵盖1个智

慧大脑、1个产业基金、5个智慧应用模块（智慧能

源、智慧化工、智慧物流、智慧海洋、智慧小镇），全

面推动产业结构智慧升级，提升园区智能化建设水

平。此次开工的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作为鲁北综

合智慧产业园智慧能源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

业园能源基础配套设施。该项目主要包括风电系

统、光伏系统、燃气联合循环机组、储能系统、局域

网输配电工程和综合智慧能源管控平台。

“项目保证当前供电安全前提下，稳步提升可

再生能源电量消纳比重，为区域增量用户负荷提供

绿色低成本电力、蒸汽。”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鲁

北综合智慧产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力促园区

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力推园区能耗由煤电转向清

洁低碳，为传统化工园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示范样

板，为山东新型电力系统构建提供有益探索和尝试。

据滨州市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加快

项目建设进度，提高项目审批效率，推动项目尽早

开工，滨州出台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帮办代办服务实

施方法，各级部门与项目单位协调联动、综合施策，

推动项目如期开工。根据审批部门、申请资料、提交

份数等要求，制定鲁北综合智慧产业园源网荷储一

体化项目立项至基坑施工许可阶段服务方案、鲁北

综合智慧产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审批事项“一

张表单”等，为项目审批保驾护航。建立“5+N”联动

机制，组建由多部门业务骨干组成的“项目管家帮办

代办团队”，与项目单位签署帮办代办服务确认书，

提供全链条服务，为企业节约办理时限2个月。帮办

代办团队联合项目主管部门，组织5个相关审批部门

召开项目专题联席会3次、开展上门服务5次、解决

问题10项；同时坚持上门回访、实地查看，及时掌握

企业需求，提升代办服务效能。

□ 保 妹

□ 本报记者 张海帝

2022年以来，安徽省蒙城县

针对农村二轮土地承包“肥瘦搭

配”户均承包地6块以上、户与户

地块之间田埂墒沟为界造成的田

块零散细碎、耕地浪费等问题，深

化“户均一块田、一村两作区”改

革，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目

前全县 268 个行政村互换并地

165.76万亩。

尊重民意谋划改革，遵循“三

个不变”。一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性质不变。只在群众并地意愿强

烈的村开展改革，土地所有权属不

作变革、不搞强行推进、不越法律

和政策红线。二是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制度不变。在农村二轮土地

承包制度框架下推进改革，多出

来的耕地优先种植粮食，仅以村

民组为单位预留3%机动地，作为

农村公益设施用地。原村民组承

包范围不变。坚持农户自愿，通过

农户之间相互协商、互换地块并地

后形成的“一块田”，以确权登记颁

证方式予以确认，让群众得实惠、

无顾虑。

依靠民力实施改革，规范“五

个步骤”。一是做好动员。组织村

民代表到试点村现场观摩，安排镇

村干部走村入户讲解政策。遵循

“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邀请村

民组内全体村民现场表决，意见统

一后再实施。二是摸清底数。对

每块耕地现场丈量，摸清各家承包

土地面积、地块分布及宅基地、沟

塘路坝等情况，作为土地互换依

据。三是评定等级。根据耕地土

壤肥力、生产条件等，评定土地等

级，等级低的耕地按照1.1~1.3亩

折算为1亩。对地块等级低的耕

地，后期优先列入高标准农田治理

项目。四是民主抽签。开展民主

讨论，确定土地互换并块方案。第

一轮抽顺序签，第二轮抽分地签，

依次从村民组耕地大盘子确定自

家“一块田”的面积和四至，结果由

农户签字认可。五是确权登记。

完善土地确权手续，实行“一户一

表”“一村一册”，集中备案存档，做

好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蒙城县推行“一块田”改革后，颁发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234767

份，确权颁证率100%。

深察民情推进改革，优化“两

种模式”。“自种区”——农户自行

耕种、自主经营。根据农户意愿，

把自行耕种的农户统一规划在“自

种区”，有效解决“一户不愿流转，

影响整个村”的问题，进一步提高

了土地资源综合利用率和规模效

益。“流转区”——村集体统一流

转、支付租金。把有流转意愿的农

户统一规划在“流转区”，按农户耕

种、流转分类摸底统计，逐户登记

造册、农户签字认可。由村集体统

一与新型经营主体签订土地流转

合同，农民领取土地租金。蒙城县

15个乡镇29个行政村稳步推进

“户均一块田、一村两作区”改革试

点，面积达17.12万亩。

聚焦民富深化改革，推动“三

个结合”。一是与农业结构调整相

结合。在粮食总产量增加持续攀

升的情况下，适度调整农业种养殖

结构。蒙城县优质小麦种植面积

增至165万亩，同步建成上海市外

蔬菜主供应基地10万亩、稻渔综

合种养8.6万亩，创建“一村一品”

示范村103个。二是与优化农业

社会化服务相结合。推行“供、耕、

种、管、收、销”六位一体农业生产

大托管模式，为农民群众提供田地

代耕、粮食收储“田保姆”服务，通

过农资集中采购降低农业经营成

本，托管面积83.7万亩，每年每亩

平均增收400元。三是与农业经

营模式创新相结合。在许疃镇土

桥村、坛城镇楼山村整村推进土地

流转，农民带地、带机、带资入股村

集体股份合作社，实行“保底收

益＋按股分红”，农户入社土地保

底金每亩每年800元，加上盈余分

红，每年每亩收入900元以上。

□ 李艳龙

“我家的5亩地全部流转给隆

源果蔬合作社，并以土地形式入

股，2022年领到土地租金和入社

分红1万元。我家离这儿近，干农

活很方便，平时我在合作社的葡

萄园里打工，一个月工资 3000

元，加上地租和分红，我一年总收

入4万多元，入股后比我自己种地

收入高。”不久前，安徽省砀山县

良梨镇桃源村农民崔吉良给笔者

算了一笔“种地账”。

党建引领、支部带路、集体增

收、群众分红。不久前，桃源村举

行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分红大会，

村民们共同分享村集体经济发展

带来的红利。

据了解，2019年桃源村立足

本村实际，大胆探索创新，通过村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产业为依

托，以合作社为载体，充分盘活整

合土地资源，适时引进阳光玫瑰葡

萄特色品种，积极探索实施“党支

部+集体经济合作组织+经营主

体+农户”新型产业模式，以发展高

效农业为主体，注册“嘉隆”牌商

标，取得无公害产品认证，生产的

水果销往全国各地。2022年桃源

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0万元以上。

桃源村党总支书记孙绍思说：

“桃源村发展规模化产业种植，村

党总支领办砀山县隆源果蔬专业

合作社，村民通过土地形式入股，

积极性很高。目前共入股299户，

此次合作社共分红60.7万元。”

支部有作为、群众得实惠、集

体增收益。近年来，桃源村乘乡村

振兴的东风，大力推进农业转型与

升级，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经济，打开了绿色农业发展的新世

界。以村民土地入股的方式，开展

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经营，使村集

体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让村民

们实实在在享受到合作社产业链

增值带来的效益。同时，通过股份

制把党组织和群众紧紧连在一起，

以股连心、连责、连利，真正走出一

条党建引领乡村振兴、产业壮大富

村民的发展新路。

据良梨镇党委书记唐琳成介

绍，近年来，良梨镇大力探索土地

适度规模化流转工作，特别是桃源

村在土地流转、推进产业结构调

整、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等方面，为

全镇作出了有益探索。这种“保底

地租+分红+务工收入”模式，让农

民把土地流转出来，安心外出务

工，或就地转移从事二、三产业获

取工资性收入，促进群众居家务

工，带动参股农户增收。

“2023年桃源村集体经济的

目标是突破100万元。”孙绍思说，

下一步，桃源村打算进一步扩大

种植面积，对土地适度规模化流

转，吸纳更多的群众以土地入股。

并且以小田变大田的办法，增加村

级集体经济收益，促进群众增收，

为乡村振兴发展贡献力量。

□ 本报记者 王 进

为破解经济发展缺龙头、缺链

条、缺集群、缺平台等困境，破除制

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壁垒，四川

省达州市引改革活水、辟发展新径，

实施达州高新区扩区调位、新设达

州东部经开区为主要内容的“双园

双驱”改革，举全市之力建设高能级、

高层次产业集聚平台和创新创业平

台，打造经济发展火车头、改革创新

主战场、对外开放主载体、产业发展

聚集区，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北翼振兴战略支点赋予动力源泉。

“改革驱动”
下好立足长远发展“先手棋”

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建

设的重要承载地，达州市“双园双

驱”改革着力破解园区发展难题，构

建新格局。

破解“园区多、体制乱”难题。

撤销秦巴新区、空铁产业园区、秦巴

物流园区、马踏洞金融城等一批园

区（项目）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

对达州高新区扩区调位，新设达州

东部经开区，将多个产业园区（项

目）并入高新区和东部经开区。

破解“平台小、层级低”难题。达

州高新区总管辖面积由原来的

142.80平方公里扩展至323.5平方公

里，规划管理面积451平方公里，主要

布局新材料、电子信息、数字经济、现

代服务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达州东部经开区总管辖面

积达到452.66平方公里，主要布局

钢铁及配套、智能制造、化工及新材

料3大主导产业，打造三座新城。

破解“力量散、效率慢”难题。对

园区资源要素、职能职责等进行整

合，完成国土空间重新规划，实现“两

区”总体规划、产业规划、交通规划及

水电气网等专项规划“多规合一”。

“创新驱动”
构筑高质量发展“核心区”

坚持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引领

创新布局，围绕全市“一核四带多

点”区域创新格局，构建以达州高新

区、达州东部经开区为核心的高新

技术研发应用引领核，打造达州创

新发展主引擎。

谋划新定位。达州高新区全面

对标国家级高新区评价标准体系，

定位打造万达开区域创新中心主引

擎和西部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新高

地；达州东部经开区以麻柳智造城、

亭子职教城为基础，定位建设“产城

绿乡”深度融合的城市新区和全市

工业制造业新引擎。

设置新目标。达州高新区紧盯

“成功创建国家级高新区”总体目

标，聚焦“两新一数”主导产业和

“3+4”特色园区，奋力推进中国（四

川）自由贸易试验区达州协同改革

先行区等“五区”建设；达州东部经

开区紧扣“努力创建国家级经开区”

总体目标，加快建设万达开绿色智

能铸造产业园，高质量打造3大主

导产业和2大辅助产业，确保地区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5%以上。

探索新路径。达州高新区围绕

“高”“新”“特”三篇文章，厘清“壮大

体量、做强载体、创优模式”三条路

径，突出“规划引领、产业集聚、项目

支撑、开放创新”四大抓手，构建“一

带两区多园”全域发展新格局；达州

东部经开区以要素保障、优化环境、

改革创新为支撑，推进“一线”“三园”

“两河”“三路”“两房”“三要素”等22

个重大牵引性基础设施项目，推动

东部经开区快速成势、逐步成城。

“开放驱动”
打造经济发展“增长极”

以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开放平

台和“双招双引”为抓手，深度融入

成渝“双城圈”，联动建设万达开“示

范区”，积极探索飞地园区、伙伴园

区、配套园区、军地联动等合作模

式，不断拓展区域合作新空间，打造

经济发展新兴增长极。

营造高品质投资环境。强化政

策与服务双向发力，加快标准化厂

房等建设，出台“两区”《招商引资项

目全生命周期服务流程图》等政策

文件，全面推行“证照分离”“容缺审

批”“承诺备案制”“联评联审”等改

革，实施“一条产业链、一名区领导

挂包、一个专班推进、一套政策支

持”的“四个一”产业工作机制，全面

提升服务效能；建立特色园区“指挥

长+园长”制，实施重点产业“链长

制”，落实重点项目挂包制和企业

（项目）“秘书制”；推进国企科技金

融改革，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融资慢问题。

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高质量

运行国家技术转移西南中心达州分

中心，打造高标准技术市场交易体

系，建成玄武岩纤维厅市共建省级

重点实验室和川东北首家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等“双创”平台；开通

“蓉欧、渝新欧+达州”“达州—万州”

铁水联运、“达州—北部湾”“冷链+

普货”等国际物流通道；推动建设达

州保税物流中心（B型），加快创建自

由贸易试验区达州协同改革先行

区，积极申建达州综合保税区，创建

省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外

向型经济发展平台。

招引高价值市场主体。2022

年，达州东部经开区招引16个项目

总投资315.5亿元；达州高新区新

签约项目78个，投资总额达609.05

亿元，同比增长270.61%。

“资源驱动”
拓展产业发展“全链条”

充分利用现有优势资源和产业

基础，挖掘新潜力，培育新支柱。

围绕支柱产业强链。达州高新

区以“亩均论英雄”，对新进产业项

目实施招引、建设、投产“三评价”制

度，加快“腾笼换鸟”，释放土地

1781.15 亩，腾退标准厂房 63645

平方米，全链条精细管控产业质量，

推动能源化工、建材、机械加工等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达州东部经开区

结合方大达钢搬迁升级和万达开绿

色智能铸造产业园，做优做强做精

钢铁产业链，全力创建国家新型工

业化示范基地。

围绕特色产业补链。达州高新

区围绕玄武岩纤维产业，在全国率

先实现五大核心工艺完整布局，初

步构建起全链推进的产业生态，着力

打造“中国纤谷”与“玄武岩制品之

都”，累计入驻玄纤原丝及后制品企

业19家，科研机构1家，全年实现产

值约22亿元，同比增长约44%；达州

东部经开区紧扣“绿色智能”目标，建

设高炉铁水应用的支撑极和高附加

值铸件的增长极，形成“一园两极三

链四区”产业格局。

围绕新兴产业建链。达州高新

区聚力建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

联网为配套的数字经济产业园，目

前，已建成呼叫座席1000余个，数

字产业化规上企业达133家，净增

18家。达州东部经开区聚焦新材

料，大力发展钢铁、钒钛资源关联产

业，利用钢铁冶炼产生的钒渣发展

钒制品产业，利用含钛高炉渣、钛精

矿等资源发展钛制品产业，建立新

材料完整产业链。

地方传真

大连自贸片区推出全国首个
《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范》

本报讯 记者施文郁报道 为推进氢能产业

发展，大连自贸片区在开展制氢加氢一体站建设实

践的基础上，推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

连片区（保税区）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范》，对制

氢加氢一体站选址及站内布置、工艺系统技术要求、

安全设施、安全管理、采暖通风和安装及验收等都提

出了明确要求，进一步提升了制氢加氢一体站的安

全保障。

据悉，这是该领域全国首个技术规范。该规范

对构建制氢、加氢、储氢、用氢全产业链一体化发展

模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和实践意义。

探索非化工园区制氢加氢一体站建设。为大

幅降低制氢成本，促进氢能产业发展，大连自贸片

区大力支持企业探索非化工园区制氢加氢一体站

建设，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帮

助企业解决了站内制氢的准入难题和商业运营面

临的问题。

支持专业机构制定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范。

甲醇制氢装置可以直接生产出满足燃料电池车使用

的氢气，并且投资低、建设周期短，原料来源稳定且

价格较低。为促进这一装置建设试用，大连自贸片

区联合专业机构研究制定《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

范》，并在这一技术规范的指导下建成首个分布式甲

醇制氢加氢一体站。投入使用后将会积极推动氢能

在交通领域的利用，也将为加氢站选择低成本供氢

技术提供应用示范。

借鉴地方标准程序发布《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

规范》。为推进制氢加氢一体站规范建设和发展，大

连自贸片区与大连市标准院有限公司合作，借鉴地

方标准的制定程序，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家评

审会、管委会召开主任办公会审议等工作流程，最终

推动《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大连片区（保税

区）制氢加氢一体站技术规范》发布施行。这一技术

规范在普遍适用性和可实践应用推广方面具有较强

的指导意义。

据了解，不久前，全国首个分布式甲醇制氢系

统—中石化北方能源（大连）有限公司大连盛港加氢

分布式甲醇制氢系统完成调试，成功产出纯度

99.999%的高纯氢气。氢气的合格产出标志着该站

实现了制、储、加、运一体化发展的全产业链模式。

同时为现场制氢提供了先行样板，形成了可复制、可

推广的先进经验。目前，中石化北方能源（大连）有

限公司已建成2座加氢站，计划2023年再建6座综

合加氢站，进一步丰富氢能场景应用。

“双园双驱”改革赋予达州发展新动力源泉

“小田”变“大田”为农业现代化注入新动能
安徽蒙城县深化“户均一块田、一村两作区”改革，目前全县268个行政村互换并地165.76万亩

土地入股共经营 农民入社喜“分红”
安徽砀山县良梨镇桃源村探索实施新型产业模式，

发展高效农业，实现集体增收、农民受益

现代农业产业园里感受“智慧农业”
近年来，安徽省合肥市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着力打造各具特色

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发展智慧农业，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带动乡村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图为工作人员在合肥市肥西县花岗镇现代农业示范

区一蔬菜种植基地内查看蔬菜长势。（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 摄

实施达州高新区扩区调位、新设达州东部经开区为主要内容的改革，
为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北翼振兴战略支点赋予动力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