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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区绿色发展底气更足
2024 年以来，山东济南高新区抢抓机遇，

加快产业提质转型，培育科技发展新动能，不

断壮大绿色生产力。根据工信部发布的 2024

年度绿色制造名单公示，济南高新区名列国家

级绿色工业园区。截至目前，济南高新区累计

培育各级绿色工厂 60 家，绿色供应链管理示

范企业 14 家，各级绿色工业园区 7 个，国家级

绿色设计产品 1 家，国家级工业产品绿色设计

示范企业 1 家。

迈向零碳

2024 年 6 月，由济南高新区、西门子（中

国）有限公司和洛克美森智能电气有限公司合

力打造的山东省首个“零碳工厂”标准试点项

目——洛克美森（济南）智慧零碳工厂正式完

工投产。

走进这家工厂，一台台环保型数智化配电

网装备正在有序生产，西门子能碳管理平台+

智慧园区管理平台上实时显示着厂房内单位

面积碳排放量、人均碳排放量等数据。

零碳工厂背后是技术支撑。光伏发电、

储能设备、环保设备、数字化与低碳化整体解

决方案等一系列技术、设备支撑着该项目，使

其在从原料生产到废弃物处理的全生命周期

生产过程中碳排放量为零。“我们通过工厂屋

顶的光伏设施建设、储能电站的构建以及光

储充一体化充电桩的部署，致力于在能源供

应的起始端实现平衡。”山东舜驰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淼介绍，“目前，我们工厂用

能全部通过绿电产生，预计每年入网 90 万千

瓦时，一年减少碳排放量近 900 吨。”张淼表

示 ，自 己 消 纳 不 了 的 电 能 会 提 供 给 附 近 企

业。公司的产品带有绿色二维码标志，全程

有“碳足迹”跟踪。

在济南高新区，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绿色低

碳理念融入其发展之中。而对济南高新区来

说，充当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锋，同样

需要打造更多“绿色工厂”。

斯凯孚济南生产基地以智能和清洁为自

身发展方向，采用地热温控集中供给系统，搭

建智慧能碳管理系统，通过提高工厂能源使用

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碳排放量，持续推进零

碳制造；青岛啤酒（济南）有限公司作为济南高

新区首家开展单位产品碳足迹盘查的企业，自

主研发污水废水处理技术，可将啤酒生产过程

中的废水变废为宝，100%采用绿色电力作为

能源供给⋯⋯

在低碳赛道上，济南高新区正稳步前进，

全面启动“零碳园区”建设。2024 年以来，济

南高新区积极引入“零碳园区”建设方面的领

军企业和咨询机构，全方位编制实施方案，在

算谷产业园推广低碳智慧园区整体解决方案，

不断为园区发展聚势赋能。

勇探新路

原料精准称量、料液有序配制、产品灌装

与封装⋯⋯位于济南高新区的山东福瑞达生

物股份有限公司“透明工厂”内，喷雾生产线正

稳定运行。

“我们通过绿色建筑设计、产线数字化升

级、清洁能源引进等绿色化改造项目，推进企

业绿色发展。”山东福瑞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高春明介绍，企业建设了全域数据中

台、一物一码系统、物料防差错系统、仓储管理

系统等，基本实现生产的全流程监控，关键生

产工艺数据自动化采集率达 100%。由此，企

业打造了集科研、生产、仓储、销售、品牌推广

和孵化等于一体的全产业绿色生态示范基地。

不仅企业致力于打造绿色工厂，济南高新

区也在努力构建绿色园区。济南高新区生命

科学城以企业为主体，持续推进绿色制造体系

建设，鼓励企业申报绿色工厂，加速推进企业

数字化改造工作，提升产业全生命周期数字化

监管能力；济南高新区智能装备城在输配电等

多领域形成了优势和特色，已逐渐成为济南智

慧能源创新策源地。

向绿色要效益，为发展添动能，济南高新

区以打造绿色工业园区深挖绿色潜能，不断激

发工业发展“绿动力”。

“我们积极建设绿色工业园区，深入推进

生态工业园区建设。通过‘横向耦合、纵向延

伸’，构建园区内绿色低碳产业链条，促进园区

内企业采用能源资源综合利用生产模式，推进

废物综合利用、能源梯级利用、水资源循环使

用。”济南高新区发展改革和科技经济部副部

长杨晓华表示，近年来，济南高新区坚持把节

约能源资源放在首位，提升利用效率，优化用

能和原料结构，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持续

降低单位产出能源资源消耗，从源头上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

目前，济南高新区清洁能源使用率、工业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可再生资源循环利用

率等指标均在 90%以上，“向绿而行”的发展理

念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发展的沃土。

向绿而行

在济南高新区的亿恩新动力科技（山东）

有限公司，偌大的公司厂房外放着一台台储能

设备；展厅大屏幕上数字闪烁变动，实时呈现

着分布在各地的储能设备及动力电池情况。

在“双碳”背景下，储能赛道风起云涌。亿

恩新动力瞄准储能方向发力，快速出击，借助

强大的科研团队进行新型储能设备的开发与

应用研究。

亿恩新动力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总经理

于鹏指着一台储能设备介绍，作为推动能源

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基础装备，新型储能就

像一个巨大的“充电宝”，又像是一个新能源

电力的“调节器”：平时，它会把风电、光伏发

电等新能源电力的富余电量储存起来，等到

用电高峰期再释放出来，起到削峰填谷、应急

供电等作用。

中 国 电 气 装 备 集 团 储 能 技 术 项 目 正 式

签约落户济南高新区；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

司为大湾区首座“近零能耗”变电站提供 6 台

500 千伏主变压器，为当地用电需求提供可

靠设备；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近年来，济南高新区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的步伐，加快引育新动能，电子信息、新型电

力装备、储能、汽车零部件等产业链群绿色

低 碳 转 型 ，不 断 激 活 创 新 因 子 、集 聚 创 新

要素。

“济南高新区的主导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

业，许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壮大。”杨晓

华表示，近年来济南高新区以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为突破，

着力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

率，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持续推动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聚绿赋能，向新而行。绿色低碳发展已成

为济南高新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一座座

低碳工厂正“串珠成链”、一个个绿色产业正成

型起势。未来，济南高新区将深挖绿色潜能，

推动产业结构更新，让绿色发展底气更足、动

能更强。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
一码检查

﹄
彰显政策温度韩秉志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

政检查的意见》，明确针对

行政检查事项多、频次高、

随意性大等突出问题，加

强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检

查于法有据、严格规范、公

正文明、精准高效，进一步

优化营商环境。

在各地具体实践中，

北京自 2024 年 7 月起率先

在全国启用“一码检查”和

“非现场监管”机制，大幅

提升行政检查质效。这项

改革用一个二维码整合企

业多项检查内容，表面上

看是流程优化，更深层次

体现了政府服务中的温度

与关怀。“一码检查”直击

企业痛点。过去，多个监

管部门重复检查，常让企

业疲于应对，耗费大量时

间和精力。“碎片化”监管

不仅增加了企业负担，也

让行政效率大打折扣。“一

码检查”通过整合检查事

项，严格行政检查标准、程

序，减少重复性和冗余性，

把时间还给企业，使其能

集中精力专注发展。这种

便利，正是基于企业实际

需求的服务创新。

“一码检查”彰显了政

府服务理念的转变。传统

监管思维中，企业被视为

管理对象，检查更多代表

约 束 。 而“ 一 码 检 查 ”以

“向前一步、超前统筹”的思路，使监管更加高效精准。

通过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减少入企检查频次，提升监管

透明度和协同性，让企业清楚知道自己需要配合和改

进的事项。这种尊重与信任，体现了服务型政府的温

度，也增强了企业发展信心。

“一码检查”折射出优化营商环境的决心。这一制

度不仅是工具创新，更是多部门协同与数据共享的深

度变革。通过高效运行机制，政策得以真正落实到企

业经营的“最后一公里”，避免改革停留在纸面上。这

种务实态度，为政策长期稳定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政策温度仍需延续。如何确保检查事项实时更

新、数据准确无误？如何在技术之外进一步加强企业

对政府的信任？能否解决这些新问题，将决定“一码检

查”能否真正成为企业发展的“助推器”。优化营商环

境并非靠政策堆砌，而应从企业需求出发，以“少干扰、

多支持”为核心，精细化管理。各地若结合自身特点，

将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相结合，推广“一码化”管理模

式，将有助于更高效解决痛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实现监管与服务并重，进一步释放经营主体活力。

小小二维码，承载的是对企业的深切理解与支

持。这份温暖，不仅便利了企业，更为优化营商环境增

添了厚度与广度。传递这份温暖，便是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美好注脚。

宁波镇海打造手艺人集聚区——

老手艺传承新活力
本报记者 郁进东

每到周末，前来位于宁波镇海区永旺村的

“手艺人部落”打卡或研学的顾客络绎不绝。在

这里，不仅可以学习剪纸、黏土手作、竹篮竹编，

而且可以体验缸腌咸齑、油焖笋、手磨年糕和农

作腊肠等传统美食的制作流程，还能将精美的工

艺品和可口的传统美食带回家。

镇海区既有很多传承久远的老手艺散落在

民间，也涌现出不少“手艺经济”的企业，如专做

宁波地方特色美食和小吃的缸鸭狗、“三关六码

头”等，具有较强的品牌影响力。2024 年 11 月，

由“三关六码头”运营的宁波首个“手艺人部落”

在永旺村兴办。开业以来，“三关六码头”邀请公

司签约合作的手艺人到“部落”里开设年糕饺、竹

篮竹编、福字汤圆、剪纸等本土特色体验课程，将

工艺流程简化，降低了学习门槛。如今，在镇海

区一些旅游景区、商业广场、特色街区等区域，能

看到各行各业“手艺人”的踪影。

为进一步激发老手艺活力，2024 年以来，镇

海区探索打造“手艺人集聚区”，通过资源整合、

平台搭建和政策扶持，为手艺人提供广阔的发展

空间，推动“指尖技艺”转化为“指尖经济”。镇海

区文广旅体局副局长张琳说：“目前，我们已推动

160 余名手艺人集聚入库，组织了上百场次手艺

人活动，推动手艺人与企业签约 60 余人，吸纳

‘家门口’就业近 1000 人。”

柯如金是宁波老字号柯繁兴糕点的传人，经

营着一家食品小作坊，年销售额几十万元。自从

与“三关六码头”签约后，通过品牌联名方式合

作，借助“三关六码头”的产品开发和销售渠道，

柯繁兴产品实现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作，年销

售额有望达到 150 万元以上。

为了让“手艺人”创业无忧，镇海区金融机

构还发布了“手艺贷”“手艺险”等金融扶持产

品。其中，“手艺贷”可为手艺人项目提供首批

总共 2 亿元授信额度，申请成功的还可享受创

业贴息、利率特惠等政策。“这份小小的保单，就

是一份无言的守护。有了它，手艺人经营更有

保障，手艺人守艺更安心。”作为“手艺险”的第

一名投保客户，镇海本土手艺工作室代表何云

云表示。

在“手艺人集聚区”带领下，“老手艺”不仅有

了传承新活力，更成为镇海文旅融合的消费新场

景。2024年，通过镇海区手艺人集聚区开展的“寻

星”行动，钟情于越窑青瓷文化、精于陶艺的年轻

手艺人吴佳佳来到镇海区，并投入 300 多万元改

建念青闲庭青瓷文化体验基地，以公益体验、作品

展览等方式，推广青瓷文化，推进文旅融合。目

前，该基地已接待手作体验游客 50余批次。

在“手艺人集聚区”带动下，镇海区人文经济

活力迸发。截至目前，通过手艺人与企业加盟合

作等形式，实现“一对一”签约，涉及品牌 60 余

个，带动相关产品销售超 2.1 亿元，各类沉浸式研

学项目吸引学生、游客 1.2 万余人次。

2025 年 ，镇 海 区 将 持 续 推 广“ 手 艺 人 集 聚

区”，因地制宜发展“展销研旅”一体化“手艺空

间”，并植入旅游景区、特色街区等，鼓励社会资

本、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建设运营。

云南德宏

—
—

酸茶飘香出深山

本报记者

曹

松

“为什么闻起来有淡淡酸奶

香？”“回味甘甜，口感顺滑，很独

特。”在云南省德宏州芒市三台山

乡出冬瓜村，不少游客第一次品

尝到当地的德昂酸茶，便被其独

有的酸香味道所吸引。

德宏州芒市德昂族酸茶制作

技艺传承人李岩所介绍，德昂族

被誉为“古老的茶农”，好饮茶，也

擅种茶、制茶。其中，德昂酸茶作

为德昂族世代传承的文化遗产，

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加工工艺

独特。

近年来，德宏州致力于民族

茶文化的挖掘、传承和保护，德昂

酸茶从小众茶饮逐步走出深山。

为弄清酸茶的发酵机理，德

宏州与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

业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

院校合作，开展德昂酸茶的挖掘

与提升研究。云南农业大学茶学

院院长王白娟介绍，德昂酸茶是

一种天然发酵茶产品，在加工过

程中由于微生物和茶叶中水分的

协同作用，各产物之间发生一系

列反应，使其转化为茶叶中的有

益成分，酸茶经过发酵，pH 值显

著下降，水浸出物、游离氨基酸、茶多酚、总酸

含量显著上升，呈现出独特的品质特征，由此

构成酸茶特殊的风味。

三台山乡虽深藏于大山之中，但因德昂族

酸茶声名远扬。近年来，三台山乡通过完善旅

游基础设施，打造德昂酸茶品尝观景平台、特

色民宿、餐厅及观光步道、水鼓广场等旅游业

态，将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旅产业优

势，成为远近闻名的民族风情旅游村，每逢节

假日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前

来。游客们不仅可以品尝酸茶的

独特韵味，亲手制作酸茶带走，还

能够体验传统德昂族民宿，选购

精美的德昂织锦和文创产品，尽

享地道的民族美食，观赏精彩纷

呈的德昂族歌舞表演。茶叶为村

民铺就了致富路，2024 年三台山

乡酸茶产量 20 吨，全乡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4626 元。

2022 年 11 月，芒市“德昂族

酸茶制作技艺”作为“中国传统制

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子项目，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德昂酸茶

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名片。为加

强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德宏

州发布实施《德昂酸茶加工技术

规程》《德昂酸茶（干茶）感观审评

方法》，并通过招商引资，引入企

业共同研发推广德昂酸茶系列产

品，在生产、加工、销售及品牌推

广等方面开展合作，推进德昂酸

茶产业化发展。目前，德宏州共

有 50 余 家 茶 企 生 产 德 昂 酸 茶 ，

2024 年德昂酸茶产业总产值估

测突破 5 亿元。

德宏州农业农村局茶产业发展专班负责

人寸时雄表示，德昂酸茶已成为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带动农民增收、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重点产业。按照德宏州茶叶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方案，下一步，德宏州将从茶园建

设、加工提质、品牌培育、文化挖掘、茶旅融合

等全产业链出发，集中力量打造“德昂酸茶”

区域性公用品牌，推动实现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发展。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高 妍

亿恩新动力科技（山东）有限公司智能装备产业车间。 （资料图片）

日前，河北省唐山市丰

南区市民在一花卉市场选购

鲜花。连日来，浓浓的年味

带旺花卉市场，众多市民纷

纷选购鲜花装扮家居，欢度

新春佳节。

李秀清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