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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市经济发展主阵地、项目
建设主战场，泰安高新区始终坚持“登
高望远、奋力争先”主旋律，紧紧围绕
新型工业化强市发展战略，以“敢”字
当头，“快”字为要，“干”字托底，狠抓
项目建设，一批投资规模大、辐射带动
强、社会效益好的大项目、好项目快速
落地建设，泰安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迈
出坚实步伐。

金秋时节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期。
时值国庆，泰安高新区各相关部门和
建设单位放假不松劲，一个个重点项
目现场，建设者们铆足干劲，抢时间、
赶进度，处处展示出奋楫争先的精
气神。

圣阳年产4GWh圆柱锂电池项
目是国惠集团在全省新能源产业的重
要布局。“在泰安高新区管委会各职能
部门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企业克服困
难赶进度，项目2022年10月份正式

开工建设，2023年3月份实现18650
产线、21700产线设备进场安装调试，
2023年6月份实现试生产，2023年9
月份正式投产，仅用不到1年时间就
实现了建成投产。”山东圣阳锂科新能
源有限公司安全总监张志平介绍。

圣阳锂电项目的快速建成投产，
是泰安高新区项目建设的一个缩
影。据了解，为加快推动项目快速开
工建设，泰安高新区创新实施“9+1”
产业链条模式+“三步走、一条线”工
作机制联动配合，聚集全部资源力
量，高效推动项目快速建设、及早投
产见效。截至9月底，泰安高新区共
推进建设项目62个，其中已实现新
开 工 项 目 26 个 ，主 要 包 括 皇 氏
10GW、宇航派蒙石墨烯、智充储能
锂电池、锦豪智谷科创园、新艾电器
电化学储能等项目；实现新竣工项目
24个，主要包括圣阳4GWh圆柱锂

电池、英泰科技显示模组研发制造、
中至生命健康产业园、人天书店二期
等项目。

皇氏10GW、瑞晶10GW两个太
阳能电池片项目投资规模大、配套保
障要求高，是今年泰安高新区项目建
设的核心与重点。为统筹推进项目快
速落地建设，泰安高新区做好前期各
项手续办理及配套保障工作，成立皇
氏、瑞晶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明确成
员单位职责分工，列出任务清单，明确
时间表、路线图，压茬推进土地、规划
手续办理，做好环评、能评审批和水电
气暖污等要素保障，同时充分发挥组
织、督查、纪律等部门的考核、调度、督
导职能，确保各项工作无掉队、不
耽误。

对于新签约项目，泰安高新区发
放项目服务卡，清晰标注项目落地流
程，通过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召集各部

门对项目单位进行全面指导，详细讲
解土地、规划、环评、能评等相关政策，
耐心解答相关问题；对于在建项目，对
照项目建设计划与现场进度，采取现
场会、专题会、联席会等形式，召集产
业链、相关职能部门深入建设一线，现
场商讨给出方案，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对于拟竣工项目，积极协调解决工程
验收、水电气热等要素保障。同时，及
时了解项目用工、人才需求，通过微信
公众号、泰安招聘网上市场等网络平
台组织招聘会，为企业招揽人才，助力
打通投产最后一公里。

新征程任重道远，新使命催人奋
进。泰安高新区将以新型工业化为抓
手，铆足干劲，全力以赴，为重点项目
提供更加优质高效服务，解决好项目
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力促工业创新
发展、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向着建成
新型工业化强区不断迈进。

跑出“加速度”撑起“硬脊梁”
——泰安高新区狠抓重点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王军 通讯员 张德帅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10
月16日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
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
境界》。

文章强调，党的二十大提出开
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的重大任务，强调这是当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我们以这

个题目进行集体学习，目的是深化
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进
一步明确理论创新的方位、方向、方
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
硕的理论创新成果。

文章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奋斗
史，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取得重大成
就，能够领导人民完成中国其他政
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

本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并不断结合新的实际推进理论
创新，使党掌握了强大的真理力
量。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总结历史经
验基础上，提出并阐述了“两个结
合”、“六个必须坚持”等推进党的理
论创新的科学方法，为继续推进党
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
要坚持好、运用好。

本报10月 15日讯（最泰安
全媒体记者 孙文志）近日，莱
热入泰长输供热管网工程（莱芜
段）举行开工仪式。这是继莱热
入泰长输供热管网工程8月底启
动泰安段管网建设后迎来的又
一重要里程碑，标志着该工程全
面开工。

莱热入泰长输供热工程是
山东省首个跨市级行政区域的
工业余热利用项目，由泰山城区
热力有限公司作为业主建设，概
算总投资18亿元，管网路由自济

南市莱芜区华电莱城电厂到泰
安市博阳路敷设2条DN1400高
温水供热管道，长度48.7公里，
共穿越8个镇（街）、36个村（社
区）、7条河流、3次铁路、1次高
速路等。

莱热入泰长输供热工程建
成后可为我市增加供热能力
2500万平方米，最终形成南部国
家能源泰安热电公司、西部热源、
东部莱热三大主力热源共5560
万平方米的供热能力，可满足泰
城到2035年中远期用热需求。

本报10月 15日讯（最泰安
全媒体记者 苏婷）近日，记者从
泰安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了解到，
我市实现127项电子许可证与电
子营业执照联展联用，归集数量
在全国遥遥领先，成功打通部门
间数据壁垒。

据了解，市民登录微信“电子
营业执照”小程序进入“泰安专
区”，通过对接省、市两级电子证照
库，即可获取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道
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取水许可
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燃气经
营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卫生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计
量授权证书等127类电子行业许
可证信息。

电子证照联展联用功能以电
子营业执照为经营主体身份信任
源点，企业法定代表人使用电子
营业执照小程序，即可自动归集
其全部经营许可信息、线上授权
他人使用证照办理业务、实时查
看证照使用时间和用途，实现移
动端涉企电子证照的统一展示、
统一管理。手机端电子证照与纸
质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有效解决
了以往企业办事需随身携带纸质
营业执照与各种许可证的不便。

本报10月15日讯（最泰安全媒
体记者 池彦明）今年，市医药及医疗
器械产业链围绕生物制药、化学制药、
医疗器械和中药制药4条核心产业
链，对内激发活力、对外加强招引，发
挥链主企业作用，推动医药及医疗器
械产业协同发展，着力打造链条完整、
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医药及医疗器
械产业集群。1-8月份，市医药及医
疗器械产业链的40家规上企业实现
营业收入64.7亿元，增速4.6%，利润
总额16.5亿元、增速28.1%，工业税收
4.93亿元、增速23.44%。

围绕落实“五大比拼、两大问效”
行动，聚焦重点项目建设和策划招商，
市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坚持挖掘潜
力和借助外力并举，紧盯产业链的空
白点、转型点进行“按图索骥”。对内

加大项目策划力度，对外开展靶向链
式招商，创新开展以商招商，聘任12
名“双招双引”特邀咨询，达成多项合
作。截至目前，专班共策划项目102
个，签约项目 32个，已开工项目 16
个。室内空气质量与微生物污染控制
产业基地项目、泰安中至生命健康产
业园等6个项目成功入选2023年省
重大项目。

围绕落实“五链融合、科技支撑”
行动，市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推动
泰安市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商会北
京办事处、中共泰安市医药及医疗器
械产业链商会北京办事处支部委员
会、泰安市驻京知名专家公益服务中
心、泰安市中心医院北京医疗服务站
揭牌成立，更好整合了京津冀地区优
势资源，高效集聚了医药及医疗器械

领域的人才、资本和信息。举办2023
首届泰山医药及医疗器械成果展、泰
山国际医药及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论
坛、全市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招商引
资项目推介会，撬动泰安医药产业发
展新机遇，达成签约意向4项。

围绕“我为企业办实事”，市医药
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发挥制造业联盟作
用，组建产业链商会，在北京设立招商
代办机构，探索商（协）会、招商代办新
模式。产业链专班同各县（市、区）专
班密切协作，对链上企业加强调研摸
底，建立台账机制、包保机制、会商机
制、赋能机制，实现各项资源精准对
接，激发全链条产业发展新动能。协
调解决企业诉求和政策落实51条，督
导县（市、区）出台产业政策8项。奋
力推进数字化转型，汇总16家企业数

字化转型需求，确定10家企业为第一
批数字化转型企业。协助京卫制药申
请省级技术改造奖补资金 165.3 万
元、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
程经费支持1157万元。

“在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中，我们
切实感受到了产业链专班对企业发展
的支持力度。在专班的帮助下，我们
与各地医药及医疗器械企业加强沟通
交流，深入开展合作，有力推动了企业
的发展。”泰山药谷产业园相关负责
人说。

市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专班负
责人表示，产业链专班将继续围绕重
点项目建设做好要素保障，同时进一
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全力推动医药
及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推动
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我市实现127项电子许可证
与电子营业执照联展联用

莱热入泰长输供热管网工程
全面开工

市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加大项目策划力度，充分发挥商会作用

“按图索骥”着力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
水利部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推动
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
见》。指导意见明确，力争通过3
至5年时间，初步形成体系布局
完善、设施集约安全、管护规范
专业、服务优质高效的农村供水
高质量发展格局。到 2035 年，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良性运行的
管护机制进一步完善，基本实现
农村供水现代化。

指导意见同时明确了五项重
点任务：一是科学编制省级农村

供水高质量发展规划，科学规划
建设水源、水厂、管网工程，合理
确定目标任务和年度实施计划；
二是大力完善农村供水工程体
系，优先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三
是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
项行动；四是健全优化农村供水
工程长效运行管理体制机制；五
是强化应急供水保障，建立健全
平急两用的应急供水保障体系，
做好应对洪旱灾害、突发水污染
事件应急保供水工作，确保农村
群众饮水安全。

我国力争到2035年
基本实现农村供水现代化

近日，记者从在湖南长沙举
行的籼型杂交水稻研究成功5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了解到，
50年来，我国杂交水稻在国内累
计推广面积达90亿亩，累计增产
稻谷超8000亿公斤。

“50年里，我国杂交水稻实
现了产量‘五连跳’。”中国工程院
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
记柏连阳介绍，2000年、2004年、
2011年和2014年我国分别实现
了超级杂交稻第一期、第二期、第
三期和第四期育种攻关目标，亩

产分别达到了700公斤、800公
斤、900公斤和1000公斤。2017
年超级杂交稻高产攻关亩产超过
1100公斤。全国水稻单季平均
亩产已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
代的170公斤，增加到当前的470
公斤。

柏连阳介绍，目前，全国年种
植杂交水稻面积超过1700万公
顷，年增产稻谷约250万吨，每年
可多养活8000万人。一季稻大
面积种植亩产从2000年的700公
斤，增加至2023年的1186公斤。

我国杂交水稻
累计推广面积达90亿亩

打造精致游园
装点美丽生活
为进一步提升园林绿化品质，

为泰城居民营造优美、舒适的生活
环境，市城市管理局启动实施
2023年泰城街角游园改造完善、
口袋公园新建项目，主要对旧镇游
园、文化艺术中心东游园、龙潭路
水系游园、泮河古桥园、泮河折桂
园、泮河红旗园6个街角游园进行
改造完善，同时新建小井园、货场
路北游园、五马东园、十二连桥园、
擂鼓石园、杆石桥园 6个口袋公
园。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董文
一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