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28日，国网泰安供电公司
组织实施自泰山东御道经东天门
到中天门的电缆铺设工作。

在东御道登山盘道上，170多
名电力工人头戴安全帽，身穿工作
服，用肩扛手拉的方式将重达2.9
吨的一段电缆从东御道起点搬运
到东天门，犹如一条舞动的长龙。

此次电缆铺设总长度6.56公
里，总重接近70吨。为避免大型
施工机械对泰山景观植被造成破
坏，公司采用人工搬运的方式，这
是国网泰安供电公司“电力线路与
绿水青山相融合”建设理念的生动
展现。

记者 温雯/文 陈阳/图

电力“长龙”
登泰山

我市化工产业与美丽泰安建设同频共振，实现转型升级——

拥抱绿色未来
□记者 李皓若

下转02版

■干净整洁的化工产业园。 记者 隋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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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28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
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一
书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
版）》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编辑，收入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9月
至2023年11月期间关于共建“一带

一路”的重要文稿78篇。全书系统
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共建“一带一
路”指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
的深刻阐述，全面呈现了共建“一带
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
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
实，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
作的“工笔画”，取得实打实、沉甸甸
的成就，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

品和国际合作平台的发展历程。
该书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

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共建“一带一
路”的理念、举措、目标和成果，对于
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的认识理解，
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让“一带
一路”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具有重
要意义。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2023年版）》
英文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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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绿”见“新”
——山东以科技创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见闻

本报 4 月 28 日讯（记 者
温雯）27日，副省长邓云锋一行
到泰安市实地调研文物保护有
关工作。副市长冯能斌，市政协
副主席、市文旅局局长朱丽参加
活动。

邓云锋来到岱庙，参观了岱
庙坊、宣和重修泰岳庙记碑、汉
柏院、东御座、配天门“泰山大字
书法双年展”、仁安门、阁老池、
宋天贶殿及殿内壁画《泰山神启
跸回銮图》、东碑廊内衡方碑和
张迁碑等，听取工作人员介绍文
物保护、研究工作情况，详细询
问不同文物的保护工作情况。

邓云锋在调研过程中肯定
了泰安的文物保护工作，他指
出，泰安文物众多、文化遗产丰
富，做好文物保护、研究工作对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义重
大。他表示文物保护工作者要
深挖文物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
把文物的来龙去脉理清、理顺，
担负起传承文化的责任，把文物
和其文化内涵一代代传承下去；
要加大保护力度，借助科技手段
让文物“活”起来，更好地保存和
传承；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扩
大文化影响力，在保护的基础上
让文物走进大众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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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张隆德）
27日，首届“泰山·攀登”论坛在泰安举
办。本次论坛作为第三届山东人才创新
发展大会暨第十三届“海洽会”“8+8”系
列人才活动的首场主题性活动，旨在搭
建高层次专家学术交流平台，架起院士
专家与山东省、泰安市对接合作的桥梁，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实现产才融合共赢，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
才动能。

副省长邓云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副司长唐燕
红，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洪涛
出席活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
组书记、厅长张涛主持启动仪式。中国
科学院刘忠范院士代表与会院士专家致
辞，与会领导与6位院士共同启动“泰
山·攀登”论坛。启动仪式现场，为12名
专家代表颁发了“山东惠才卡”“泰山人

才金卡”，18个合作项目现场签约。
邓云锋在启动仪式上讲话指出，“泰

山·攀登”论坛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加快建设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加快培育和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重要举措，目的是进一步支
持鼓励攀登专家发挥科研创新、服务产
业发展的引领示范作用，搭建与省内外
院士等高端专家学者、重点产业企业交
流合作的平台，深入推进人才链、教育
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

杨洪涛代表泰安市委、市政府对论
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向长期以来关
心支持泰安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谢。
他说，举办“泰山·攀登”论坛，旨在扩大
高水平开放，汇聚四海宾朋，深化交流合
作，促进泰安与各界的互利共赢、高质量
发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论坛为
新的起点和契机，与各位专家深入交流、

精准对接，建立长期联系服务机制，努力
达成更多合作意向和项目。

刘忠范在致辞中表示，本次论坛以
“攀登”为主题，汇聚各行业产、学、研的高
层次智识开展学术交流，必将对攻关技术
难题、勇攀科技高峰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
路办法和研究方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不断注入强劲持久的创新动力。

截至目前，活动已达成合作项目35
项，其中，矿山装备及工程机械产业链3
项、新能源产业链5项、新材料产业链8
项、现代食品产业链8项、高端化工产业
链4项、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7项，达
成技术合作20项、设立研发基地2家、外
聘专家顾问10名。活动共涉及32个合
作单位，其中，行业龙头企业12家、高新
技术和专精特新企业14家、成长型企业
4家、医疗卫生机构2家。

据了解，本次活动改变了传统办会

模式，重点加强人才学术交流、产才对接
融合，更加突出让人才唱主角。活动持
续2天，根据院士专家研究方向，结合泰
安市产业发展实际，由院士专家牵头，聚
焦高端装备、新材料、现代农业、高端化
工、新能源、医养健康6个领域进行了学
术交流、产才对接活动，举办分论坛、学
术报告会等11场次，并赴泰安市有关县
市区、企业实地考察指导，深入了解县市
区产业基础及企业经营情况，详细洽谈
合作事宜。

70余名各相关领域专家，省委组织
部、省政府办公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有关负责同志，泰安市有关市领导，
相关产业链链长、副链长，市工业推进委
党委书记，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功能区主
要负责同志，部分重点企业负责同志共
计300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首届“泰山·攀登”论坛在泰安举办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 实现产才融合共赢
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

本报4月28日讯（记者 杨文洁）近日，在位于
泰山区的泰安嘉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装备车间，工
人正有条不紊地组装小型挖掘机。作为集研发、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重型机械公司，泰安嘉和重工把
科研创新作为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目
前，公司生产的全系列挖掘机有30个品种，从0.6
吨到60吨不等，产品出口至德国、波兰、美国等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制造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把“金钥匙”，装备
制造业则是制造业的核心部分。今年以来，在泰安
嘉和重工等工业企业的强势推动下，一季度全市工
业生产平稳开局，工业生产承压奋进、稳中增效。
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一季度，规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9.5%，增速居全省第八位，为实现全年目
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

一季度，全市工业生产趋稳向好，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9.5%，与上月持平。全市37个在统
大类行业中，有29个行业实现同比增长，增长面
78.4%，较上月提升2.7个百分点，行业增长面持续
扩大。具体到重点行业板块来看，一季度，按累计
增加值排名前十大板块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金
属制品业等8个行业均实现同比增长；与上月相
比，十大板块中有6个行业增加值增速有不同程度
回升（或降幅收窄），全市工业运行的基本面在一季
度呈现出积极的边际改善，重点板块支撑显著。

一季度，全市规上装备制造业占规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达28.3%，较上年同期提升0.8个百分点；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9%，拉动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2.2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市先进制造业
积蓄动能，初步测算，全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占规上工业比重9.7%，较上年同期提升0.5个百
分点。传感器、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工业仪表、工业
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产品产量快速增长。

股份制企业增势强劲。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
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5%，高出全市规上
工业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拉动全市规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9.2个百分点。股份制增加值累计占比达
到88.8%，总量最大且增速较高，对全市规模工业
增长贡献高达97.3%。私营、小微企业焕发活力。
一季度，全市规上工业民营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8%，其中私有企业增长10.4%，拉动全市规上工
业增加值增长3.9个百分点；小微企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11.6%，高于全部规上平均水平 2.1 个百分
点。新入企业接续赋能。截至3月末，全市新建、
新纳统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增长面达到58.6%，高于
规上工业平均水平4.4个百分点，共拉动规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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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景区发布
“五一”假日温馨提示

详见02版

详见04版

高端化工产业是我市四大支柱产
业之一。但传统化工产业高污染、高能
耗、高风险的特性也成为高质量发展
的沉重负担。在宁阳县磁窑镇海子河
上游，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产业聚
集优势建立起的宁阳化工产业园，被
认定为首批省级化工园区之一，化工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园区落地。然而，
与此相伴的是，“化工围河”困局日渐
凸显，临近的海子河一度“病症”频发。

化工产业如何与美丽泰安建设
同频共振，实现转型升级，拥抱绿色
未来？

从破解污染难题出发，宁阳化工
产业园果断“求变”，不仅进行环保设
施升级改造，还加快园区内资源循环
利用、推动企业创新提质，打通了保护
与发展之间的“任督二脉”，走上了一
条传统化工产业园的绿色蝶变之路。
这正是我市化工产业逐绿前行的
缩影。

技术赋能
污水实现全过程精准管控

近日，记者在宁阳化工产业园看
到，腾空架起、纵横有序的管廊四通八
达，将数十家企业连接为一个整体，底
层用来跑原料和蒸汽，上层则专门用
于输送工业废水。“污水管道由暗处变
到了明处，这是最直观的变化。”宁阳

经济开发区应急环保部副部长宁方超
指着上层管道说。

化工行业生产工艺复杂、产污环
节多、污水处理难度大。海子河污染
的症结主要就在于宁阳化工产业园高
浓度污水通过污水管网溢流直排、企
业污水漏排。

过去，园区通过地下排污管道输
送工业废水，易发生管道破损、污水渗
漏问题。现在，5.2万米的污水管道整

齐划一架在空中，与新建的日处理达
2万吨的园区工业污水处理厂同步投
用，实现企业污水从“一企一管”到污
水处理厂的封闭输送和处理，从源头
上解决地下污水管网难监管难维护、
污水处理厂处理能力不足等问题。

防止污水跑冒滴漏的同时，园区
创新性引入清华大学“水质指纹”技
术，通过智慧监管准确辨别污水来源，
让偷排漏排行为无处藏匿。“不同企业

排放的废水都有自身独特的三维荧光
光谱，就像人的指纹，一旦污染发生，
可以通过对比企业‘水质指纹’很快找
到污染‘嫌疑人’，进行源头控制。”宁
方超说，“水质指纹”技术为污染源精
准打击和高效监管提供了科学手段，
使园区水污染预警处置能力大幅提
升。“软硬”两手抓，既要监管也要帮
扶。园区提供的一对一专业“环保管
家”服务，为不少企业送来了“及时
雨”。因发展需要，山东晋煤明升达化
工有限公司亟须将硫黄回收装置变更
为酸性气制酸装置，“环保管家”立刻
对接相关部门，帮助企业在较短时间
内顺利拿到了环评批复文件和排污许
可证，解决了环保难题。截至目前，

“环保专家”已累计排查环境隐患问题
线索千余条，引导企业投入环保整改
提升资金3.5亿元，帮助更多企业走上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

资源高效利用
“产业生态圈”加速形成

晋煤明升达将合成氨输送给华阳
迪尔生产硝酸，华阳迪尔将硝酸输送
给华鸿化工生产硝基苯，华鸿化工将
硝基苯输送给圣奥化工生产吨橡胶助
剂……在宁阳化工产业园内，企业彼
此用一根根管道互联，原材料供应的
壁垒被彻底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