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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向“新”转型向“绿”
—探寻山东省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的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刘小红 郭潇宁 毕笑天 于心月

幸福乐园、幸福食堂、“幸福满

格”智慧治理中心……7 月 28 日，记

者走进山东省东营市杨庙社区。这

个为改善黄河滩区群众生活条件而

实施搬迁改造的新型农村社区，处

处焕发勃勃生机。

沿黄河大堤西行，堤坝内大河

浩荡。堤坝外，是红顶白墙、鳞次栉

比的住宅楼。

20 世纪 70 年代，东营市黄河原

蓄滞洪区群众响应国家号召，搬迁

至沿黄大堤的房台上居住。2013年

起，东营市对 66 个房台村进行住房

拆迁改造，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其

中，杨庙社区安置了 11个房台村。

2016 年春节前夕，1535 户居民

全部完成搬迁，告别“3年攒钱、3年垫

台、3年盖房、3年还账”的贫困生活。

在宽敞明亮的楼房“安家”，还

要托住“稳稳的幸福”。

走进社区党群服务大厅，医保、

税务、民事纠纷调解……92 项政务

服务窗口尽收眼底。从前要花费大

半天时间到镇上办理的业务，现在

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一次办完。此

外，杨庙社区还高标准建设幸福食

堂、社区幼儿园等。“食堂每天有四

五十位老人就餐。低保、五保户等

特困人群，1 元钱就可以吃到一荤

一素的爱心午餐。”幸福食堂负责人

王祝娥说。

今年，杨庙社区着手打造杨庙·

黄河里文旅项目。该项目依托原房

台村村落而建，对 140 套老房子进

行改造，带动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未来，项目计划引入

专业运营公司，吸纳周边土地、劳

务、产业等资源参与，可以直接提供

就业岗位 200 余个。

从杨庙社区西门走出，沿大堤

一路南行，道路两旁一座座果蔬大

棚整齐排列。“这 8 个大棚种的都是

网纹瓜，是适合黄河沙土种植的特

色品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非常

多，4 个大棚的网纹瓜已经销售一

空。”合作社负责人许孝军说。

近年来，杨庙社区建立党委牵

头的合作社孵化中心和农民专业合

作社，采取以集体“土地+资金”方

式，将合作社收益进行分成。合作

社成立后，重点发展网纹瓜、蜜薯等

特色果蔬种植，开展技能培训，帮助

社区群众就近就业增收。

果蔬大棚内，村民李兆花正忙

着给网纹瓜除草、挂蔓。“我家的土

地流转了，自己在大棚打零工，有土

地和工资两份收入，日子越来越有

奔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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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白鹳东方白鹳、、黑嘴鸥黑嘴鸥、、白鹤……盛夏白鹤……盛夏

时节时节，，记者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记者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看到保护区看到，，湿地芦草丰美湿地芦草丰美，，碧绿的水碧绿的水

波中不时有水鸟轻轻点过波中不时有水鸟轻轻点过，，黄河入海黄河入海

口的小小湿地尽显生态秀美之姿口的小小湿地尽显生态秀美之姿。。

““保护区设立之初保护区设立之初，，这里只有这里只有 187187

种鸟类种鸟类，，如今已增加到如今已增加到 373373 种种。。””保护区保护区

管 委 会 高 级 工 程 师 王 安 东 向 记 者 介管 委 会 高 级 工 程 师 王 安 东 向 记 者 介

绍绍，，每年来到这里的鸟类多达上百万每年来到这里的鸟类多达上百万

只只，，黄河三角洲被专家形象地称为黄河三角洲被专家形象地称为““鸟鸟

类国际机场类国际机场””。。

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一 体 化 保 护 修山 水 林 田 湖 草 沙 一 体 化 保 护 修

复复，，盐碱地里生长出新希望盐碱地里生长出新希望。。在黄河在黄河

三角洲三角洲，，自主培育的种子正生根发芽自主培育的种子正生根发芽、、

结出结出““果实果实””。。

在东营市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在东营市国家盐碱地综合利用技

术创新中心的试验田术创新中心的试验田，，记者看到记者看到，，阡陌阡陌

纵横纵横，，田垄交错田垄交错，，玉米玉米、、大豆等作物长大豆等作物长

势喜人势喜人。。

走进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走进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

业示范区加速育种平台业示范区加速育种平台，，宛若来到一宛若来到一

座座““植物工厂植物工厂””，，一排排绿苗在栽培架一排排绿苗在栽培架

上整齐排列上整齐排列，，在灯光下茁壮成长在灯光下茁壮成长。。

近年来近年来，，东营市和黄河三角洲农业东营市和黄河三角洲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搭平台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搭平台、、进项目进项目、、

引人才引人才，，围绕耐盐碱作物精准高效育种围绕耐盐碱作物精准高效育种

等领域展开攻关等领域展开攻关，，盐碱地盐碱地““越种越肥越种越肥””。。

20222022 年年 1212 月月，，国家盐碱地综合利国家盐碱地综合利

用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落户黄河三角洲用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落户黄河三角洲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中心将盐中心将盐

碱地生物育种作为首要任务碱地生物育种作为首要任务，，汇聚全国汇聚全国

优势创新资源优势创新资源，，从政策从政策、、平台平台、、产业等方产业等方

面一体化推进盐碱地科技创新面一体化推进盐碱地科技创新，，探索盐探索盐

碱地综合利用的高效途径碱地综合利用的高效途径，，为国家耕地为国家耕地

保护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保护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山东省科山东省科

技厅相关负责人梁恺龙说技厅相关负责人梁恺龙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目光从目光从

陆地转向海上陆地转向海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

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同样是山东高质同样是山东高质

量发展的重点方向量发展的重点方向。。

在烟台市莱山区在烟台市莱山区，，““耕海耕海 11 号号””犹如犹如

一朵一朵““海上花海上花””，，绽放在海波之上绽放在海波之上。。这这

里集养殖里集养殖、、观光观光、、住宿住宿、、餐饮餐饮、、科普科普、、科科

研等于一体研等于一体，，是全国首座综合性是全国首座综合性、、示范示范

性性、、集成性的智能化大型现代生态海集成性的智能化大型现代生态海

洋牧场综合体平台洋牧场综合体平台。。

““耕海耕海 11 号号””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

念念。。其太阳能其太阳能、、风能发电系统风能发电系统，，能满足能满足

日常用电需求日常用电需求，，平台配备了防污处理平台配备了防污处理

系统系统，，同时同时，，平台周边海域还投放新型平台周边海域还投放新型

环保礁体环保礁体，，探索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探索多营养层次立体养殖，，

助力修复海洋生态环境助力修复海洋生态环境，，打造打造““海上绿海上绿

水青山水青山””。。

远山大河入齐鲁远山大河入齐鲁，，胶东半岛的广胶东半岛的广

阔土地上阔土地上，，正在书写绿色低碳高质量正在书写绿色低碳高质量

发展的发展的““山东答卷山东答卷””。。

图图①①：：在山东省荣成市桑沟湾海在山东省荣成市桑沟湾海

洋牧场洋牧场，，渔民们驾驶渔船前往生态养渔民们驾驶渔船前往生态养

殖区作业殖区作业。。

图图②②：：山东省菏泽市将生物医药山东省菏泽市将生物医药

产业作为首选核心产业产业作为首选核心产业，，推进人才链推进人才链、、

科技链科技链、、产业链产业链““三链三链””融合发展融合发展。。图图

为在菏泽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园为在菏泽生物医药大健康产业园，，工工

作人员在生产线值守作人员在生产线值守。。

图图③③：：在山东省东营市黄河三角在山东省东营市黄河三角

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科研人科研人

员在观察员在观察““济麦济麦 6060””的生长情况的生长情况。。

图图④④：：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景色然保护区景色。。

图片均由新华社发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45 个耐盐碱作物新品种扎根盐碱地

绿水青山绘就“新画卷”

省 会 济 南 ，不 只 有 车 水 马 龙 的

CBD，还有拔节抽穗的新旧动能转换

起步区。在这里，一片“EBD”（生态商

务区）正在向绿而生。

“ 我 们 在 产 业 引 入 过 程 中 坚 持

‘黑、白名单’制度，只有低碳、环保、高

效、节能的‘白名单’企业才能入驻发

展。”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宣传文

化部部长霍婧介绍，黄河流域氢能产

业基地、先进动力研究所……一大批

新 兴 产 业 企 业 在 新 旧 动 能 转 换 区 扎

根，在绿色低碳的赛道上起步、奔跑。

零碳智慧创新产业园、固态锂电池

产业园、先进储能装备创新产业园……

在淄博市的齐鲁储能谷，“金三角”格局

初步成形。企业负责人李轶群说，他们

以储能为核心产业，形成了储能、光伏

及海上风电柔性传输三大国内产业链

最全的产业。

新旧动能转换，一手抓传统产业

“弯道超车”，一手抓新兴产业“换道超

车”。“双碳”背景下，基于数字化的绿

色低碳转型成为发展大势。抢抓这一

风口打造的齐鲁储能谷，聚集多家行

业头部企业，构建起国内链条最长、最

齐全、最高端的新能源产业链。

面对低碳与发展这道“必答题”，

淄博市以薄如蝉翼的质子交换膜交出

一张答卷。氢能利用是实现“双碳”目

标的重要途径之一，已纳入我国具有

重大战略意义的新能源体系。质子交

换膜是氢燃料电池的核心，被誉为氢

能产业的“芯片”。

“我们解决了质子交换膜的国产

化难题，成功实现进口替代。”一家新

材料企业负责人王振华介绍，他们研

发的全新燃料电池质子膜具有完全的

自主知识产权，并在测试中表现出优

异性能，得到广泛应用。

近年来，山东通过培育青岛人工

智能、潍坊元宇宙、烟台东方航天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开

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

新动能新优势。

在青岛西海岸新区，高标准建设

的集成电路、新型显示、绿色低碳新材

料、氢能等新兴产业专业园区纷纷扎

根。2023 年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和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分 别 增 长 5.8% 、9.5% 。

这组数字的背后，是新兴产业集约化

发展的新动能。

液晶操作屏上选好一款咖啡，机

械臂开始工作，取杯、磨豆、萃取、打奶

泡、拉花一气呵成，“手法”娴熟……在

一家智能机器人制造企业，记者看到，

智能协作机器人不仅可以制作咖啡、

按摩理疗，还广泛应用于汽车、五金家

电、厨卫洁具、科研教育、物流等行业

领域。

成立仅 3 年，这家企业已在协作机

器人领域取得一系列具备国际竞争优

势的技术突破和重要成果。如今，这

家企业在协作机器人领域排名全球第

二、中国第一。

在全封闭全自动的生产线上，一

块块显示屏经过清洗、贴片等工序，不

断产出下线。这是一家全球领先的物

联网创新企业，为信息交互和人类健

康提供智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目

前全球每 4 个智能终端，就有 1 块显示

屏 来 自 我 们 。 企 业 自 主 研 发 的 超 高

清、柔性、微显示等多项技术突破，已

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知名品牌。”企业负

责人于永烈说。

“白名单”企业入驻生态商务区

新兴产业竞逐“新赛道”

资源枯竭城市、独立工矿区、老工

业基地……有着百年近现代工业历史

的山东省淄博市，曾在我国重工业版

图焕发熠熠光辉，如今，在高质量发展

新的时代要求下，却面临艰巨的传统

行业升级转型任务。

这 是 一 场 产 业 结 构 脱 胎 换 骨 的

“突围”与“涅槃”。

转型“第一枪”，打向高污染高耗能

的“两高”产业：全市钢铁、焦化、煤炭产

能 全 部 出 清 ，化 工 产 业 园 区 裁 撤 近 7

成，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关停三分之一。

“我们综合运用环保、能耗倒逼机

制等压减低端产能，对新建‘两高’项

目 ，严 格 实 施 产 能 、煤 耗 、能 耗 、碳 排

放、污染物排放减量替代制度。”淄博

市领导表示，“淄博始终把绿色低碳作

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推动

形 成 绿 色 低 碳 的 生 产 方 式 和 生 活 方

式，努力为城市发展增绿聚能。”

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

品和技术。在环保标准倒逼下，越来

越多传统高耗能企业向科技创新、技

术改造寻求出路。

在淄博市，有这样一家工业企业，

以水泥建材为主业，却被评为“国家级

绿 色 工 厂 ”。 与 传 统 印 象 中“ 灰 头 土

脸”的水泥厂不同，走进企业大门，中

央花坛绿草如茵、繁花绽放。

这家企业出厂的水泥合格单上，都

有一个绿色的二维码。手机扫描就能

看到这批水泥的“碳足迹”——产品生

命周期内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多

少，哪个生产环节碳排放占比最大等。

“2018 年，我们以大数据为支撑打

造水泥‘工业大脑’项目，能耗指标、排

放指标、质量稳定性均达行业一流。”

企业总工程师朱波介绍，“工业大脑”

让生产线综合能耗下降 6%，质量稳定

性提高 28%。

近年来，山东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顶

住阵痛、迎难而上，新旧动能转换闯过一

道道难关，实现传统工业的华丽转身。

转速达到每分钟 3 万转以上，轴的

浮动范围却只有几微米……在潍坊市

一家重工企业生产车间，该企业自主研

发的磁悬浮电机正高速运转。应用磁

悬浮技术的大型机械，服务造纸、水泥、

钢铁等行业，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企业展厅内，一面“专利墙”引人

注目。事实上，最初这家企业并不涉

足磁悬浮领域，而是凿岩机械行业的

“领头羊”。“凿岩机市场太小，我们必

须跳出这个‘舒适区’。”负责人李永胜

说，通过高价值专利的培育，企业逐步

形 成 了 磁 悬 浮 、凿 岩 机 2 个 专 利 群 和

300 多 项 核 心 专 利 ，专 利 布 局 逐 步 完

善，打造核心竞争力。

高端、绿色、集约，朝着这一目标，

山 东 全 省 大 刀 阔 斧 开 启 产 业 结 构 调

整。齐鲁大地，一大批传统行业在绿

色转型发展的浪潮中换羽新生。

水泥企业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

传统产业闯出“新天地”

仅 10微米厚、薄如蝉翼的质子交换膜，寿命是国外产品的
1.5倍，为氢能燃料电池换装“中国芯”；

黄河三角洲的大片盐碱地，精心选育、推广种植耐盐碱农作
物品种，让盐碱地“越种越肥”；

齐鲁储能谷，形成储能、光伏及海上风电柔性传输三大国内
产业链最全的产业。

…………
记者走进山东——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北方地区经济发

展的战略支点。

2022年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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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山东在深化新旧动能转
换基础上，着力探索转型发展之路，进一步增强区域发展活力动
力，加快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九曲黄河，奔腾东流。齐鲁大地，动能澎湃。“在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在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锚定这一目
标，山东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中国式现代化的山东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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