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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转身”“碳”寻新机
——泰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焕发新图景

□记者 李皓若

本报 4月 22 日讯（记者 杨文
洁）近日，国家统计局泰安调查队公布
2025年一季度泰安居民收入和消费
支出情况。一季度，泰安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 11297 元，人均消费支出
6112元。

一季度，泰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1297元，同比增长5.6%。其中，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498元，
增长5.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8018元，增长5.9%。

从来源看，工资性收入继续发挥
“压舱石”作用。一季度，全市居民人
均工资性收入 6942 元，同比增长
4.4%。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8469元，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4667元。在一系列提振消费政策的
刺激下，我市市场活力被激发，一季
度，全市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986
元，同比增长7.9%。其中，城镇居民
人均经营净收入2021元，增长7.4%；
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1934元，增

长8.7%。
此外，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保

持稳步增长。其中，全市居民人均财
产净收入700元，同比增长4.0%；全
市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1669元，同比
增长8.5%。

居民消费支出方面，2025年一季
度，泰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6112元，
同比增长4.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7123元，增长3.7%；农村居
民人均消费支出4607元，增长4.7%。

从构成看，“食”“住”“行”占消费
支出前三位。一季度，全市居民人均
食品烟酒消费支出 1743 元，增长
4.0%；人均居住消费支出1079元，增
长4.8%；人均交通通信消费支出873
元，增长6.3%。此外，人均衣着消费
支出、生活用品及服务消费支出、教育
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
出以及其他用品和服务消费支出分别
为 520 元、378 元、665 元、622 元和
232元。

一季度泰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297元
“食”“住”“行”占消费支出前三位

■宁阳化工园区架起的公用管廊将化工企业连成一个整体。 记者 隋翔 摄■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零碳智慧管控中心。 记者 司刚 摄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
松）21日，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
记马广峰到新泰市调研社会综合
治理和农业农村工作，并出席市
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链重点项目
开工仪式。

马广峰来到新汶综治中心，
听取中心工作情况汇报，察看中
心各功能室、调解室运行机制，
强调要聚焦矛盾纠纷预防化解，
整合资源、优化流程、加强协
同，切实提升矛盾纠纷吸附化解
能力。在众客食品产业园，马广
峰还了解了企业发展、主要产品
情况，察看大数据智能分析平
台，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发展

规划。
随后，马广峰在市医药及医

疗器械产业链重点项目暨山东
鲁抗赛特有限责任公司缓控释
制剂项目开工仪式上致辞。他
说，医药及医疗器械产业是我市
四大优势产业之一，该项目建成
后将进一步优化我市医药产业
结构，推动我市医药及医疗器械
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他要求各级各有关
部门单位密切关注、全力支持项
目建设，以最优的政策扶持、最
好的合作环境，帮助项目方及时
解决困难和问题，确保项目早建
成、早投产、早见效。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李
松）今天上午，全市双拥共建工作
协商座谈会召开，就进一步推进
全市双拥共建工作征求党外人士
意见建议。市委副书记、政法委
书记马广峰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成丽主持。

听取我市双拥共建工作情况
通报后，马广峰指出，近年来，我
市军地各级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穿双拥
工作始终，军地合力、军民同心、
协力前行，全力保障部队“打胜
仗”，巩固了军政军民团结的大好
局面。

马广峰强调，要大力抓好宣
传教育，挖掘用好泰安红色资源，
不断丰富双拥载体，发挥先进典

型的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头作用，
营造双拥浓厚氛围。要聚焦做好

“前线”“前沿”“前哨”工作，强化
保障、优化服务、抓好共建，全力
支持部队备战打仗。要聚力破解

“后路”“后院”“后代”问题，持之
以恒做好军人安置、家属就业、子
女就学工作，激励官兵全力投入
练兵备战。要致力擦亮“泰山
兵”、泰安“英雄城市”和“全国双
拥模范城”3张名片，充分发挥泰
安双拥特色优势，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激励全市上下不
忘初心、接续奋斗。

座谈会上，各民主党派、工商
联、无党派人士代表作交流发言。

市政协副主席苏雪峰、梁望
东、朱丽参加活动。

全市双拥共建工作
协商座谈会召开

市领导到新泰市调研
并出席重点项目开工仪式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
中乾）今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
长李兰祥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
议，分析当前经济运行形势，传达
学习全省乡村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提质提效三年行动推进会议和全
省农村供水保障工作推进会议精
神并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强调，要认清经济发展
态势，认真抓好经济运行调度，结
合实际、集中精力做好各项工
作。要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和责
任，下定决心、攻坚克难，全力以
赴抓项目、抓资源、抓环境、抓安
全、抓督查考核，认真做好对上争
取、资源盘活、人才引进、促进就
业等各项工作，切实以更加有力
的举措、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经
济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工

作质效，加快推动村卫生室改造、
强化乡镇卫生院管理服务、壮大
乡村医疗人才队伍等重点任务。
要进一步强化投入保障，持续加
大市县两级财政保障力度，健全
完善医保配套政策、卫生室运行
补助政策。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凝聚工作合力，确保高质量完
成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指出，要全力加快工程
进度，尽快完成农村供水水质提
升三年专项行动各项工程。要着
力推进县域统管，将工作重心从
大规模工程建设转移到常态化运
行管理上，确保标准化管理全覆
盖。要持续保障水质安全，切实
守牢水质“安全防线”。要压紧压
实工作责任，确保各项任务落地
落实落细。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4月22日讯（记者 张
中乾 通讯员 马爱葵 孙悦
平 韩长清）今天下午，市委副书
记、市长、市规委会主任李兰祥主
持召开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泰安市岱岳区下港镇国土空间
规划（2021—2035年）》等有关规
划事项。

会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汇报了提交审议的规划议题。与
会委员讨论后认为，下港镇国土
空间规划进一步优化了镇域国
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泰安市
建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定》等5
项规划管理规定，充分考虑我市
实际情况，既能够进一步加强建
设工程规划管理，引导和支持我
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又

能够充分满足重点项目建设需
求，更好地促进市政基础设施
发展。

李兰祥指出，要严格遵守会
议审议通过的《泰安市岱岳区下
港镇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
年）》，抓好工作落实，使之成为指
导乡镇开发保护和规划建设的基
本依据。石腊河沿岸留白用地要
按照有关程序尽快推动各项手续
办理，解决好遗留问题，为完善沿
河两岸旅游休闲商业功能提供有
力保障。各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
要求，依据审议通过的《泰安市建
筑工程容积率计算规定》等5项
规划管理规定做好有关工作，不
折不扣抓好落实。

市领导唐传营、蒋永斌、刘峰
梅、窦清波、张步军出席会议。

泰安市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
2025年第一次会议召开

市政府常务会议召开

深耕图书产业
传递知识温度

近日，位于泰安高新区的人天
书店集团泰安总部仓库内一派繁
忙。货架上的书籍整齐排列，工作
人员穿梭其间。

北京人天书店集团创立于
1998年，目前已与500余家出版
社、200余家文化公司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为3000余家图书馆提供
服务。泰安总部集仓储、物流、办
公、研发基地于一体，库存超80万
种，业务涵盖馆配、批销、网店、合
作出版、技术开发等。

记者 陈阳/图 于龙/文

踩着春天的鼓点，泰安上下处处
升腾着项目建设的热潮。新泰市循环
经济产业园内，山东德普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二氧化碳高效合成
碳酸二甲酯关键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在这里，二
氧化碳有了新用途，被“捕捉”后高效
利用，转化为锂电池电解液溶剂主要
原料——碳酸二甲酯。

“每生产1吨碳酸二甲酯可消耗
二氧化碳0.49吨，年产20万吨碳酸二
甲酯便可消耗二氧化碳9.8万吨，同时
我们还创新酯交换法，比起传统工艺
全过程减排二氧化碳45万吨，相当于
植树1.4万公顷，碳中和利用效果明
显。”公司副总经理张弘治给记者算了
一笔账。该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二氧
化碳—新能源、新材料等高附加值基
础化学品”的负碳产业链，填补行业内
二氧化碳大规模高效资源化利用的技
术空白。

绿色低碳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一
道必答题。在泰安，高新技术企业突
破1000家，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
到66.8%；全市在建在运储能装机超

过500万千瓦，居全省首位；关停低效
小煤电机组4台、容量8.8万千瓦，全
市能耗强度、煤炭消费同比大幅降
低……

自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以来，泰安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全面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碳”寻发
展新路径，高质量发展持续向上突围，
经济社会焕发出新图景。

产业焕新
传统与新兴的双向赋能

在石横特钢集团有限公司零碳智
慧管控中心，每分钟可生成、监测47.9
万个核心数据，巨型屏幕上跳动的数
据，勾勒出传统钢企的“数字生命线”。

开发“石特云”工业互联网平台，
实施转智改项目280个；利用固碳减
排钢化联产技术将钢厂煤气转化为甲
酸，年减少碳排放30万吨……石横特
钢“智能化+绿色化”的转型路径，正
是泰安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迈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的生动
缩影。

依靠科技创新加速实现动能转

换，泰安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
既守牢根基，又推动产业结构向新
迈进。

按照《泰安市“十强产业”行动计
划》，我市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
文化旅游等“十强”产业通过技改升
级、数字赋能等，持续发展壮大，撑起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主骨架”，成为绿
色低碳转型的“主引擎”。2024年，全
市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
长 19.1％，规上工业煤炭消费量较
2020年同期下降10%左右。面对新
旧动能转换中的堵点卡点，我市加强
重大产业技术攻关，4个省级攻关项
目获批资金2050万元，资金额创历年
新高；7个项目入选省新一批产业攻
关项目，数量居全省第三位。

着眼未来，以新促转，随着“泰安
号”卫星的成功发射入轨，东方空间商
业运载火箭、英视盛华卫星星座、乾堃
火箭综合试验中心等一个个新质生产
力项目相继落地建设，泰安卫星互联
网、运载火箭、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也
从无到有、突出重围。

在宁阳化工园区，腾空架起、纵横
有序的公用管廊犹如“主动脉”将化工
企业连接为一个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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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内原材料供应实现隔墙
配套、循环利用，形成绿色、高效、高端

“产业生态圈”。
如今，循环经济、链式思维驱动着

我市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集群加速崛
起。2024年，我市成功争取盐穴储能
储气入选省未来产业集群，岱岳区功
能纤维及复合材料获评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3个集群入选省特色产业
集群，3个集群入选全省首批支柱型
雁阵集群，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
紧密协作，形成梯度发展的产业格局，
各自发挥比较优势，提升整体竞争力，
共筑绿色发展新高地。

能源变革
储能之都加速崛起

能源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点
领域，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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