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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卫景 刘丹丹

□ 本报记者 尹明波

地处山东省北部的滨州市辖惠民、邹平等

五县（市）和滨城、沾化两区，是世界高端铝业

基地核心区、国家重要的高端石化产业基地、

山东省唯一超千亿级纺织产业集群市、全国牛

羊优势产业区，连续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

市、外贸百强市、数字城市百强市。2023年，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实现3118.85亿元、增长

5.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4%，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完成292.14亿元、同比增长6.0%，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35877元、同比增长5.2%。

“近年来，我市出台培育发展壮大县域

经济各项决策部署，聚焦产业培育、科技创

新、城乡融合、‘双招双引’等重点领域，因地

制宜、精准施策，推动县域经济持续做大做

强。”据滨州市政协党组成员，市发展改革委

党组书记、主任梁中华介绍，2020年以来，

全市先后有6个县（市、区）获评山东省“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山东省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步县”。

夯实产业强实力

实体产业是县域经济做大做强的根本。

全国41个工业大类中，滨州市拥有37个，

2023年有53项产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列全球

或全国第一位。近年来，滨州各县市区抢抓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机遇，全力推进传统产业提

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崛起、特色产业做优做

强，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的根本支撑。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启动制造强市三

年攻坚行动，实施延链补链强链重点项目

350个，300家倍增计划培育企业完成产值

1900亿元、增长64%，高端铝业、精细化工、

智能纺织、食品加工、畜牧水产等五大产业

集群2023年营收突破1.2万亿元。

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新增新能源发电

装机容量110万千瓦，总规模超过600万千

瓦。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产业营收增长

均超10%以上，“四新”经济增加值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达38.5%、列全省第二位。320家

企业“智改数转”，培育省级数字经济园区

4家，揭榜入库“产业大脑”3家，数字经济核

心产业增加值实现倍增。

特色产业做优做强。在抓好主导产业的

同时，根据各县市区资源禀赋优势，大力发展

特色产业。目前，果糖（邹平）和金属板材（博

兴）生产规模居全国第一，粮食（博兴）、肉牛

（阳信）加工量居全国第一，绳网（惠民）和商

用厨具（博兴）市场份额居全国第一。

创新发展提动力

创新是发展第一动力，也是县域经济做

优做强的根本路径。近年来，滨州市深入贯

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创新摆在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核心位置，扎实推进“产教融合

型、实业创新型”双型城市建设，强化创新驱

动，增强县域经济发展动力。

平台功能日趋完善。培育壮大“五院

十校N基地”等创新平台，渤海先研院科创

带动效益超30亿元，魏桥国科研究院聚合

引领4个新兴产业链落地成势，新增省级

以上科创（人才）平台58家，“产学研金服

用”科创体系日益完善，区域科创高地正加

速崛起。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

比重达到3.72%，连续三年位居全省第一。

产教融合全面深化。聚焦主导优势产

业，全面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进订单

培养与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升

产教合作人才培养质量。27所职业院校专

业产业匹配度达到77%，校企合作企业超过

千家，技术合同成交额增长10%。

实业创新劲头十足。2023年，新增国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25家、高新技术企业

190家，同比增长58%、34%；新增省级“专

精特新”企业212家、瞪羚企业20家，均实

现当年倍增；中裕食品、创新金属分获省长

质量奖和提名奖，20家企业上榜中国品牌

价值榜、列全省第二位。

城乡融合促合力

滨州市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

兴有机结合，加快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

城镇化建设，形成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

城市品质持续提升。全市新开工棚户

区改造 9008 套，完成老旧小区改造 139

个。主城区77项产城融合项目全部完成，

新建各类公园34处，畅通道路14条。徒骇

河引水入城一期工程投用，以水润城、城水

共融的生态体系加速形成。

新型城镇化深入推进。制定印发新型

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城镇化建设

实施方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遵循依

据。成功创建沿黄地区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

验区、邹平市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

设省级试点，李庄镇绳网产业特色小镇等8个

特色小镇纳入省级特色小镇清单管理，全市5

个小城镇成功入选全省小城镇创新提升行动

试点。2023 年，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61.92%，较2020年提高了2.27个百分点。

乡村振兴成效彰显。粮食生产实现“十

八连丰”。滨城优质小麦、沾化冬枣、阳信肉

牛入围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

地。无棣入选全国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省

级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实现全覆盖。完

成2323个村居供水管网、472项农村电网改

造工程。创建102个省市级和美乡村示范

村，打造9个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区。

交通体系加快完善。济滨高铁、津潍高

铁全面开工，滨州港5万吨级航道防波挡砂

堤工程开工建设，8#9#泊位投入运营，小清

河在断航26年后重新载货通航，滨州民用

运输机场选址工作取得相关各方支持，滨州

黄河大桥建成通车，庆章高速顺利开工，高

商高速加快建设，主城区高速环城和“县县

双高速”交通格局加速形成。

“双招双引”借外力

坚定不移把“双招双引”作为高质量发

展第一要事、经济工作“第一抓手”。滨州市

围绕19条重点产业链，以主要产品上下游

为突破点，精准匹配高端人才，对产业链进

行“接链补环”，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增量。

招商引资全面起势。2023年，新签约

项目476个、签约总额3800亿元，新落地项

目451个、到位市外资金增长20%，实际利

用外资增长11.2%、列全省第一位。

人才“三进”工程深入推进。完善人才

引育留用服务体系，全力招引人才，新引进

培育科技领军人才195人、青年人才超过

3万人，人才流入结构日趋优化，为做大做

强县域经济提供了智力支撑。

营商环境全面优化。政务服务可网办

率达100%，并联审批率达93.4%，利用租赁

土地办理工程手续成为全国首创。建立千

村便民服务站，561件高频事项下沉乡村，群

众办事更加便利。

本报讯 王冰 记者高杨报道 2023

年以来，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凝心聚力、务实笃行,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聚焦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就。

在破解制约产业瓶颈上创新发力。获

评国家级生态农场、市级以上绿色工厂7

个，全省首个农业碳交易试点落户该区。新

增纳统技改项目24个，60家企业成功认定

省创新型中小企业、省“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省瞪羚企业。5家企业入选2023年度

中国品牌价值榜，获第九届省长质量奖。

在经济运行监测指导上创新发力。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79.9亿元、增长5.6%，

成功入选山东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试点。引进过 10 亿元项目 13

个，实现到位市外资金120亿元，新增月

度纳统贸易企业95家。高标准农田新建

改造提升6.4万亩，创建省市级美丽乡村

示范村14个。

在扩大有效投资上创新发力。全年共

16个项目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成功

申报省市级重点项目35个，年度计划投资

完成109.7%。74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下

沉基层办理，526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减

证办、免证办”，新登记经营主体1.63万户、

增长8.7%。

在加快民生事业发展上创新发力。实

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49个，全年完成民生

支出34.6亿元，城镇新增就业7246人。“人

力资源保用工进园区”工作项目入选山东省

人社领域优化营商环境“揭榜挂帅”改革创

新清单，国家级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

升行动试点项目以优秀等次通过，工作经验

在全国推广。

本报讯 陈晓 记者尹明波报道 山东

省滨州市沾化区坚持把质量与效益作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点，破除制约发展体

制机制障碍，新旧动能加速转换，经济发展

活力迸发、独具特色。

御“风”而起，逐“光”而行——新能源

产业成为新引擎。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

储输一体化基地是山东五大清洁能源基

地之一,沾化区为主战场，占地面积40.38

万亩，可布置光伏1270万千瓦、风电187

万千瓦。2021 年，该区成功申报国家整

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试点，

400MW整县(市、区)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

顺利推进。同时，沾化区积极推动能源生

产消费方式变革，成功入选《山东省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单位拟认定名单》。目

前，沾化区已建成新能源项目装机总量

192.59万千瓦。

智慧“枣”园，“枣”富家乡——冬枣产业

持续转型升级。大力实施“双增双提”工程，

完善奖补激励政策，整合各类资金5.3亿元

支持冬枣产业由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着力延伸产业链条，引育尚亿食品、

鸿腾食品等冬枣深加工企业30余家，实现

兜底收购服务，带动枣农每亩增收800元

至1000元。创新设计“一枣一世界”品牌

新形象，“沾化冬枣”走向全国各地和海外

11个国家地区，成功入选首批“好品山东”

品牌名单。

2023年，沾化区全社会用电量15.49

亿千瓦时，新能源发电量32.97亿千瓦时，

是全社会用电量的212.85%，实现了绿色

电力全覆盖。全区沾化冬枣总产 5.7 亿

斤，产业产值达55亿元，枣农人均冬枣纯

收入达到1.6万元。

本报讯 王国文 记者高杨报道 2023年，山东

省博兴县县域经济在积极转型中蓄能增势，高质量发

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时隔十四年重新跻身全国综合

实力百强县，位居第88位，成功入选山东省共同富裕先

行示范县，是全省入选的12个县（市、区）之一、滨州市唯

一，成为打造共同富裕先行先试、提供经验的全省典型。

夯实产业基础促共富。在南部打造以工促农新模

式，以兴福镇为中心，依托商用智慧厨具等特色优势产

业，构建“家家开工坊、人人可务工”的创业就业环境。

在中部打造产城融合新模式，依托吕艺农创小镇三产

融合发展等特色发展方式，推动农业“接二连三”，让

更多农民就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在北部打造生态农

旅新模式，依托乔庄渔业生态养殖等基础优势，统筹

发展民宿餐饮、研学旅游等业态，多维度拓展农民增收

渠道。

深化制度改革促共富。完善收入分配促增收，建

立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增长联动机制，实现高质量充

分就业，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加强风险防控保

基础，指导交易服务机构加强内控，严格规范金融服务

行为，确保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进行。

创新致富主体促共富。做强做大党组织领办的各

类农民合作社，推动形成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带

动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市场、增加收入。2023年，博兴

农商行对全县448个村庄开展整村授信，实现整村授

信全覆盖，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立

足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由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牵头，打造

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实现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本报讯 崔聪 王宗芹 记者高杨报道 山东省

阳信县紧扣高质量发展要求，提标准、促赶超、争第

一、走在前，大力推进营商环境建设，各领域工作取

得积极进展。2021年以来两次获评山东省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进步县，先后摘得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示范县、省乡村振兴示范县等多项省级以上荣誉称

号，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等指标增速连续两年

位居全市前2位。

重点项目加速建设。阳信县持续优化项目推进

机制，三年来实施重点项目216个，总投资逾900亿

元，计划投资完成率均超过100%。京阳科技10万

吨、轻量化产业园服务中心等一大批项目陆续完工

投产，创造了项目建设的“阳信速度”。

特色产业渐成体系。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形成了“一铝一焦一化工、一牛一

梨一家具、一毯一木一电子”九大现代产业体系。锂电

新材料产业强劲起势，绿色肉牛产业优势明显，电子信

息产业迅速发展。

经营主体快速增长。截至2023年底，全县经营

主体44371户，同比增长16%。阳信经济开发区和

滨阳燃化成功申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试点

产业园区和试点企业，20家企业入围“中国品牌价

值评价榜单”“好品山东”“山东优质品牌”和“山东

知名品牌”。

人才科创成效突出。39家企业成功申报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6家企业被评为“晨星工厂”，

高新技术企业从6家提高到43家，新建省市级创新

平台30余个。围绕优势产业集群引进高端专家27

人，成功申报省重点扶持区域引进急需紧缺人才项

目3个，入选泰山产业领军人才1人。

本报讯 尹挥匀 记者高杨报道

2023年，山东省邹平经开区考核首次进入

全国百强，入选省近零碳园区、省“双招双

引”特色园区，成功创建省级高新区，迈入

经开区、高新区“双擎引领”时代。2021年

以来，全市“四上”企业达到1130家、数量为

滨州最多，两次获评山东省县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先进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5.7%。

动能转换积厚成势。实施工业技改项

目257个，获评中国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典

型案例。高端铝产业优势更加巩固，铝加

工能力突破 600 万吨，再生铝产能达到

145.5万吨，轻量化铝产业集群获评山东省

特色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全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达

到266家、132家。2023年，全社会研发投

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4.75%，连续两年保

持全省县域第一。

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坚持“五大振兴”

同步发展，获评全省乡村振兴示范县。建

成高标准农田35.3万亩，率先在全省实现整

县制全覆盖。小麦、玉米单产刷新滨州历史

纪录，粮食生产实现“二十连丰”。规模化养

殖比重达到90%，获评全省畜牧业高质量

发展先行县。推广“1+5”土地经营模式，

集体收入10万元以上村实现全覆盖。

城市建设攻坚突破。累计投资5.7亿

元，改造完成老旧小区203个，主城区基本

实现全覆盖，惠及群众2万余户。总投资

46亿元的黛溪家园、鹤伴雅苑竣工交付，11

个村2881户群众乔迁新居，集中供热面积

达到960万平方米。全面完成“一村变两

村”整治，城市堵点有效打通，获评全省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试点。

滨州：“四力”齐发推动县域经济做大做强

滨州市滨城区：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

滨州市沾化区：逐“光”而行，“枣”富乡村

博兴：加快推动共同富裕

滨州蒲湖风景区 （滨州市发展改革委供图）

邹平：“双擎引领”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阳信：提标准促赶超

本报讯 王宣娥 魏媛媛 记者尹明波

报道 2023年以来，山东省惠民县坚持创新

改革，牢牢把握主题主线，深化新旧动能转

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发

展总体呈现稳中向好、进中提质良好态势。

聚焦产业升级发展。新型绳网产业

入选省十强“雁阵型”产业集群，绳网“产

业大脑”入选省级建设试点，并已具备大功

率风电整机自主研发能力。持续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制定出台系列政策文件，致力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现场观摩中，取

得了近年来最好成绩，居全市第二名。

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黄河下

游河道综合治理，构建抵御自然灾害防线，

全力保障黄河下游长久安澜。2021年以

来，成功创建市级森林乡镇1处，市级森林

村居、单位15处。惠民泥塑制作体验中心

等5个非遗工坊成功入选首批市级非遗工

坊，杜桥豆腐皮非遗工坊成功入选省级非遗

工坊。

聚焦社会民生福祉。推进国家数字乡村

建设，加速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数字引

擎”，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通过终期评估，

“党员联户连心”、“星火”工程入选省数字乡

村发展创新实践典型案例。加快推进城镇

化建设，全面提升“内联外畅”水平和交通区

位优势。

聚焦黄河国家重大战略。构建一体推进

体系和“12361”调度督导机制，创新实施“党

建引领、红耀黄河”工程，沿黄生态廊道示

范工程顺利完工。“惠民县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被认定为国家级农村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入选省级建立健全生态产品

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县。

本报讯 孙洪云 冯金龙 记者尹明波报道

2021年以来，山东省无棣县以构筑“一体两翼、多点联

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格局为引领，聚力六个新突破、开

创六个新局面，着力打造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全力以赴稳经济、保增长、

促发展，先后荣获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国家试点县、

“四好农村路”全国示范县、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等多项荣誉。202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308.04亿

元，年均增长6.7%。

三次产业质效提升。累计新建高标准农田24万

亩，粮食总产55.8万吨，成为省级耕地保护激励县，获

评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入选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先行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试点单位，全省客货邮

融合发展现场会议在该县召开。

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智慧无棣时空大数据平台

入选全省十大创新案例，顺利通过国家卫生县复审，

“四好农村路”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在全省率先通过验

收。秦口河、套尔河海河联运列入上位规划，马颊河

拦河闸等工程竣工投用。

发展活力逐步显现。累计引进项目78个，到位市

外资金120亿元。设立人才科技发展专项资金，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近80%，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到95家，深入实施成就企业家梦想行动。

民生保障不断提高。圆满完成脱贫攻坚任务，

开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新

局面。全县大班额全部清零，累计完成老旧小区改

造120个，农村改厕后续管护模式全省推广，基层医

疗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达标率全市第一，实现5G

信号全覆盖。

惠民：“四聚焦”进中提质

无棣：打造发展新优势

聚焦产业培育、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双招双引等重点领域精准施策，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