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曹 甲

美术编辑/张 辉 本版校对/孙宏燕 时局08 2024年6月5日

星期三

泰安日报社出版 社址：泰安市泰山大街333号 编辑部：8289600 记者部：8289714 泰安日报新闻报道监督举报邮箱：tarb96009999@126.com 编委办公室：8289606 广告中心：8630200
发行中心：8289653 印务中心：8229282 印刷：泰安日报社印刷厂（泰安市岱岳区青春创业开发区井家庄村） 广告发布登记证：鲁广发登字3709004001号 邮政编码：271000 全年定价：480元 本报自办发行

声明
◇赵平涛丢失购买岱岳花园小区4号楼4单元502室单据4张，编号：
001372（金额：24000元），编号：001951（金额：40000元），编号：
001952（金额：3000元），编号：001953（金额1110.88元），声明作废。
◇辛强丢失购买岱岳花园小区8号楼2单元402室收款收据一张，号
码：000436，金额：73582.90元，声明作废。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
——八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老百姓的幸福生活是干出来
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期间，
同当地群众亲切交流，对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提出殷切期望，勉励大家要靠
实干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
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好。总书记高瞻
远瞩的战略部署、一心为民的真挚情
怀，激励鼓舞亿万齐鲁儿女苦干实干、
不懈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
东篇章。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全面深
化改革，人民至上。新时代以来，我们
之所以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推动强
省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为中国式现代
化积蓄起强大势能，“民生为大”是其中
的重要密码，苦干实干是其中的关键
路径。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持
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增
进人民福祉、助力共同富裕，到加快建
设“轨道上的山东”，强力推进综合立体
交通网建设，有力保障物流畅通和人
民出行，再到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
着力拉动消费升级，以高品质供给创

造引领群众新需求，可以说，山东经济
社会发展画卷，是恢宏壮丽的民生答
卷，也是波澜壮阔的实干篇章。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期间，对山东各项工作
作出具体指示，既包含着对山东发展
的殷切期望，也饱含着对山东人民的
关怀厚爱，进一步激发了全省上下的
奋斗热情和工作干劲。大道至简，实
干为要。把总书记擘画的美好蓝图变
为现实，必须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
引的方向干，永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
神，永葆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以求真务实的
实干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力
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以实干创造百姓幸福生活，必须
把牢价值取向，瞄准目标坚持干。进
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
加强烈，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
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
目标，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
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我们一

定要从人民的整体利益、根本利益、长
远利益出发谋划和推进改革，走好新
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注重从就业、增
收、入学、就医、住房、办事、托幼养老
以及生命财产安全等老百姓急难愁盼
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多推
出一些民生所急、民心所向的改革举
措，多办一些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
的实事，使改革能够让人民群众有更
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以实干创造百姓幸福生活，必须聚
焦重点任务，统筹兼顾扎实干。突出重
点，才能提纲挈领，掌握工作主动权；找
准靶心，才能有的放矢，开创工作新局
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必须立足山东实际，抓住人民最关心最
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发展成果更
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全力稳就
业促增收，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探索多层次多领域促进共同富裕有效
路径。要全力推进优质教育，优化教育
布局，提升供给质量，切实让群众满
意。要全力织密社会保障网，分层分类

做好社会救助和常态化帮扶，让更多的
保障举措，温暖每个有需要的人。要全
力深化健康山东建设，持续提升公共卫
生服务能力，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享受
到优质医疗服务。

以实干创造百姓幸福生活，必须营
造良好环境，团结奋斗一起干。奋斗创
造奇迹，力量源于团结，团结奋斗是取
得一切成就的重要密码。放眼齐鲁大
地，正是无数党员干部、经营主体、基层
群众扎根于各个领域，奋斗在各条战
线，胼手胝足、砥砺奋进，靠勤劳智慧的
双手、稳扎稳打的精神、拼搏进取的干
劲，才打开了山东发展的崭新面貌。实
践充分证明，山东向前的每一步，都离
不开党和人民的坚强团结，离不开亿万
人民的智慧力量。新征程上，切实增强
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
首创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全社会干事创
业的活力充分释放、竞相涌流，我们就
一定能凝聚起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
礴力量，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迈
出新的步伐。

□大众日报评论员

黄渤海上，海上风电、海上光伏、
海洋牧场迎波“共舞”，融合发展实现
降碳减排；胜利油田，二氧化碳从工业
尾气变身“驱油”功臣，更多“绿色油”
注入能源饭碗；黄河北岸，前沿产业纷
纷落子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
齐鲁大地，一幅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2022年 8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支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支持山东建
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以此
为新起点，产业体系完备的经济大省
山东，着力推动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新
兴产业集群聚合，协同推进降碳、减
污、扩绿、增长，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

以转促新
传统产业动能澎湃

碱水和豆油通过软管进入设备，
迅速发生反应，产物排入含有酚酞试
剂的收集瓶中，生成粉红色的溶液。

这是记者在山东豪迈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看到的连续流微反应器演示的
皂化反应。公司副总经理唐立星说，连
续流微反应器能够实现反应和换热同
时进行，大幅提高换热效率，在工业化应
用中可实现能耗节约30%至50%。目
前，豪迈公司已成功研发出适用于硝化、
氯化等10个危险化学反应的连续流技
术及装备，探索出精细化工领域更为安
全的生产模式，助力化工行业转型升级。

山东是化工产业大省。据介绍，
近年来，山东以“减量、整小、上大，减
油、增化、延链”的思路优化石化产业
布局，推动钢铁行业降能耗提质效，全
省万元GDP能耗持续下降。同时，聚
焦冶金、化工、轻工等重点产业，持续
加大技改力度，延长产业链条，让传统
产业焕新发展。

借助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机
遇，传统工业企业纷纷加强新技术新
产品创新迭代。

在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号工
厂生产车间，记者看到，穿梭于各个装
配区域之间的，不是员工，而是自动化
叉车等运输设备。只需要设定好程
序，它们就可以将一批批物料运送到
指定位置。

“2004年建厂时，自动化率不到
20%，如今这条生产线的自动化率超过
60%。”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号工
厂厂长助理吴连伟介绍，工厂研发机器
人技术、视觉技术等，持续推进生产线
自动化改革，并整体推动智能物流在发
动机领域的有效应用。目前，工厂已经
在加工、装配、物流、测量四个方面实现
自动化，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青岛即发集团年产1000吨的超
临界二氧化碳无水染色产业化生产线
平稳运营，整个过程不需一滴水；位于
东营的中金岭南公司探索炼铜工艺

“三段”变“两段”，实现节能20%以
上；济宁龙拱港将海港理念引入内河
港口，突破了磁钉定位导航限制，定位
精度达2厘米以内……从产业源头抓
起，在创新上下功夫，山东传统产业通
过科技赋能加快蝶变。

以新促转
新兴产业生机勃发

“天上有星、陆上有箭、海上有
船”，聚焦海上火箭发射的航空航天产
业正在滨海小城海阳市迅速崛起。

从总装、测试，到出厂、发射，再到
配套服务，商业航天产业全产业链企
业都能在海阳找到。东方航天港（山
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华
说：“我们全力打造火箭技术准备、星
箭对接、码头合练、远控测发、测控通
信、出海转运全链条功能模块，力求形
成‘前港后厂、北固南液、系统集成、出
厂即发射’的能力布局。”

海阳航空航天产业，是山东以“政
府+链主+园区”模式培育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的缩影。近年来，山东提速
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节能环保等全
产业链发展，培育济南空天信息、青岛
人工智能、烟台东方航天港等未来产

业集群，培育“十强”产业“雁阵形”集
群180个，总规模达8.9万亿元。

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比
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产业园项
目二期即将交付。“济南比亚迪2023
年生产整车24万辆，今年目标是30
万辆。”比亚迪集团山东省总经理徐磊
说，比亚迪将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
结合全产业链核心技术优势，培育壮
大新质生产力，促进山东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着眼未来，以新促转。山东在新
兴产业集群化发展中交出亮丽的“成
绩单”：集中培育32个省级以上战略
性新兴产业集群、15个省级未来产业
集群，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达到210家；
万华新材料低碳产业园、鹏辉能源储
能电池等项目加快建设。

与此同时，数字赋能成效显著。
漫步在青岛海尔科创生态园，车辆余
位实时监测系统可让员工实现“零等
待”通行；智慧门禁系统可在0.3秒内
完成人脸识别无感通行；“楼宇大脑”
能根据气象数据、室内外温湿度、人流
分布等智能调节能耗……一个个智慧
场景触手可及。

山东省工信厅厅长张海波介绍，
山东近年来开通了全国首个数据赋能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平台，累计
建成5G基站22万个，2023年全省信
息技术产业营业收入增长10%以上。

系统变革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在山东，无论政府还是企业，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共识已成为谋划发
展的深层动力，降碳、减污、扩绿也正
在改变这个经济大省发展的底色。

威海乳山市，海风阵阵，一处处工
地塔吊林立，一个个车间繁忙有序，明
阳智能、远景能源等海上风电及海工
装备领军企业齐聚于此。

山东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山东正加快建设胶东半岛核电、
海上风电、鲁北盐碱滩涂地风光储输
一体化等大型清洁能源基地，建成投运

国家首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
1000万千瓦项目2023年4月纳入国
家第三批大型风光基地清单，海阳核电
二期工程全面进入土建施工高峰期。
截至4月底，全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发电装机规模已突破9800万千瓦，新
型储能并网装机超过448万千瓦。

山东通过实施碳达峰“十大工
程”，分步出台若干措施和实施方案，
全面提升各行业能效标准。

——追求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正
成为企业共识。

在日照市经开区，亚太森博（山
东）浆纸有限公司通过生物质废弃物
发电实现能源基本自给自足，每年降
低300多万吨碳排放，节约120万吨
标准煤；烟台冰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将临近厂区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提纯
制成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用于焊接、
干冰生产等多种行业。

——看不见的碳排放正成为社会
发展有形的标尺。

一些近零碳城市、近零碳园区、近
零碳社区开始发挥示范效应：青岛市
市南区充分利用工业余热、潮汐能、太
阳能等能源，把既有社区改造成“零碳
社区”；京台高速济南服务区利用光伏
发电配合储能及综合能源管理系统，
每年减少碳排放超1700吨；长岛所辖
的大黑山岛成为全国首个负碳超过
2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的“负碳海岛”。

生态优美、环境安全，是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的内涵之一。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侯翠荣介绍，
山东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
2023年，全省PM2.5平均浓度连续第
三年达到“30+”水平，优于国家下达
的年度目标10%以上；国控地表水考
核断面优良水体比例84.3%，超年度
目标15.7个百分点。

风好正是扬帆时，奋楫争先谱新
篇。山东省发改委主任孙爱军说，当前
的山东，产业结构、能源结构更优了，发
展动力更强了，质量效益更高了，山东
有底气、有信心推动经济持续向好、长
期向好。 据新华社济南6月4日电

逐绿前行向未来
——山东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观察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温竞
华 宋晨 蔡金曼）月背“挖宝”
顺利结束，嫦娥六号启程回家！

6月4日7时38分，嫦娥六号
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
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
道。嫦娥六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
背面采样和起飞。

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
被公认为月球上最大、最古老、最
深的盆地。在这里开展世界首次
月背采样，对进一步认识月球意
义重大。

6月2日至3日，嫦娥六号顺
利完成在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
盆地的智能快速采样，并将珍贵
的月球背面样品封装存放在上升
器携带的贮存装置中，完成了这
份宇宙快递的“打包装箱”。

从挖到取再到封装，一气呵
成，干得漂亮！这源于敢为人先
的创新设计——

“挖宝”主打“快稳准”。受限
于月球背面中继通信时长，嫦娥
六号采用快速智能采样技术，将
月面采样的有效工作时间缩短至
不到20个小时；同时，探测器经
受住了月背温差考验，克服了测
控、光照、电源等难题，通过钻具
钻取和机械臂表取两种方式，分
别采集了月球样品。

“取宝地”一次“看个够”。嫦
娥六号着陆器配置的降落相机、
全景相机、月壤结构探测仪、月球
矿物光谱分析仪等多种有效载荷
正常开机，服务月表形貌及矿物
组分探测与研究、月球浅层结构
探测、采样区地下月壤结构分析

等探测任务。这些“火眼金睛”不
但能“看清”月球，还能“看明白”
月球。

月背之旅，拍照“打卡”不能
少。着陆后，嫦娥六号着陆器和
上升器组合体携带的“摄影小
车”，自主移动并成功拍摄回传着
陆器和上升器合影。

“做科研”凸显“国际范儿”。
嫦娥六号着陆器携带的欧空局月
表负离子分析仪、法国月球氡气
探测仪等国际载荷工作正常，开
展了相应科学探测任务；安装在
着陆器顶部的意大利激光角反射
器成为月球背面可用于距离测量
的位置控制点。中方和合作方科
学家将共享科学数据，联合开展
研究，产生更多成果。

“挖宝”完成后，起飞分“三步
走”。与嫦娥五号月面起飞相比，
嫦娥六号上升器月背起飞的工程
实施难度更大，在鹊桥二号中继
星辅助下，嫦娥六号上升器借助
自身携带的特殊敏感器实现自主
定位、定姿。上升器点火起飞后，
先后经历垂直上升、姿态调整和
轨道射入三个阶段，顺利进入了
预定环月飞行轨道。后续，月球
样品将转移到返回器中，由返回
器带回地球。

还有这鲜艳的一抹红——表
取完成后，嫦娥六号着陆器携带
的五星红旗在月球背面成功展
开。这是我国首次在月球背面独
立动态展示国旗。

“中国红”亦承载着人类的共
同梦想。祝愿嫦娥六号归途顺
利，我们在地球等你！

嫦娥六号携月背“土”特产
启程回家

6月15日起京港、沪港间
开行夕发朝至高铁动卧列车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记

者 樊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6月15日起，
北京西、上海与香港红磡站间开
行的普速直通车 Z97/98、Z99/
100次提质升级为北京西、上海
虹桥与香港西九龙站间的高铁动

卧列车D909/910、D907/908次，
北京、上海至香港的全程旅行时
间分别由24时31分、19时34分
压缩至12小时34分、11小时14
分，京港、沪港间实现夕发朝至，
香港与内地间人员往来将更加
便利。

■6月3日，嫦娥六号携带的“移动相机”自主移动后拍摄并回传的着
陆器和上升器合影。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