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王振宇

□ 本报记者 尹明波

日新月异的产业园区、塔吊挥舞

的建设工地、拔地而起的标准化厂

房、机器轰鸣的生产车间……初春时

节，地处鲁西南的菏泽，处处呈现出

项目建设的火热景象，处处跳动着高

质量发展的强劲脉搏。

多年来，山东省菏泽市广大干部

群众始终锚定“后来居上”奋斗目标，

聚焦聚力重点产业、乡村振兴、城市

功能、营商环境“四个突破”，大力实

施工业强市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

绕“231”特色产业体系，持续加大项

目招引和建设力度，精准点燃了重点

产业“引爆点”，产业发展含金量、含

新量、含绿量明显提升。在经济增长

连续多年领跑全省的基础上，2022

年，菏泽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继续高于

全省平均水平，菏泽市地区生产总值

同比增长4.2%、总量突破4000亿元

大关，达到4205亿元；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同口径增长10.8%、突破300亿

元；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1%；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

沉甸甸的成绩背后，付出的是汗

水，凝聚的是力量，结出的是硕果。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项目是产业发展的“源动力”，抓

项目就是抓发展，抓优质项目就是推

动高质量发展。

作为山东省重大项目，菏泽现代

医药港是该市全力打造“231”特色

产业体系、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领

头羊”项目。2020年成立以来，围绕

医药科研孵化、医药制剂、高端医疗

器械、创新医疗技术、医美健康等领

域，在高标准基础设施、科研孵化、产

业基金和专业化服务等方面持续发

力，全力打造业态一流、产业一流、模

式一流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圈。大

项目、好项目不断落地，让菏泽现代

医药港持续集聚发展动能。

山东简道制药是菏泽现代医药

港引进项目，是国内唯一一家在骨质

疏松领域产品全覆盖的专业化制药

公司，一期总投资6.5亿元。该项目

围绕创新药、高端仿制药等产业链，

锚定行业前沿和市场需求，在骨质疏

松领域进行全产品线布局，着力开发

水针、口服溶液剂、固体口服制剂、软

胶囊等产品。

“2022年 7月，水针、口服溶液

剂开始试生产，固体口服制剂、软胶

囊车间2022年底进行了中试。”山东

简道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总监陈诚说，

企业全部建成投产后，可实现销售年

收入10亿元，解决就业200余人。

正如菏泽市委书记张新文所说，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细胞，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柱。凡是经济实力强的地

区，必然有雄厚的企业做支撑。

近年来，菏泽现代医药港积极培

育现有企业，大力引进优质项目，为

推动全市医药产业加速崛起提供了

坚实支撑。截至目前，菏泽现代医药

港已签约主导产业项目50余个，合同

总投资超过150亿元，北京科信必成、

北京康辰、南京知和、华药华坤、近岸

蛋白等国内知名企业落地菏泽现代

医药港，合同引进药品文号191个，

其中创新类药物文号15个。累计取

得药品生产许可证12个，占山东省

同期核发许可证数量的1/5。现代

医药港已成为菏泽高质量发展的希

望所在、潜力所在、增长点所在。

一个个优质项目的建设、投产，

犹如一粒粒种子拥抱沃土，带来新的

希望。在它们的强劲驱动下，菏泽生

物医药产业聚变增长、突破成势，规

模以上企业产值年均增长30%、实

现三年翻番，2022年达到 833.8 亿

元，千亿级产值、百亿级税收的高端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科技创新是引领企业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手段。2022年以来，菏泽

市着力加大研发投入，科技财政支出

增长67.4%。切实强化平台建设，山

东省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创业共同体、

现代中药领域省级实验室等加快建

设；牡丹产业技术研究院成功获批省

级新型研发机构，“一企一平台”覆盖

率达到32.9%；新认定院士合作协调

创新中心7家。

在东明石化30万吨/年原油催化

裂解制烯烃技术（UPC）科技试验项目

建设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施工。

该项目是菏泽单体投资最大的高端制

造业项目，成为全市高端化工产业能

级攀升、技术飞跃的重磅利器。

以原油为原料直接生产烯烃技

术，一直是制约我国石油化工行业转

型的难题。为尽快攻克这一难题，东

明石化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及国家

重点实验室合作，联合开发了UPC

技术。东明石化UPC技术通过国家

级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际一流国内

首创的先进水平，具有能耗低、流程短

等优点。与传统工艺相比，生产同等

规模的乙烯可以减少原油消耗约

60%。该技术的推广应用，为地方炼

化企业探索出一条转型升级、化解过

剩产能、实现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增

强我国石化行业综合竞争力，缓解我

国原油进口压力，对维护国家能源安

全具有积极作用。

突出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瞄

准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菏泽市发展

的突出特点。在不久前召开的第六

届山东省科技工作者创新大赛上，菏

泽鲁西新区山东大树达孚特膳食品

有限公司申报的“糊精、β-环糊精生

产关键技术开发及应用”参赛项目荣

获一等奖。该公司一直致力推进产、

学、研、服为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和

实验室建设，不断攻克技术瓶颈和

“卡脖子”难题，近3年来已取得专利

10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80余项，依

靠品质与核心技术实现三倍速发展，

为企业未来在大健康产业中突破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科技基础。

如今，菏泽鲁西新区越来越多的

企业尝到了科技创新、技术升级带来

的“甜头”。劲嘉新材料工业园自主

设计的BOPP薄膜生产线是目前全

国最先进的高端包装膜生产线；康沃

动力与天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甲醇动

力发动机技术业内领先；科技孵化园

内的数字口腔影像技术研发创新中

心项目，打破了国外垄断局面，填补

了国内市场空白……一个个科技领

军企业创新制胜的生动故事正在接

连上演。

优环境就是优活力

“政策暖心、服务贴心、办事顺

心，回到菏泽发展我觉得非常舒心，

也希望更多的老乡们能回到家乡发

展。”山东百帝气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现综说，2017年，他积极

响应菏泽市委、市政府的号召，带领

人才团队、资金、技术返乡创业，把企

业落户在郓城县经济开发区。

据介绍，山东百帝气动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是国家认定的高新技术企

业，主要从事研发、生产、销售气动元

器件、电磁阀、智能化气动液压工作

站等。经过多年发展，该公司已成长

为我国长江以北最大的国产气动元

件生产厂家，2022年，先后被认定为

山东省“瞪羚企业”、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公司研发中心被山东

省发展改革委认定为“智能化气动技

术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省级研发

平台）的依托建设单位。

企业蓬勃发展，与优质的营商环

境密不可分。近年来，菏泽市持续强

化“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的理念，把

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程，把

企业和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扎实

开展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从优化

政策、优化服务、优化效率等方面“筑

巢引凤”，擦亮了“菏泽服务”营商环

境品牌。截至2022年底，菏泽市在营

市场主体90.17万户，同比增长7.25%，

其中企业、个体工商户分别增长7.71%

和7.05%，市场活力不断迸发。

波澜壮阔欣回首，敢为人先又续

征。如今的菏泽，正处于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赋能助力，

山东省委、省政府新一轮“突破菏泽、

鲁西崛起”行动即将实施，鲁西新区

建设和发展全面起势的战略机遇期，

全市上下将埋头苦干、勠力前行，乘

势而上、久久为功，加速构建关键性

支点、现代化链条、一流生态圈的产

业体系，大力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为谱写菏泽后来居上崭新篇章而

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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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培育万亿级现代化
海洋牧场产业集群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现代海洋牧

场，发展深水网箱、养殖工船等深海远海

养殖。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

“大力发展海洋牧场和深远海养殖”，将

其作为发展海洋经济的新抓手。当前，

广东正加快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着力培育万亿级现代化海洋牧场产业集

群，打造“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新的增长极。

四川把产业振兴
作为乡村振兴重中之重

做好“土特产”大文章，推动
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本报讯 记者李平贵报道 日前，

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在成都市举行

2023年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徐芝文

表示，近年来，四川省委、省政府以现代

农业园区建设为抓手推动农业高质量

发展，形成了国省市县四级园区梯次创

建、辐射带动面上现代农业发展的良好

局面，第一产业增加值连续6年稳居全

国前两位，川粮油、川菜、川果、川茶等

“川字号”农产品的规模、效益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

“下一步，全省将坚持把产业振兴

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聚焦做好

‘土特产’这篇大文章，树牢产业化思

维，提升标准化生产，强化社会化服务，

夯实科技化支撑，不断强龙头、补链条、

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

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徐芝文说。

一是加快发展现代农业园区和产

业集群。结合推动成渝现代高效特色

农业带建设，发挥现代农业园区辐射带

动作用，今年将新认定或晋级60个以上

省级园区、100个以上市级园区，争创两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新培育10个以

上全产业链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60个国家级和省级农业产业强镇，支持

建设经济作物标准化示范基地100个、

牛羊禽兔标准化养殖场40个、国家级水

产健康生态养殖示范区4个，持续优化

农业产业布局，着力形成更多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做大做强做优“川字号”特色

产业。

二是加快发展现代食品产业。大

力推进农产品产地初加工设施设备建

设，实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排头

兵”工程，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做大做

强，提高产地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水

平。抓好品牌建设质量管控和市场开

拓，加快补齐保鲜存储、运输销售等短

板，积极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省，集中打造“天府粮仓”区域公用品

牌，推动农业生产供应链、精深加工链、

品牌价值链“三链同构”。今年，全省将

选育50个“链主”龙头企业，引领50条

产业链补短延链，培育 100 个“川字

号”特色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

三是积极发展乡村新产业新业

态。拓展农业多种功能，发掘乡村多元

价值，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健康养老、农

村电商等新业态。今年，四川将继续打

造一批国家和省级休闲农业重点县、乡

村旅游重点村镇、建设“天府度假乡

村”，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同时，

扩大农业开放合作，支持农业企业“走

出去”，扩大农产品出口，提升“川字号”

农产品的国际影响力。

□ 赵晓娟

□ 本报记者 郭建军

山西省晋中市“一片一带一圈”

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引起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日前，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出版了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国家高端智库乡村振兴实

验室编辑的《乡村振兴案例选（第一

辑）》，在全国选取了28个既展现乡

村振兴理论和实践内在逻辑，又体现

代表性、创新性和可借鉴性的典型案

例。其中，晋中市《加强“一片一带一

圈”建设因地制宜谋发展经验做法》

入选，成为山西省唯一入选案例。

晋中市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国务

院下发的《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

精神，立足市情，综合考虑11个县（区、

市）的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

财力水平、农民收入、巩固任务和城镇

化率等因素，适时提出“一片一带一

圈”建设规划，以通道为轴线、以产业

为依托、以村庄为单元，因地制宜、因

势利导，分类指导、分层推进，有序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

构筑“一片”，即在榆次、太谷、寿

阳3个县（区）打造城郊百公里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高标准建设10个示

范村、30个重点治理村、10个万亩现

代农业园，按照“产业支撑型、创新发

展型、党建引领型、能人带动型、生态

优先型、文化自信型”六种乡村发展

模式，打造一批“一看就懂、一学就

会、一干就成”的乡村振兴样板。提

升特色产业级次，示范片区的产业园

区和沿线产业围绕农民增收，突出

新、高、优，做好产业布局和项目安

排，引导种植结构调整，加强与山西

农业大学等院校的合作，积极在沿途

产业园区内植入科技兴农内容。

构筑“一带”，即以108国道、汾

河为轴线，在祁县、平遥、介休、灵石

4个县（市）打造平川百公里乡村振

兴示范带。示范带与示范片区产业

有机衔接、治理有机衔接、改革有机

衔接、富民有机衔接。把产业兴旺作

为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增

收的基础，立足108国道沿线现代农

业发展优势，重点打造祁县平遥—城

赵洪善片、平遥介休—中都张兰片、

介休灵石—绵山静升片3个片区的

19个示范村、51个重点治理村，力争

建设成为示范全省、引领全市的乡村

旅游观光带、城乡融合先行区、特优

产业分布带、农村改革集聚区。

构筑“一圈”，即围绕太长高速、南

太线、207国道、九榆线，在榆社、左权、

和顺、昔阳4个县打造东山百公里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循环圈。以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目

标，打造榆社城郊片、左权百里画廊、

和顺松烟片、昔阳大寨片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协调推进、融合发展的4个示

范片区，包含21个示范村、34个重点

治理村，串点成线、连线带面。

在“一片”建设中，榆次区着眼于

“立得住”，选取“两委”班子过硬、群

众基础良好、产业特色明显、发展势

头强劲的先进村，打造了“青山绿水、

六美后沟”“产村融合化、多彩石羊

坂”“乡愁体验、古韵后沟”“蔬果明

香、田园张胡”等乡村名片。致力“传

得开”，打造了林果丰核桃基地、富春

红玉火龙果基地、乌金山蓝莓园等一

批高品质园区，培育壮大金榜乳业休

闲牧场等一批新业态，形成了强大的

示范带动效应。

在“一带”建设中，祁县按照资源

整合、元素融合的思路，推进实施生态

景观、节水灌溉、省级酥梨现代农业产

业园等大型项目，打造万亩生态湿地、

万亩蔬菜、万亩药茶等万亩基地。同

时，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创

意农业、农耕体验等新型产业，不断丰

富乡村旅游业态和产品，着力打造各

类主题乡村旅游目的地和精品线路，

深度推进“三产”融合发展。

在“一圈”建设中，左权县以百里

画廊为基础，重点围绕产业级次提

升、生态建设等，探索乡村振兴与脱

贫攻坚的有效衔接。在产业发展上，

打造两个万亩片区，以百里画廊沿线

林下经济为主要阵地，发展万亩有机

中药材景观廊带。以麻田、泽城“有

机社区”为示范，打造万亩有机旱作

集中连片示范区，进一步夯实产业扶

贫基础，壮大产业发展成果。在生态

建设上，打造48公里“黄金谷”，途经

龙泉、桐峪、麻田3个乡镇40个村，

由24个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参与实

施栽植金叶榆、金枝槐等金色苗木生

态修复项目。通过政府统一流转土

地，扶贫造林专业合作社育苗，吸纳

60%以上建档立卡脱贫农民务工，建

成了一条集“山水林田湖草、林道亭

廊台池”于一体的金色生态景观带，

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促进乡村振

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截至目前，晋中市“一片一带一

圈”累计建设包含110个示范村、115

个重点治理村、30余个农业产业园区

的600余公里乡村振兴示范廊带。太

谷成功申报创建国家首批乡村振兴示

范县，榆次区获批创建国家蔬菜现代

农业产业园，祁县古县镇东城村入选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晋中市已全面

构建起农耕醉人、农庄醉人、生态醉

人、乡愁醉人、乡风醉人的“五醉图

景”，向世人展示美丽村庄、美丽公路、

美丽河道、美丽生态、美丽田园、美丽

经济的“六美元素”，推动全市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不断扩规提质，向纵深发展。

菏泽：精准点燃重点产业“引爆点”

晋中：夯实产业扶贫基础，壮大产业发展成果
以通道为轴线、以产业为依托、以村庄为单元，持续抓好“一片一带一圈”建设

菏泽菏泽：：芍药鲜切花产销旺芍药鲜切花产销旺
近日，山东省菏泽市种植的芍药鲜切花进入花蕾成长、成熟关键期，花农们忙着进行施肥、摘除侧蕾等养护工

作，采摘部分已达到成熟标准的花蕾向市场销售。图为在菏泽市牡丹区黄堽镇，两名销售芍药鲜切花的电商主播

在芍药种植大棚内进行网络直播销售。 新华社记者 徐速绘 摄

全力打造“231”特色产业体系，产业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明显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