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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公告
◆王永康，（身份证号，37072819

******5215）丢失诸城恒奥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龙栖

府小区4号楼1单元802室房款的

收 款 收 据 1 份 ，单 号 1 0 2 3 1 -

20250329-00000005，开具日期

2025年3月29日，金额10000元，声

明作废。

声明
  高密市井沟镇大柴家庄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丢失开户许可

证一份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4586002695301。

  特此声明作废。

  高密市井沟镇大柴家庄村

股份经济合作社

      2025年7月10日

中中缝缝广广告告

受受理理热热线线：：

88119966666677

1155990055336600220033

1133660055336633998888

邮邮箱箱：：

778811559922000033@@

QQQQ..ccoomm

微微信信：：

1155990055336600220033

　　本报讯 （记者 刘晓杰 通讯员
 刘超）获评“山东省铸造业专精特新企业
优质培育园区”“中国铸造产业集群试点
区”；6家企业在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铸造
博览会上荣获“优质铸件”“铸造装备奖
项”……近期，潍城区铸造业高质量发展频
频交出亮眼成绩单。
　　近年来，潍城区持续深化制造业新旧
动能转换，加快重点产业铸造业转型升级，
助力企业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企
业产品结构、技术含量全面优化，铸造业转
型升级跑出加速度。
　　实施“三大行动”定转型主体。潍城区
聚焦“谁来转”，实施企业分类管理、优质
企业培育、“链主”企业领航三大行动；构

建优质铸造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分类分层
纳入“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
-单项冠军”企业梯次培育库，针对企业市
场定位、技术革新需求进行专业指导，“量
身定制”发展计划，帮助企业攻克核心技
术、扩张经营规模。确定重点扶持3家“链
主”企业，优先提供土地、资金、政策等要
素供给，围绕“链主”企业需求，开展“业态
延链、项目补链”招引行动，引进和进机械
1.5万吨大马力拖拉机变速箱壳体项目等
延链、补链重点项目6个，实现产业链互
补、资源共享，上下游协同发展。
　　深化“三链协同”强转型保障。潍城区
聚焦“怎么转”，深化人才链、服务链、要
素链协同，以国家、省级、市级铸造协会

为依托，组建铸造产业专家咨询团队，聘
请30余位专家定期组织开展业内企业交
流对接沙龙，每季度组织召开产业转型咨
询座谈会，对企业技术改造实施、工艺提
升、环保安全等方面提供专业性、诊断式
意见参考。提升服务链，深入开展遍访企
业活动，组织12名区级服务企业专员专门
包靠服务24家重点铸造及铸造装备企业，
建立问题协商、行业联席、现场调研制
度，解决企业项目建设、生产等发展问
题。实施“我为企业找订单”“我帮企业组
主场”行动。完善要素链，支持铸造产业
重点项目建设等所需用地、能耗、排放
等，开展“民营企业金融直连服务”活动，
将63家民营企业纳入包靠库，解决融资需

求4亿多元。优化银企对接模式，持续推进
“金融伙伴”工作，与“千企万户大走访”
活动相结合。
　　推进“三大改造”稳转型主线。潍城
区支持帮助企业开展高端化、数字化、绿
色化改造，铸造企业市级以上工业设计中
心、“一企一技术中心”“隐形冠军”企业
达到10家，25家企业获评国家级、省级优
质铸件、优秀铸造装备奖项，3家铸造企业
获评省级“晨星工厂”，4家铸造企业获评
全市首批数转智改标杆企业、数转智改应
用场景、获奖数量均位居全市第1。支持企
业开展绿色化改造，引导企业淘汰高能耗
设备，更新环保设备、节能设备等先进
设备。

实施“三大行动”　深化“三链协同” 推进“三大改造”

潍城铸造业转型升级跑出加速度

□本报记者 唐子雯

  四十余载艰苦创业，他带领张家官庄
二村探索出一条“工业反哺农业、三产融合
发展”的强村富民之路，先后荣获“全国重
点模范村”“全国生态文明村”“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全国精神文明村镇”等荣誉称
号。他就是高密市夏庄镇张家官庄二村党
支部书记张宜宗。
　　“老二连，真是惨，几年不分一文钱，光
棍儿成一连。”这是过去张家官庄二村的真
实写照。土地贫瘠、经济落后，村民们连饭
都吃不饱，村里很多青壮年都难以成家。张
宜宗回忆说，从小在村里长大，贫穷落后的
帽子一直戴着，真的是穷怕了。担任村党支
部书记后，他从内心深处想要摆脱贫困，要
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也正是这份决心，让

他在面对困难时从未退缩。
　　改革开放之初，目睹先进村靠工业致
富，张宜宗认识到，富民强村的根本在产业。
创业维艰，首战缸瓦厂因资金、技术匮乏而
失败。启动资金甚至来自个体户的借贷，这
令张宜宗倍感压力。但张宜宗并未言弃，不
断的外出考察，寻求合作。尽管条件艰苦，他
凭着热忱与诚意，一次次登门拜访企业。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7年，青岛玛钢厂
成功落户，依托总部的设备、技术与本村的
厂房、劳力，这次合作成为村庄经济发展的
关键转折点，为村经济注入了强劲动力。此
后，村办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至此，张
家官庄二村不仅积累了“第一桶金”，而且
完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成
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民实现从“集体共
有”到“按股共有”、从“村民”到“股东”的身

份转变。2014年，村庄成为“高密市最早分红
的村”，首次将红利发到村民手中。十年来，
人均分红从500元提升至800元，累计分红达
467.6万元。
　　“集体有稳定收入，能实实在在为老百
姓办事，我觉着这个目标无止境。通过打造
好基础，下一步就该发展村级二三产业。”
秉持这一原则，张宜宗带领村“两委”班子
聚焦二三产业，盘活土地资源，加大招商力
度，先后流转土地1300余亩，吸引南洋、凯加
等“国字号”龙头企业及孚日家纺等10家规
上企业落户，还集聚百余家中小微企业，提
供就业岗位超2万个，吸引周边1.5万名村民
前来安居乐业。近五年，村里投资5000万元
建设商贸市场、沿街商铺对外租赁，年增稳
定收益320余万元。目前，已入驻全福元超
市等220家商铺，汇聚流动摊贩100余家，涵

盖百货、餐饮、服务等领域，形成集美食、娱
乐、文化于一体的多功能商业街。
　　张宜宗常说：“我这个人就‘一根筋’，党
叫干啥就干啥，这样就能当好党支部书记。”
他深知，党支部书记的职责不仅在于带领村
民致富，更要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他大力
推进民生工程，投资4500万元建成了省级标
准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还规划投资20亿元
建设养老中心等项目，服务周边13个村庄、
100余家企业以及4万多名职工。如今，村内
90%的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2024年村集体
收入达到700万元，人均年收入3.5万元。
　　张宜宗以担当为笔，初心为墨，为乡村
振兴写下动人篇章。他用奉献诠释使命，用
实干赢得民心，让村庄旧貌换新颜。他的事
迹如灯塔，照亮乡村发展之路，激励更多人
投身其中，共筑乡村繁荣富强的明天。

四十载坚守，贫困村变身模范村
——— 记高密市夏庄镇张家官庄二村党支部书记张宜宗

小家纺助力强村富民

□本报记者 刘晓杰

　　7月5日一大早，在潍城区于
河街道槐埠村墨涵家纺店内，电
脑绣花机、平缝机的声音早已响
成一片，工人们开始了新一天的
忙碌。
　　“现在前来订购喜被的客户
特别多，根据客户定好的日期，
我们也是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李小花是墨涵家纺店的负责人，
她告诉记者，他们经营家纺店已
有近30年了，以前是公婆在管
理，前几年，她和老公接手后，开
始扩大规模，丰富产品种类，现
在省内外的客户都来他们店里
订购，生意也越来越好。
　　槐埠村的家纺产业起步早、
基础好，立足这一优势，槐埠村
确立了既要“顶天立地”、又要
“铺天盖地”的发展思路，采取政
策激励、服务促进等多种措施，
把家纺作为支柱产业和富民产
业进行强力培植，从而带动村民
致富。
　　槐埠村家纺缘何如此出名？
“质量和口碑最重要。”李小花

说，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她定
期到江苏、浙江等地学习，引进
新设备，学习新技术，了解当下
流行的花色、款式等，以满足顾
客需求。前几年，她还注册了“墨
涵家纺”的商标。齐全的家纺产
品种类和精湛的技艺，让李小花
的店里多了很多回头客，如今一
年下来能有200多万元的收入。
　　家纺一条街，带火了乡村，
促进了村民就业。为了让众多家
纺企业摆脱低端工序，集中精力
进行高端突破，同时带动妇女就
业，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槐埠村
把妇女就业和家纺发展结合起
来，鼓励妇女重拾撂下的家纺技
艺，投入到家纺产业当中。
　　“我们村这条主干道每隔几
米就有一家家纺店，因为村民从
事家纺的时间久，产品质量好，
我们村的家纺品牌非常出名。”
槐埠村党支部书记侯国栋向记
者介绍，这些年来，槐埠村通过
采用“党支部+合作社+公司+村
民”的经营模式，发展家纺产业，
有力带动了村民就业，促进了村
民和集体增收。

　　本报讯 （记者 潘来奎）7月
10日至11日，由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的潍坊市第四届文化馆(站)业务
技能大赛举行，来自全市12个县市
区的73名文化馆（站）业务骨干同台
竞技，全面展现新时代潍坊群众文
化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
　　本次大赛以“锤炼过硬本领，
赋能文化惠民”为主题，涵盖音乐、
舞蹈、戏剧、曲艺、书法、美术六大
艺术门类。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
赛选手感情饱满，轮番“炫”技，尽
显文化馆（站）工作者的深厚功底

与创新活力。
　　本次大赛不仅是对基层文化
工作者专业素养的一次全面检阅，
更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
的生动实践，通过赛事挖掘并凝聚
了一批懂业务、有激情、善创新、乐
分享的群文骨干力量。全市文化馆

（站）系统将以此为契机，深耕业
务、精进本领，把赛场的收获转化
为服务群众的实效，不断探索创新
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让人民群众享
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
的精神文化生活。

潍坊市第四届文化馆(站)

业务技能大赛举行

白术“生金”拓富路

□本报记者 窦浩智
  通讯员 孙晓君

　　盛夏时节，走进诸城市百尺
河镇容苑中药材种植基地，近百
亩的白术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村民正穿梭其间施肥除草。“这
片白术可是增收的‘金钥匙’，今
年长势良好，有望再获丰收。”基
地负责人台木森满脸笑容地说。
　　夏季降雨较多，“白术最怕
水泡，起垄就是给它建高床。”台
木森蹲在田埂上，手指垄沟解释
道。为克服积水内涝影响，他依
据白术根系特性，采用起垄种植
模式，并完善田间排水系统。雨
季时，雨水可顺垄沟流走，确保
根系稳固在垄面上，有效避免
烂根。
　　目前，近半米高的白术枝繁
叶茂，地下根茎蓬勃生长。台木
森算起增收账：按亩产2000公斤
计算，年产值可达240万元，扣除
每亩万余元成本，收益近160万
元。同时，基地每年雇佣工人600
余人次，让群众实现了“家门口”

就业。流转土地给基地后又成为
“田间管家”的李维刚对记者说：
“除了土地流转金，打工每天还
能挣120元，这白术就是我们的
‘金疙瘩’。”
　　据了解，百尺河镇中药文化
历史悠久，史料记载，辖区白龙
山曾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
市场之一，享有“东方药都”的美
誉。近年来，围绕叫响中药文化
品牌，百尺河镇依托当地气候、
土壤、交通等资源优势，科学布
局、因地制宜，大力发展中药材
产业，该产业已然成为带动群众
致富的一剂“良方”。截至目前，
全镇累计发展金银花、白术、何
首乌等中药材2200余亩，建设中
药材基地5个，带动100余户农户
参与种植。
　　“接下来，百尺河镇将进一步
拓展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
规模，强化技术指导、拓宽合作
路径、延伸产业链条，不仅要让中
药香飘满镇，更要让特色农业成
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引擎’。”
百尺河镇相关负责同志表示。

  盛夏时节，每当夜幕降临，城区各
个商圈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不断，市民
们或品美食、或购物、或娱乐，丰富的
夜间消费场景精彩纷呈，霓虹闪烁的
招牌、香气四溢的美食、熙熙攘攘的人
群，共同织就了一幅充满活力的夏日
夜经济画卷。图为7月12日晚，在坊子
区泰华城，市民正在消费购物。
本报记者 张驰 通讯员 王昊 摄

新“夜”态

燃动夏日夜经济

（上接1版）建成全国最大的对虾种质资源
库、全国唯一的单环刺螠原种场，水产良
种覆盖率达到65%。力创科技成功研发出
世界流量最大的船用气体发动机电控多
点喷射系统，热效率达到55.9%；晨宇电气
自主研发的深远海大容量海上风电变压
器攻克行业技术难题。
　　耕海牧渔，科技加持，潍坊注重构建开
放协同高效的海洋渔业科技创新体系，成
立了渔业产业技术研究院、滩涂贝类产业
技术联盟和对虾产业联盟等，荣获多个省
部级奖项，持续提升渔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以产业需求为纽带，发挥资源、科教
优势，潍坊培育壮大海洋新质生产力，一
以贯之续写向海而兴高分答卷

建建设设蓝蓝色色枢枢纽纽，，拓拓展展开开放放新新格格局局

　　港口是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聚
焦港口“桥头堡”作用，潍坊全方位推进强
港建设，做大做强港口经济，加快打造港
城融合亿吨大港。
　　目前，潍坊港万吨级以上泊位达到21
个，在全省首创“防波堤+风电”交能融合

开发模式，建成全国首个“零碳港口”。其
通用干散货码头全流程自动化5G产线项
目入选工信部5G工厂名录，在国内首次实
现通用干散货码头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渤
海湾航运中心正式运营，潍坊港集装箱班
轮航线达到17条，通航国内外18个城市，
形成覆盖华北、华东、华南和东南亚等内
外贸航线网络。
　　伴随着潍坊港在发展中不断提升能
级，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的铿锵步伐，
依托港口开放平台，潍坊积极参与全球分
工协作，经贸通达全球218个国家和地区。

　　以港聚产、以产兴城、以城育港，潍坊
扎实推进港区、园区、城区“三区互融”高质
量发展行动，加快建设港产城融合发展示
范区，推动海洋经济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

筑筑牢牢““蓝蓝色色屏屏障障””，，绘绘出出生生态态新新画画卷卷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潍坊坚守生态底
线，在海洋生态保护方面同样不遗余力，
一幅“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
生态画卷在潍坊徐徐展开。
　　潍坊连续实施15个海洋生态修复项

目，累计修复滨海湿地2165公顷、岸线14.8
公里，国控河流断面优良水体比例高于省
定目标14.3个百分点。完成互花米草治理
约1745公顷，总体清除率达到90%以上。潍
坊寿光市莱州湾近江牡蛎礁修复入选自
然资源部典型案例。潍坊自然岸线保有率
居全省第二，拥有全国唯一、面积最大的
国家级柽柳海洋生态特别保护区，海草床
面积近400公顷、居全省首位，同时是全省
最大传统贝类“仓”，为发展“蓝碳经济”提
供了重要资源储备。
　　站在新起点，潍坊推动海洋经济高质

量发展，建设高水平海洋强市的发展路径
更加清晰。未来，潍坊将锚定建设全国海
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个目标”，发挥资
源、产业、区位、科教“四大优势”，实施百
强项目、千亿集群、万企向海“三大工程”，
全力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全省打
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加快建设海洋
强国作出更大贡献。
　　更好潍坊，向海图强。“蓝色引擎”被
激活的潍坊，正以大海吞吐万汇的气魄和
奋楫远航的志向，在经略海洋的征程上破
浪前行，驶向更加广阔的深蓝未来。

（上接1版）

　　“链主”+“链长”双驱动，产业发

展迈向新高度

　　5月18日，国内农机行业首家“智慧工
厂”——— 潍柴雷沃智能拖拉机制造基地正
式投产，以每4分钟下线一台100马力以上
高端智能拖拉机的“中国速度”，刷新了全
球农机行业对“中国智造”的认知。这也是
潍临日智能农机装备集群向高攀登的重
要一步。
　　去年，潍临日智能农机装备集群入选
新一批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此前，
2022年，潍坊动力装备产业集群跻身国家
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在先进制造业竞逐
赛中，潍坊缘何能有两个产业集群跻身
“国字号”？
　　“链主”+“链长”，双“链”驱动，是潍坊
产业集群攀高向新的重要推动力。
　　“链主”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强大号召

力，可以引领产业链发展方向，带动上
下游企业共同成长，提升产业链整体竞
争力。加快培育本土“链主”企业，成为
提升我国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
抓手。
　　如何让“强链更强”“集群强链”？潍坊
聚焦“9+3+N”产业体系，持续深化“链长
制”，链上推动工业经济运行、链上培育优
质企业、链上加快数转智改，链上深化供
需对接、金融服务、产学研对接，加快绘制
全市制造业生态地图，谋划、招引了一批
补链延链强链项目，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
全水平，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
　　不久前 ，潍坊首场装备产业对接
会——— 英轩重工专场，吸引了90多家上下
游企业参加，10家企业当场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
　　为实现更好效果，潍坊市专门编制印

发《“我为企业找订单”“我帮企业组主场”
活动实施方案》，围绕智能农机、磁技术、
生物医药等12条重点产业链发展需要、围
绕龙头骨干企业实际需求，通过路演会、
专题推介等方式，组织开展“找订单”“组
主场”活动。1至5月份，潍坊共开展“找订
单”“组主场”活动108场，有676家采购企业
与2475家供应企业间实现“互采”，总金额
305.93亿元。
　　同时，市工信、教育、科技等有关部门
联合建立产学研融合工作机制，潍坊市汽
车制造产业联盟、潍坊市工业母机产业联
盟、潍坊市磁技术产业链创新联盟等先后
成立，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有效
对接。
　　目前，全市70%的规上工业企业纳入
了重点产业链体系，龙头骨干企业本地配
套率进一步提升，大大小小的冠军企业
“镶嵌”在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一个个像潍

柴、歌尔、福田这样的链主领航，小巨人、
瞪羚企业“潜力股”高速增长，“专精特新”
企业生龙活虎，让“链”舞动起来，形成龙
头拉动、配套跟进、集群发展的产业梯队，
聚成潍坊优势产业集群。

　　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擦亮“潍

坊制造”品牌

　　产业链的核心是“链主”，是企业。企
业和企业家，是一座城市的宝贵财富，是
城市发展的活力之源。
　　在潍坊这片宜居宜业、成就梦想的生
金沃土上，一大批千亿级、百亿级的产业
链和产业集群的背后，有一群作为中坚力
量的企业家与潍坊产业发展同呼吸、共命
运，他们带领企业擦亮“潍坊制造”品牌、
叫响“冠军企业之都”。
　　而在这背后，是政府这只“有形之手”

在精准发力，描绘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跃
升路径的同时，全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
级版，致力打造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最
优环境，营商环境连续4年位居山东省第
一等次。
　　我市深入实施服务企业专员制度，健
全企业诉求闭环解决机制，帮助企业解决
市场开拓、要素保障、人才招引等问题和
诉求，让企业家放心投资、安心经营、专心
发展。全市民间投资占比达84.5%、全省第
1，招商引资主要指标连续4年保持全省
前列。
　　潍坊把企业家作为最宝贵的财富，将
11月1日设为“企业家日”，每年高规格举
行企业家大会，涉企政策征求企业家意
见，涉企议题邀请企业家列席，出台支持
企业家干事创业若干政策，让企业家站“C
位”，真心尊重企业家、服务企业家。今年
又成立潍坊市企业家联合会，凝聚企业家

力量，与企业家“双向奔赴”、彼此成就，形
成全社会推动产业链发展的强大合力，让
潍坊产业“链”上的伙伴更亲密、朋友圈更
强大，促成了产业链上企业纷至沓来，集
聚更多配套企业，构建起良好的产业生态
圈，让潍坊产业森林更加丰茂。
　　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
程”的“首位改革”，始终把企业家需求放
在首位的“首位服务”，以最高的敬意礼遇
企业家的“首位礼遇”，让潍坊铺展着一幅
企业发展、企业家成长与实业立市、产业
强市“双向奔赴”、彼此赋能的精彩潍坊画
卷，人文环境美韵悠长与营商环境暖心贴
心交相辉映，成为全国工业经济高质量发
展版图上的一个生动图景。
　　百倍其功，久久为功。加快“链”出新
动能，从产业链迈向大集群，潍坊制造业
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
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承载潍坊新型工业
化建设使命，让潍坊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上提质向新，蝶变跃升，一路繁花。

链 群 聚 力 壮“ 筋 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