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李海静 邮箱：sdlbwb@163.com
2024.11.29 星期五 滨州城事·科普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12

盐碱地长出“新质生产力”
滨州是一座在盐碱地上建起的城市。据统

计，滨州市耕地中不同程度盐碱地 126.3 万亩，
占全省盐碱地总面积的 21.9%。滨州更是一座
在盐碱地上崛起的城市。历史上，由于盛产盐，
滨州成为历朝重要的盐业生产基地。《旧唐书》列
传七十四记载：棣州（在今滨州市惠民县）“岁出
盐数十万斛”。北宋时期，滨州盐场是北方最重
要的盐场。《山东盐业史》记载：“河北盐务在沧、
滨二州，沧州务三，滨州务四。”元朝时期，滨州盐
业占据了山东的三分之一。上世纪 60 年代，滨
州市杨柳雪村在“如雪”的盐碱地上艰苦创业、战
天斗地，被周恩来总理树立为粮棉双高产、双贡
献典型，成为“棉区的一面红旗”。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滨州继续发扬艰苦奋斗
精神，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盐碱地”变
成了“聚宝地”。今年 1-9 月份，滨州全市 GDP
增长 6%，增速列全省第 4 位；规上工业增加值、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 6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保持全省第 1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际利用外资等 14 项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列全省前5位。向“新”而行，以“质”致远。如今，在曾经的盐碱地上，“千亿粮城”和万亿产业集群“破土而出”，如火如荼的
新质“动能”正在生长。

●千亿粮城

●科创智城

（科普滨州）

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
己手里。

2023 年，滨州市粮食播
种面积增量、粮食年加工转
化量列全省第 1 位，培育形
成食品加工、畜牧水产两大
涉农千亿级产业集群，粮食
食品加工产业主营业务收入
达到1952亿元，是全国唯一
一个粮食产业经济过千亿元
的地级市。

实际上，滨州盐碱地在
全市耕地中占比达21.5%，土
壤渗水性差、释水性弱，并不
具备成为“千亿粮城”的自然
资源禀赋。

“千亿粮城”是如何炼成
的？滨州市委书记宋永祥在
首届“粮油金三角”高质量发

展交流会上给出了“四个关
键词”：市场主体“千家百
户”、粮油产品“千滋百味”、
创新品牌“千锤百炼”、为企
服务“千方百计”，构成了一
幅高质量发展的美好画卷：
滨州粮油企业多、产品品味
足、产业链条长、优质品牌
靓，以高质量发展的绿色模
式，成就了“千亿粮城”的制
胜之道。

为了让盐碱地化身良
田，滨州因“地”制宜，开辟

“种地相适”新模式，选育良
种和改良土壤“双管齐下”，
找准了高效生态现代农业的
发展“秘诀”。

在山东滨州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经过成千上万次育

种实验，选育出的优质杂交
小麦品种“京农607”，实现盐
碱地增产 19.13%；自主研究
的小米-玉米周年集约化丰
产技术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在沾化，通过工程改碱、生态
养地，30 万亩冬枣树在改良
的盐碱地上茁壮成长，营养
丰富、脆甜可口的沾化冬枣
成为富民的“金疙瘩”。放眼
田野，“禾苗绿”、“冬枣红”取
代“盐碱白”，旧貌换了“新
颜”。

“一产二产三产”深度融
合，“田间车间餐间”紧密连
接，正是滨州赋能粮食产业

“种、养、加、销、服”全链条高
质量发展的“胜策”。一粒小
麦能加工成 600 余种产品，

一粒大豆能生产出210余种
产品，一粒玉米能变身为100
余种产品，玉米、大豆、小麦
三大国家级粮食产业技术创
新中心相继在这里落户。滨
州全市粮食加工综合利用率
达到 98%，转化增值率达到
3.5:1，粮油食品产业诞生了
结晶果糖、无水葡萄糖、玉米
油等 7 项冠军产品，均为全
国第一。

从“棉区的一面红旗”到
“千亿粮城”，盐碱滩涂渐成
丰收沃野。滨州靠着一套套
漂亮的“组合拳”打造出粮食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滨州模
式”。这座“千亿粮城”的产
业优势、科技优势和市场优
势，正蝶变成新质生产力。

●动能新城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

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事实
上，新质生产力更强调质态
而不是业态。

滨州以全过程创新生态
链为核心，全面重构产业链
与供应链，推动传统产业向
高端化、终端化迈进。

以铝业为例，滨州着力
做好以“延链、补链、强链”为
内涵的“铸链”文章，高端铝
业向再生铝、高端压铸、汽车
轻量化、精细氧化铝等新领
域拓展延伸。魏桥轻量化基
地研发的第二代泡沫铝密度
只有水的1/2，强度能达到碳
钢的5倍；仅重156公斤的全
铝物流车身，较钢材质车身
减重约 40%，搭载于纯电车
型可有效提升 3%-5% 续航
里程，燃油车型每百公里油
耗可降低约 0.6 升。今年前
三季度，全市高端铝产业集
群实现营收3612亿元，全球
最大铝产业集群战略布局优

势彰显，擦亮了“中国铝都”
“世界铝谷”的美誉。

再如纺织业，你或许很
难想到随处可见的丝线会有
怎样的高科技含量。滨州愉
悦家纺研发用微米级纱线织
造人造血管，突破精密织造、
赋弹紧密定型和生物涂层等
国外“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解决了人造血管柔顺性、抗
渗透性、生物相容性等难题，
可用于置换人体主动脉，今
年7月已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阶段。如今，愉悦集团加快
传统家纺纺织产业转型升
级，形成健康医疗、健康智造
等8大板块支撑融合的大健
康产业；魏桥纺织建设15个
绿色智能化工厂，促进数字
经济与纺织产业深度融合
……今年，滨州“智能纺织”
成功入选省先进制造业集
群。

如果说传统产业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塔身”和“基

座”，那么战略性新兴产业就
是“塔尖”。立足于科技创新
和转型升级，新产品、新技
术、新成果不断涌现，一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正在滨州“崭
露头角”。

中科复材研制的铝基碳
化硅材料用于“嫦娥五号”月
壤钻杆，临港产业园2GW渔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开创了
独特的“渔、盐、光”互补复合
模式，中海沥青股份有限公
司国内首创“中压加氢处
理+生产临氢降凝+加氢后
精制”特种油加氢处理组合
工艺……高端装备制造、新
能源新材料、医药健康、低空
经济等新兴产业不断壮大，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
新质“动能”。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
色生产力。滨州通过政策引
导、技术创新等手段，持续推
动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转
型。

供暖既关系着千家万户
的民生“温度”，也关系着蓝
天碧水的净美程度。绿城
（山东）清洁能源，于2019年
从深圳招商引资引入滨州渤
海先进技术研究院。在2022
年邹平市明集镇焦化厂煤电
机组关停之际，绿城采用复
合式分布式清洁能源供暖方
案，为28个小区、100万㎡提
供安全可靠的替代供暖，节
约政府投资 4 个多亿，多能
源协同利用达到零污染、零
排放，既绿色低碳又降本增
效，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双赢。

今年以来，滨州新培育
国家级能效领跑者 1 家，省
级水效领跑者 2 家、争创省
级绿色工厂17家、绿色工业
园区 2 家。今年上半年，滨
州“四新”经济增加值同比增
长10.2%，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同比增长16.7%。

新质生产力的源泉从何而来？
是科创，也是人才。
作为工业大市，滨州全面深化产

教融合型、实业创新型“双型”城市建
设。滨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春田提
到，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持续向科技创新要新质生产力、要核
心竞争力，推动更多科技创新成果应
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为高质量
发展不断注入创新动力。

滨州有 53 项产品产能、产量或
市场占有率列全球或全国第一位，而
这53项“冠军产品”涉及的56家企业
中，科技型企业占比近80%。

滨州市深入实施科技型企业梯
次培育行动，持续壮大科技创新主力
军，积极引导高成长、高附加值的高
科技项目落地滨州。目前，滨州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755家，科技型中小企
业评价入库1963家。

政府负责阳光雨露，企业负责茁
壮成长。滨州市率先成立全省首个
实体化运行的市级科技创新委员会，
坚持“政府主抓、企业主体、院校主
动、人才主力、市场主导”并举，构建
起全社会一体化推进科技创新的“全
域科创”大格局。

近年来，滨州全社会研发投入规
模超115亿元，占GDP比重达3.7%，
实现全省“四连冠”。

人才是科技创新的核心驱动力。
滨州人才强市战略实现了人与城的

“双向奔赴”，演绎出“美美与共”的精
彩乐章。

8月16日，第五届滨州人才节启
动仪式暨黄河流域人才赋能新质生
产力发展大会召开，再次以一座城市
的最高礼遇、最大诚意向人才致敬。

全力打通技能人才供需两端，打
造了“入学即入岗、毕业即就业、专业
即产业”“三即”职业教育模式，27所
职业院校专业产业匹配度达到80%。
设立1亿元人才创新创业基金，实施

“渤海英才”优化提升工程、优秀青年
人才启航工程、“渤海工匠”铸造工
程，连续六年举办“赢在滨州”高层次
人才“双创”大赛，成就了一大批产业

“帅才”、科创“英才”、智造“匠才”。
自2020年在省内率先设立人才

节以来，累计有800多名科技领军人
才、7 万多名本科及以上大学毕业
生、10 万多名高技能人才把心放在
滨州、把家安在滨州、把事业留在滨
州。

香驰控股与华南理工大学食品
学院副院长杨晓泉教授合作，探索出
液态植物蛋白食品专用大豆蛋白生
产技术，研发了钙耐受大豆分离蛋白
及高钙大豆分离蛋白，以硬核技术助
力企业拓展高端市场；魏桥轻量化基
地张海领衔研发的高强高韧铝合金，
解决了我国汽车轻量化优质高性能
铝合金材料短缺的“卡脖子”问题；中
科复材王全兆领衔研发的碳化硅颗
粒增强铝基复合材料性能优异，相关
技术填补多项国内空白……城市的
发展程度和品质水平，并不完全取决
于先天条件和起点位置的高低。

滨州脚踏实地、深耕力行，在盐
碱地里种出了茁壮成长的新质生产
力，勾勒出品质滨州的“新质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