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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级 制 造 业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235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163 家，数

量均位居全国前列。作为拥有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的省份，一批拔节生长的企

业不断涌现，成为山东推动现代化强省

建设的有力支撑。

立足工业基础优势，山东挖掘一批

科技创新能力强、产品质量优、财务状况

健康的“种子企业”，通过精心培育，推动

企业成为产业链建链延链的“主攻手”、

供应链上的“配套专家”，为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动能。

锚定自主创新“冠军
企业”不断涌现

铸件最大单重约 160 吨、一片风机

叶片长达 100 多米、一个轮毂直径约 5

米……走进山东国创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各类大型风电装备琳琅满目。目前

这家企业风电铸件国内市场占有率在

30%以上。

鲜为人知的是，短短一年时间内，国

创精密便实现了从省级单项冠军到国家

级单项冠军的跨越。

“创新是实现飞跃发展的关键。”公

司副总经理张振强说，公司技术研发投

入占销售收入比重始终在 5.5%以上，突

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在风电装备赛道跑

出了加速度。

近年来，山东不断做大做强先进制

造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

业的科技创新助推产业革新，一批“冠军

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齐鲁大地涌现。

目前，山东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数量居全国前列。

泰山玻璃纤维有限公司是国家级单

项冠军企业。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密密

麻麻的玻璃纤维正被织成透明、纤薄的

电子布。公司总经理助理姜大勇说，通

过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我们可以将玻璃拉成直径为头发丝二十

分之一的玻璃丝，并织出“薄如蝉翼”的

电子布。电子布可用于高精尖电子产品

电子线路板基材的生产，有效助力人工

智能、自动驾驶等尖端产业发展。

从传统制造到高端产业，从本土深耕

到全球布局，这两年，一批企业深耕海外研

发，不断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一粒粒直径约 0.8 毫米的金属丸砂，

在山东开泰集团的生产线上完成从原材

料到系列成品的蝶变。锈迹斑斑的万吨

巨轮经过抛喷丸处理后，可以焕发新的

光彩。在轨道交通、航空航天、工程机械

以及海工装备等领域，开泰集团的产品

得到广泛应用，相关产品的市场份额居

全球前列。

开泰集团副总经理吴成民说，公司

在成立发展之初，就将“大头在海外”列

为发展战略目标，勇毅走出国门、探索海

外并购、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已形成了

“三国五地”的全球布局。

山东省宏观经济研究院战略规划研

究所所长刘德军说，“夺冠”绝非一日之功，

意味着企业要在生产技术、工艺上取得领

先，在产品质量、市场份额等方面走在前

列。“冠军企业”不断涌现的背后，是技术创

新、智能制造、全球布局的同频共振。

厚植沃土精心“选种”
“育苗”

实现梯度培育，针对企业的“选种”

是基础。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

业处副处长米思拓说，山东实施优质中

小企业挖潜强基行动，累计对 3 万余家

“种子”企业建档入库、精准培育，有效推

动优质中小企业提质扩容。

“我们对照专精特新和单项冠军企

业评价指标，建立优质企业重点培育清

单，并实行动态管理，做到符合条件企业

应报尽报、应入尽入。”滨州市工信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当地优质企业

培育库在库企业达 650 家。相关部门围

绕企业专业化发展、经营管理、创新能力

等 7 个方面精准施策，逐企分析短板弱

项，“一企一策”制定成长方案。

在“育苗”过程中，山东依托工业互联

网发展领先优势，“一企一策”引导企业推

进智能化改造，为其插上“数字翅膀”。

根据山东发布的《2025 年全省工业

互联网赋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工作要

点》，今年山东将推动全省规上工业企业

数字化转型覆盖率达 94%左右。

企 业 从“ 种 子 ”一 步 步 成 长 为“ 大

树”，离不开沃土的滋养。山东通过推出

财政奖补、股权激励、融资促进等系列支

持政策，为企业营造“发展土壤”。

同时，为让专精特新企业更好培养、

留住人才，近年来山东对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人才职称

评审制度进行创新。符合条件的企业内

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取得原创性科

技成果以及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工程技

术人才，可经企业董事长（或研发团队技

术带头人）署名举荐，直接申报工程技术

系列高级职称。

山东山森数控技术有限公司创新工

作室主任孙强说，通过“董事长举荐制”，

公司新增 3 名高级工程师、1 名正高级工

程师，开展科研工作更顺畅，已成功获评

山东省软件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制造

业创新中心培育对象。

数据显示，山东目前处于培育有效

期内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26591 家、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18071 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1163 家。

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中小

企业，再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最终

迈向主业突出、综合实力强、具有全球竞

争力的单项冠军企业。如今，一条引领

企业壮大的路径在齐鲁大地愈发清晰。

产业聚链成群“携手”
发展壮大

从一两家龙头企业到一条产业链，

在山东各地，上下衔接、协同发展的产业

链供应链体系正在加速完善。

在位于山东肥城市的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生产车间内，年产 2.5 万吨电池级碳酸锂

生产线加紧运转。如今，瑞福锂业已成

为“链主”企业，带动本地锂电新材料产

业链协同发展。多家企业间实现了碳酸

锂生产线、氢氧化锂生产线、硫酸及蒸汽

原材料生产线的通用生产设备共享。

肥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王峰介

绍，目前，一条涵盖锂矿石加工、锂电池钠

电池原材料、正负极材料、电池电材组装、

锂电池回收综合利用的全周期、闭环式产

业链初具规模，有效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

“聚链”方能“成群”，随着梯度培育

体系成效显现，单项冠军引领示范，专精

特新企业不断涌现，促进产业集群迅速

壮大。

在山东青岛，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生

态繁盛，各类企业梯次成长，已入围国家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链主”企业海

克斯康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艾普

智能、海研电子、众瑞智能等专精特新企

业在智能电表、电机检测、海洋监测等领

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全国前列。

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山东多

条产业链向高端跃升。数据显示，山东已

培育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 6个、省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 20 个，2024 年省级以上先进

制造业集群实现营业收入 4.1万亿元。

为给更多中小企业“卡位入链”创造

机会，山东还发挥产业门类全、规模总量大

的优势，启动“十链百群万企”专项行动。

在近期济南市举办的人工智能产业

链专场对接活动上，100 余家人工智能、

集成电路领域上下游企业和机构在此汇

聚。通过对接“链主”企业技术需求，不

少中小企业获得了更多合作机会。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山东将围绕 11 条标志性产业

链、100 个省级特色产业集群两大重点，

推动大中小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合作持

续挖潜、资源共享共用，进一步提升产业

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据新华社济南 4月 5 日电 记者

孙晓辉、邵鲁文、高天）

新赛道跑出加速度
—山东加快工业企业梯度培育观察

新华社缅甸曼德勒4月5日电 （记

者蒋超）由中国军队参与组派的中国国际

救援队 5 日在缅甸曼德勒城区持续开展

医疗巡诊，通过疾病筛查、问诊咨询、用药

指导、药品发放及知识宣讲等形式，为当

地灾区民众提供“零距离”诊疗服务。

在曼德勒医科大学附近的安置点，

救援队医疗队员利用中国自主研制的掌

上超声、便携式 X 光机和床旁心电图机

等移动诊疗设备，为 250 余名当地民众

提供免费检查，现场对症分发抗感染类、

解痉平喘类、镇痛类、降压类等短缺急需

药品。

在曼德勒皇宫附近的安置点，医疗

队员针对当地常见疾病精准施策，特别

是对灾区高温环境下高发的呼吸、消化

及免疫系统疾病提供用药指导，针对性

开展呼吸系统养护、慢性病管理等常见

疾病预防宣教，帮助当地民众提升自我

保健能力。

据了解，医疗巡诊团队由救援队的

10 余名医学专家组成，涵盖内科、外科、

妇儿科等 14 个诊疗学科。自驰援缅甸

以来，他们在积极配合开展废墟搜救、建

筑侦检、检伤分类等任务的同时，累计完

成营区及作业区消杀约 12 万平方米，并

联合中国救援队、中国香港特区救援队、

深圳公益救援队等中国救援力量，为搜

救队员和受灾民众提供全天候巡诊保

障，累计接诊 500 余人次。

下一步，救援队将持续分批次组织

医疗力量赴曼德勒城区各安置点开展巡

诊，重点针对当地多发的呼吸系统、肝胆

系统、心脑血管及内分泌系统的急慢性

病提供医疗服务，并为当地捐赠部分紧

缺医疗物资器材。

中国国际救援队在缅甸曼德勒城区持续开展医疗巡诊

新华社北京 4月 5 日电 （记者魏

弘毅、马意翀）4 月 5 日是红旗渠主干渠

通水 60 周年。记者从水利部获悉，60 年

来，红旗渠已累计引水超过 130 亿立方

米，灌溉农田 4700 余万亩次，促进粮食

增产 80 亿斤。

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红旗渠通

水以来，各级政府和水利部门先后投资

6.2 亿元，实施了四轮灌区续建配套、节

水技改与现代化改造，恢复改善灌溉面

积 35 万亩，年节水 1200 万立方米。红旗

渠功能从人畜饮水、农田灌溉增至工业

供水、生态补水。

推 进 数 字 孪 生 建 设 方 面 ，红 旗 渠

数 字 孪 生 平 台 已 上 线 运 行 ，实 现 从 大

水 漫 灌 到 精 准 灌 溉 、从 人 工 管 理 到 智

慧 管 控 。 数 字 孪 生 系 统 全 部 投 用 后 ，

红旗渠用水申请时长将由 2 天缩短至 2

小时，每万亩灌溉面积只需 2 名专管人

员，灌区管理手段更为先进，运行维护

更加高效。

在 水 权 改 革 方 面 ，红 旗 渠 所 在 地

河 南 省 安 阳 市 统 筹 全 市 引 漳 三 大 灌

区 用 水 指 标 ，实 现 水 资 源 优 化 配 置 与

合 理 利 用 ，预 计 年 均 增 加 引 漳 水 量

5000 万 立 方 米 ，较 多 年 平 均 引 水 量 提

升 20%。

红旗渠通水60年累计引水超过130亿立方米

正值林芝桃花节期间，西藏雅尼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众多游客。图为 4月 2日拍摄的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摄

清明时节是春茶采摘旺季，茶农在茶园内忙碌，采制新茶供应市场。图为 4月 5日，茶农在广西贺州市昭平县高山生态

茶园采摘春茶。 新华社发

本报北京 4月 5日电 记者李姝睿

报道：记者从国防部获悉，4 月 5 日，中柬

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正式挂牌运

行，用于保障两军开展地区反恐、防灾减

灾、人道主义救援、联合训练等行动，双

方派驻必要人员共同维持中心正常运

转。中心建设和使用是中柬两国相互尊

重、平等协商的成果，符合两国国内法、

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任何第

三方，有利于进一步密切两军务实合作，

更好履行国际义务和提供国际公共安全

产品。

新华社柬埔寨西哈努克城 4月 5日

电 （记者吴长伟）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

和训练中心 5 日上午举行挂牌仪式。柬

埔寨首相洪玛奈出席，中国人民解放军

派代表团参加。

挂牌仪式上，中柬双方分别致辞，

强调中心建设和使用，是中柬两国相互

尊重、平等协商的成果，有利于进一步

密切两军务实合作，更好履行国际义务

和提供国际公共安全产品。双方表示

将继续携手共进，全面深化联演联训、

人才培养、装备技术等领域合作，不断

巩固和发展中柬两军关系，共同维护地

区安全稳定。

与此同时，中柬两军在中心组织“金

龙-2025”联合演习启动活动，并安排双

方舰艇开展编队机动、海上通信、装备操

演等课目训练。

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挂牌运行

“这杯酒是替大伯敬的，家里一切都

好，大家很想您……”在沈阳抗美援朝烈

士陵园，烈士英名墙上“孙世安”烈士的

名字下，从山东烟台赶来的孙胜德一边

倒酒，一边默默诉说家人的思念。

“自从知道这里能找到二伯的名字，

我一直想来看看，”孙胜德说，“二伯孙世

安 1953 年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他葬在

朝鲜，来这里看到他的名字，也就算是看

过他了。”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中长眠着包

括邱少云、黄继光等在内的 123 位志愿

军烈士。2013 年，中韩两国达成将在韩

志愿军烈士遗骸归还中国的协议。2014

年以来，累计已有 981 位在韩志愿军烈

士遗骸回到祖国，落葬于此。

又逢清明，思念不休。4 月的沈阳

碧空如洗，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苍松

翠柏掩映下，一片肃穆。记者近日走访

看到，这里汇聚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思念。

92 岁的志愿军老战士李维波又把

他最为珍爱的那身旧军装穿戴整齐，来

到陵园缅怀自己的战友。“战友们，我来

看你们来了。昨天的事情我可能忘了，

但是 70 多年前的事情我忘不了。虽然

这里的很多人我不知道名字，但我知道

他们都是我的战友、亲人，祖国和人民没

有忘记你们！”李维波说。

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纪念馆，

展出的藏在志愿军老战士韩文仕体内

70 余载的 17 块弹片，吸引了许多参观者

驻足。去年 10 月 23 日，韩文仕走完人生

最后一程。在江苏省徐州市殡仪馆，工

作人员整理骨灰时发现了 17 块大小不

一的金属残片——这都是老人在战场上

奋战留下的痕迹。

不久前，韩文仕的家属将这些弹片

与老人的奖章、纪念章捐赠给沈阳抗美

援朝烈士陵园。“父亲一直念念不忘曾经

浴血奋战、出生入死的战友。”韩文仕的

次女韩艳萍说，“如今，他们终于在这里

团聚了。”

“张明烈士，我们代您的亲属为您献

上鲜花和水果，这里还有家乡的汾酒，让

您尝一尝熟悉的家乡味。”沈阳抗美援朝

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将点

心、水果摆放在烈士墓前，替身在远方无

法来祭扫的烈士家人表达思念。

“烈士的故乡遍布祖国各地，许多烈

士家属虽心怀思念却因年事已高、路途遥

远难以亲自前来，对此我们特别推出‘代

祭扫’服务，由工作人员代为敬献鲜花、诵

读家书、擦拭墓碑，并全程影像记录，第一

时间将祭扫照片与视频送达亲属。”沈阳

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工作人员徐杨洋说。

座座石碑肃立，棵棵松柏无声。志

愿军烈士的墓前又摆满了鲜花，还有许

多群众自发前来祭扫，亲手擦拭墓碑、在

烈士墓前深深鞠躬。

“今天摸着英名墙上的名字，我才知

道，原来课本里说的英雄，就是像你们这样

勇敢的人。”沈阳市沈北新区汇置育邦实验

学校的学生魏鸿臣说，“少年强则国强，以

后我也想成为一名军人，报效祖国。”

（新华社沈阳 4月 4 日电 记者于

也童、洪可润）

山河不忘英雄骨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英烈见闻

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 （记者朱高

祥、董博婷）4月5日是清明节假期第二天，

全国祭扫人数较昨日明显回落。记者从

民政部了解到，5日全国有 6.29万家殡葬

服务机构提供现场祭扫服务，37.73 万名

工作人员参与服务保障工作。全天共接

待现场祭扫群众 1364.22 万人次，较昨日

减少 58.69%；疏导车辆 326.51 万台次，较

昨日减少 56.48%。其中，选择鲜花祭扫等

绿色低碳祭扫方式的群众 881.12万人次，

占现场祭扫总人数的 64.59%；991个网络

祭扫平台服务祭扫群众22.03万人次。

5 日全国各殡葬服务机构共安葬骨

灰 6887 份，其中采取海葬、树葬等生态

安葬方式的有 429 份，占当日安葬总数

的 6.23%。截至目前，全国殡葬服务机

构未发生突发安全事件，群众祭扫活动

安全平稳有序。

6 日是清明节假期最后一天，预计

各地仍有不少群众出行祭扫。民政部提

醒广大群众，及时关注当地天气变化和

交通路况信息，自觉遵守当地祭扫要求，

选择错峰出行和文明低碳祭扫，共同实

现平安清明目标。

清明节假期第二天各地祭扫活动平稳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