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0日，在位于岱岳区满庄
镇的泰安市华伟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车间里，工人熟练地操控着大型
机械加工设备，争分夺秒促生产，
开足马力赶订单。

2024年，岱岳区满庄镇、大汶
口工业园区71家规上工业总产值
完成181.1亿元，同比增长12.1%；
技改投资累计完成12.2亿元，同比
增长13%。

企业开工的繁忙景象，展现出
新一年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与蓬
勃生机。

记者 陈阳/图 马欣妮/文

开足马力赶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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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0日讯（记者 张隆
德）今天，市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推
进委员会召开第22次会议，审议《泰
安市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推进委员
会2025年工作要点》和《2025年度
泰安市新型工业化季度运行监测办
法》，研究有关事宜。

市委书记、市工业推进委主任、
总链长杨洪涛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工作要点》系统务

实、亮点突出，有较强针对性和操作
性。全市各级要进一步提高站位，
不等不靠、担当作为，积极主动融入
和服务新型工业化发展大局。各产
业链特别是各链长、副链长要发挥
带头作用，与产业链专班一道，主动
谋划、靠前指挥、抓好落实。各产业
链专班、相关责任单位要对号入座、
拉出清单、细化责任，挂图作战、挂
账销号，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会议强调，开展季度运行监测
是加强过程管控的具体举措，非常
必要。市工业推进委要抓好组织实
施，充分发挥过程监测的激励引导
作用，力促各项工作提升。各被监
测单位要将全年工作细化分解到
每个季度、每个月份，持续加压加
力，以冲锋冲刺的奋斗姿态，确保
圆 满 完 成 2025 年 度 各 项 目 标
任务。

市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推进委员会
召开第22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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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年味仍浓，泰山九丰智
慧农业科技产业园一号大棚内一派忙
碌景象。天刚蒙蒙亮，身为“棚长”的
房泽华便出现在大棚里。

“快来，快来，尝尝口感咋样……”
见记者一行走进大棚，房泽华连忙放
下手中的活招呼起来。室外寒风凛
冽，棚内温暖如春。田垄上，一串串番
茄垂挂在秧苗之上，宛若精致的小
灯笼。

沿着宽敞的棚内道路，记者跟着
房泽华一起“巡逻”番茄。“以前老百姓
没种过这种番茄，接触后才知道它是
很‘娇气’的。”房泽华边给记者介绍边
观察番茄长势，并逐一检查棚内各个
设备运作是否正常。这样的“巡逻”，
房泽华每天都要走十几趟。他，总是
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8时许，阳光开始照射到大棚上，
室温逐渐升高。房泽华掏出遥控器按
下按钮，棚顶降温遮阳系统的“被子”
便自动卷起。一座大棚长200米，宽
40米，收棚仅需1个多小时，大大节约
了人力和时间成本。

这是房泽华日常工作的一个小镜
头，也是智慧农业发展的缩影。

55岁的房泽华去年刚从煤矿退
休，得知家门口要建番茄基地，闲不住
的他便转身投入番茄种植。他是肥城
市湖屯镇产业更迭的见证者，更是参
与者。翻土、起垄、种苗、摘果……“棚
长”就像这些番茄的“家长”，用辛勤的
劳动参与每个生长环节。

“这里的番茄‘喝’的是过滤后的
纯净水，‘住’的是24小时恒温的温
室。”泰山九丰智慧农业科技产业园项
目综合部负责人介绍，番茄的最佳生
长温度在17℃至28℃，天热了有新风
系统降温，阴天了有植物生长灯补光，
帮助番茄进行光合作用。

产业园由泰山农业集团与上海九
丰集团联合投资建设，总投资16亿
元，规划占地253.33公顷，自2024年
9月份成立以来，已建立起7栋新型无

立柱大跨度日光温室。水肥一体机、
多功能喷淋造雾系统、水源净化机、农
业物联网系统、远程控制终端……在
这些智慧农业设备的“保驾护航”下，
番茄能够长得更快、品质更好。

种番茄是个技术活，村里的农民
大多种植小麦、玉米等粮食，像番茄这
样需要精心养护的作物，大家都是第
一次接触。起初，看着7米多高的大
棚、细嫩的秧苗和高科技设备，大家心
里也打怵。“公司专门请了潍坊的农业

专家给大家培训，这些‘大家伙’的操
作很简单，技术人员教得也很细心。”
房泽华说，经过几个月的磨合，大家都
成了“老把式”。

一到时间，“老把式”们就穿梭在
大棚内，点花、打杈……各项管护工作
同步进行。“在这干活挺方便的，离家
近，活不累，时间也宽裕。”杨永兰家在
肥城市湖屯镇东湖东村，她告诉记者，
像她一样在泰山九丰智慧农业科技产
业园就业的女工大多是附近村民，这
份工作既不耽误家里的农活和照顾孩
子，收入也很可观。

产业园里，不光有“老把式”，也有
“新农人”。去年研究生毕业的张浩便
来到产业园，和同批的大学生一道成
为“新农人”，他专门负责工程管理和
生产运营，“未来我希望能够参与温室
大棚的设计，在实践中边学边干，把所
学专业知识应用进去。”言语间，张浩
对未来充满信心，希望能够在现代农
业领域创造出一番辉煌业绩，为实现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贡献力量。

一座座现代化的温室大棚正拔地
而起，接下来，房泽华会去往二号大棚
继续担任“棚长”，从翻地开始新一轮
的劳作；杨永兰干活细致、耐心，房泽
华调离后，她将是一号大棚新“棚长”
的最佳人选……

眼前，一株株新绿茁壮挺立，一
茬接一茬的番茄热烈红火。摘下一
颗番茄，酸中带甜，口味浓郁，回味
悠长。

“喝”纯净水“住”恒温室 泰山番茄蕴藏“大智慧”

■工人对番茄进行点花。 实习记者 冯子凝 摄

□记者 毕凤玲 实习记者 冯子凝

本报2月10日讯（记者 杨
文洁）近日，国家统计局泰安调查
队公布2024年泰安居民人均收
支情况。2024年，泰安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39506元，同比增长
5.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48114元，增长4.7%；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489
元，增长6.1%。

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
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共同推动
了居民收入的增长。工资性收入
作为增收“主力军”，2024年，全
市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25162
元，增长4.9%。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工资性收入31917元，增长
4.3%；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14948元，增长5.6%。2024年，
全市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7341
元，增长5.3%。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 6306 元，增长
4.6%；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8906元，增长6.4%。

由利息净收入、红利收入、储
蓄性保险净收益等构成的财产净
收入是泰安居民收入的重要补
充。2024年，全市居民人均财产
净收入2304元，增长4.3%。其

中，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3603元，增长3.5%；农村居民人均
财产净收入340元，增长7.7%。
此外，全市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
4698元，增长8.2%。其中，城镇
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6288元，增
长7.7%；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
入2295元，增长8.3%。

支出方面，2024年，泰安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22936元，同比
增长5.8%。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26841元，增长4.7%；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7030
元，增长7.8%。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从
消费构成看，“食”依然占据居民
支出的“头把交椅”。全市居民人
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5820元，增
长5.7%。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
3114元，增长8.4%，在八大类消
费中增速最快。此外，衣着消费支
出1584元，增长4.4%；居住消费
支出4957元，增长5.4%；生活用
品及服务消费支出1690元，增长
4.3%；交通通信消费支出 3038
元，增长7.3%；医疗保健消费支出
2214元，增长3.0%，其他用品和
服务消费支出519元，增长7.9%。

2024年泰安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3%

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增速最快

本报 2月 10 日讯（记者 张隆
德）今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
神，研究提振消费等有关工作事宜。

市委书记杨洪涛主持会议并讲
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兰祥，市政协
主席武林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程远军，
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马广峰及市委
常委出席会议，有关市领导列席会议。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
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要求全市各级结合泰安实
际，着力抓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进
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有力有效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切实加强党对经

济工作的领导，推动全市各项工作开
好局起好步，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
牢基础。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
宜宾市筠连县山体滑坡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要求各级时刻保持高度警觉，
针对重点部位、重点区域、重点交通干
线等关键节点，开展好风险隐患排
查。要强化责任落实，确保各项防治
措施精准落地、高效执行，坚决防范重
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二〇
二五年春节团拜会上的重要讲话、在
哈尔滨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
欢迎宴会上的致辞及重要文章《注重

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
会议审议了《关于提振消费的实

施方案》，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精准施
策、系统施策，进一步完善促消费政策
体系，着力打通堵点卡点，推动形成供
需良性互动、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
动局面。要积极主动开展工作，持续
优化消费场景与市场环境，更好满足
群众消费需求，形成工作合力。

会议审议了《泰安市公共数据授
权运营实施方案》《泰安市算力基础设
施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要求各级各
有关部门加强学习研究，推动数据资
源资产化、资本化和产品化，争取产生
更多数据收益。要规范开发利用，建
立统一的数据供给渠道，加强数据安

全保护和监督管理，确保数据合法合
规使用。要畅通数据流通渠道，引育
更多数据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领先的
数据市场化运营和产业生态圈。要建
好、用好、统好算力，结合人工智能、未
来产业发展和本地企业业务需求，挖
掘算力应用场景，推动算力赋能研发
设计、智能检测、人机协作等技术迭
代，助力11条重点产业链转型升级。

会议传达了山东省第十次归侨侨
眷代表大会精神，要求全市侨联系统
认真落实党的侨务政策，切实加强侨
界思想政治引领，以山联侨，暖侨聚
侨，汇侨智、聚侨力，助力新时代现代
化强市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精神

研究提振消费等有关工作事宜

本报2月10日讯（记者 李
松）8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马广峰调研我市乡村振兴片区建
设情况。

马广峰先后到新泰市青云街
道见子山农旅产业园、龙廷镇汶
水之源山乡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
区，岱岳区范镇乡村振兴示范片区
和泰山区邱家店镇望山泮水·文
旅田园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听取
有关情况汇报，现场查看相关项
目建设情况，详细了解片区规划
及推进工作。

马广峰指出，建设示范片区
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要
牢固树立“片区一盘棋”思维，统
筹谋划布局，加强村域联建融

合，持续放大联农带农效果，引
领带动我市乡村振兴战略全面
实施。

马广峰强调，要强化片区党
委建设，健全组织体系，总领片区
内、跨村域事务，确保党建引领贯
穿片区建设全过程。要突出科学
规划引领，编织片区产业、生态、
设施建设“一张网”，畅通片区发
展脉络，探索建立土地、资金、人
才等要素跨村调剂机制，因地制
宜、合理统筹制定片区各村发展
规划。要深化产业辐射带动，聚
焦“一镇一特”“一村一品”，大力
培育片区主导产业，找准定位、叫
响品牌，努力实现强村富民兴产
目标。

市领导调研乡村振兴片区建设情况

记者10日从国家发展改
革委获悉，春节期间（1月28日
至2月4日），全国消费品以旧
换新活动火热开展，汽车、家电
家居、手机等数码产品等以旧
换 新 销 售 量 达 到 860 万 台
（套）、销售额超过310亿元，家
电、手机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
长约166%、182%，消费市场活
力有效提升。

在“两新”加力扩围的带动
下，消费者参与更新换新热情
高涨。初步梳理，春节期间，全
国汽车、家电家居、手机等数码
产品以旧换新销售量达到860
万台（套），销售额分别约66亿
元、105亿元、141亿元；北京、
江苏、浙江、河南、湖北、广东等
地区以旧换新销售额均超过
15亿元，位居全国前列。

春节假期重点领域消费品
以旧换新销量显著增长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从
热门商圈到街头巷尾，齐鲁大
地洋溢着烟火气。无论是旅游
餐饮还是批发零售行业，都呈
现出蓬勃的消费景象。

百业兴旺，电力先行。透

过用电量，可以窥见山东假日
经济的活跃态势。国网山东省
电力公司数据显示，2025年春
节假期，山东电网全网用电量
达到119.33亿千瓦时，较2024
年春节假期增长14.3%。

山东：用电量彰显假日消费热度

记者10日从国家医保局
获悉，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

“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
功能于近日正式上线，购药者
通过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
码，即可获取详细的药品销售
信息，了解药品的“前世今
生”。目前，每天已有近3.3万

人次使用这一功能查询药品销
售信息。

药品追溯码是每盒药品的
唯一“电子身份证”。一盒药品
的追溯码，只应有一次被扫码
销售的记录，若重复出现多次，
就存在假药、回流药或药品被
串换销售的可能。

扫码即知药品“前世今生”
医保药品耗材追溯信息查询功能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