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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石群：观众朋友，我区出台十条措施以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关心关爱企业家，充分激发企
业家干事创业的热情。今天的《优化营商环境，服
务企业发展》，我们来到了枣庄新远大装备制造有
限公司。

主持人石群：罗总，咱们公司作为一家集科
研、销售、生产、研发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请
您谈谈全区召开的企业家座谈会有什么感受。

枣庄新远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贤峰：前不久，区委区政府组织召开了优化营商
环境、助推企业发展的企业家座谈会，出台了市中
区关爱关心企业家十条措施，还为我们颁发了服务
企业的“绿卡”。这充分体现了区委区政府对企业
家的真心关爱与关怀，让我们深受感动，备受鼓

舞。本次会议更多地是站在企业家的角度去考虑问
题,传递出自上而下支持关爱企业干事创业、创新
发展的浓厚氛围，政策更加贴心、服务更加暖心。

主持人石群：罗总，据我了解，咱们企业经过
改制之后，不断的发展壮大，研制出了许多同行业
先进的设备，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枣庄新远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贤峰：好的，这一款机器是我们2014年公司吸收
国际先进技术，研发生产了以防爆柴油机为动力源
的柴油机单轨吊机车，它解决了煤矿井下大吨位设
备连续运输难题，实现了煤矿由多级小绞车牵引地
轨运输到天轨连续运输的革命；这款设备是我们
2018年公司响应国家清洁能源在煤矿井下应用的号
召，自主研发以磷酸铁锂电池组为动力源的锂电单

轨吊机车，2019年我们取得全国首台套锂电池单轨
吊机车煤安证书。

这款设备是我们公司2008年研发生产煤矿架空
乘人装置，俗称“猴车”，解决了煤矿井下的人员
运输难题，这款设备填补了山东省的空白，获得了
山东省首台套荣誉和20万元的资金奖励。

主持人石群：罗总，你看咱们企业取得了这么
多骄人的成绩，我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枣庄新远大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罗贤峰：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实施工业强区、产业兴
区、城建立区战略，加快企业科研创新，打造行业
标杆，争当创新发展的开拓者，绿色低碳的倡导
者，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为市中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远大力量。

加快企业科研创新 打造行业标杆 努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记者 牛茂国 石群

《优化营商环境 服务企业发展》专栏

明媚四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迎来黄金施工期。
4月13日，济莱高铁1标六工区施工现场，伴随呼啸的山

风，工人正在加班加点进行施工作业。工区经理黄惠轩向记
者介绍，“目前，该工区的主体工程已基本完工，预计将在4月
30日完成全部施工。”

为保证济莱高铁今年通车运营，项目部扎实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工区已实行全封闭管理，施工人员加密进行核酸检
测，消毒人员每2小时会对生活区及作业区进行全面消杀。
此外，施工材料的运输与使用也进行了更加严格的把控。

“首先从源头上控制中高风险地区的物料输入，在材料
运送到施工现场后由专人进行无接触对接。消杀完的材料
需在指定位置静置至少七天，确认材料安全后再运入工区内

部使用，规避物传人的风险。”黄惠轩说。
今年，我省将有济莱高铁、黄东联络线2个项目建成通

车，目前，两项目线下工程大部分均已完成。计划开工的雄
商高铁、京沪高铁辅助通道天津至潍坊段、济滨高铁可研报
告均已批复。

交通是经济的血脉。当前，一手抓防控、一手抓进
度，山东重点交通工程把握春季施工黄金期，跑出项目建
设“加速度”。

4 月 12 日，在博山与沂源之界蜿蜒巍峨的鲁山主脉，
省内在建的第二长隧道鲁山隧道正在有序施工。该隧道是
临淄至临沂高速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目前已开挖完成
占比30%。

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临临项目加强统筹谋划，加
大人员及机械设备投入，采用多种新设备，应用人脸识别、
人员定位、应急电话及广播系统、远程视频监控等新技术，
并利用多种工法相结合，突破隐蔽工程质量难以控制的瓶
颈，在确保施工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奋力加快施工进度。

今年，我省有5个高速公路项目计划建成通车，其中新
台高速台儿庄马兰屯至鲁苏界段已于1月份通车。同时，新
开工17个高速项目，启动泰安至东平、东营至青州、青兰高
速双埠至河套段3个改扩建项目。

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离不开要素保障与政策激励。针
对用地办理事项多、环节多、周期长的问题，省交通运输厅
采取现场督导、定期调度通报等方式，对用地手续办理各环

节实施跟踪管理。同时建立用地手续办理项目台账，优化用
地手续办理流程，确定路线图、时间表。今年，我省出台了

《对交通投资领域成效明显的市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实施方
案》，从2022年起，省级每年对16市交通投资完成情况进行
综合评价，对年度投资完成量大、投资强度高、投资增速快
的前12个市分档进行激励。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大、辐射广、拉动强。今年以
来，我省将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放在全省基础设施“七网”
行动首位，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一
季度，全省交通运输投资累计完成 536 亿元，同比增长
35.9%，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开门红”。

（来源：大众日报）

一季度全省交通运输投资完成536亿元，同比增长35.9%

抢抓黄金施工期，交通项目建设加速跑
□大众日报评论员

四月的莱州，正值暮春；而远在海南的三亚，早已是
夏日的气息。从莱州到三亚，相隔数千里，却因一粒种子
紧紧相连。

在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的南滨育种基地，山东登海种
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高产玉米正准备收获。“我们的玉米高产
能力亩产量已突破1600公斤，目前正分批次对科研育种材
料进行采收。”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登海种业玉米所育种
室主任李光说，玉米生长期一般为 90-120 天，每年 9 月
份，他们来到三亚开始播种，分批次一直播到来年的2月
份，5月底收获最后一批，然后带着在海南培育的种子赶回
莱州，正好赶上山东的夏播，通过这样不停地播种和收
获，进一步加快玉米育种进程。

“种业的科技支撑对粮食高产稳产很关键，开创中国玉
米高产道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初心和
使命。”登海种业名誉董事长李登海说，登海种业公司将继
续担起杂交玉米研发创新的使命，打好种业翻身仗，选育
具有更高产能力的新品种，促进农业增产增效。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
展，必须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三农”工作，接续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山东坚定扛牢责任，不负春日好时光，狠
抓农业生产，力推项目建设，为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贡献更大力量。
眼下，在广饶县李鹊镇5万亩高标准农田里，粮农正忙

着为麦苗灌溉返青水。在不远处的东营祺顺粮食物流有限
公司仓储物流项目现场，一座座高标准智慧化粮库已见雏
形，为2个月后的麦收季作准备。

“现在3个高大平房仓和8个镀锌钢板立筒仓主体已建
设完成，一期建设的4.4万吨库容要在麦收时投入使用，一
天工期都不敢耽误。”公司总经理贾立勇介绍，该项目是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项目建成后仓容可达近 7.65 万
吨，年中转流通量可达80万吨，将成为服务山东、辐射周
边各省的区域性粮食物流中心。

祺顺公司仓储物流项目现场向南不足1000米便是广饶
铁路物流园，通过便捷的铁路网，公司可实现粮食“买全
国、卖全国”。如此大规模的周转量，仓储效率显得尤为关
键，装备高端智能化设备成为祺顺公司的最佳选择。就在
记者采访间隙，贾立勇组织工人进行一项测试，一辆17米
长的运粮车缓缓驶上长20米宽3.5米的蓝色液压翻板，待车
辆固定好后，液压翻板一头缓缓升起，车身逐渐倾斜，直
至达到最佳卸货角度。

“成了！”贾立勇兴奋地说，车辆从液压翻板上将粮食
倒入下沉式卸粮地坑，再由刮板机传送至粮食提升机，送

达清理间进行筛选清理，经过智能色选机剔除掉杂质和
霉变颗粒后入仓。出仓更便捷，立筒仓可通过刮板机直
接传送到运粮车，高大平房仓则配备了 2 台大型吸粮机，
每小时可装卸 120 吨，整个装卸作业全程只需 2 人即可完
成。“我们所有设备都集成于一套智能系统，通过装卸清
理操作中心，只需一台电脑便可轻松完成。”贾立勇说。

解决吃饭问题，根本出路在科技。一直以来，山东
把发展农业科技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抓，大力推进农业
机械化、智能化，2021 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预计达
65.8%。

4 月 6 日，记者来到位于桓台县果里镇的淄博市农发
集团智慧农业园区施工现场，一辆辆工程车往来穿梭，
工人们或搬运管道建材，或进行大棚钢结构焊接。“项目
已完成总进度的70%以上，温室主体钢结构已封顶，设备
管线铺设完成 60%，各项工序正在稳步推进中。”淄博市
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部经理耿波说。

作为山东省重大项目，该项目占地 1300 亩，总投资
15 亿元，主要建设智能温室植物工厂，用于立体栽培，
节水 60%—80%。园区配套建设农产品加工车间和数字化
冷链物流中心，整体项目建成后，将形成生产、加工、
包装、冷链配送一体化的三产融合发展先导区。园区计

划今年 9 月投产，届时可实现西红柿单株年产量可达 30
斤，是传统种植方式的 5-8 倍，可实现年产蔬菜 3 万吨，
新增就业岗位630个。

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是促进农民增收、实现共同富
裕的重要抓手。山东着力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
育农业全产业链，为农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让其分享
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

在菜乡寿光，正大寿光国际蔬果智慧产业园项目正
在加快建设中，这是世界500强泰国正大集团在国内落地
的第一个蔬果全产业链示范项目。正大蔬果项目负责人
陈帅丞说，该项目共投资 10.6 亿元，各种生产设备预计 8
月份进场，整个项目将在10月份试运行。

寿光市委书记赵绪春说，该项目将进一步补齐寿光
智慧农业发展的短板，全方位延伸蔬菜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全面拓展提升“寿光模式”的含金量和引领力。

“正大蔬果作为省市重点项目，建设过程中，各包靠
单位对项目建设、运营管理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第一
时间研究解决，确保项目建设全速推进。”陈帅丞说，当
有关地区疫情出现苗头时，项目建设方提前预判，储备
30天左右的施工用料，争取了项目进度的主动权。

（来源：大众日报）

抓育种、抓春管、抓服务，为粮食生产、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山东高质量推进农业项目，扛牢粮食安全重任
□大众日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