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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新向绿推动新型工业化

杨洪涛

作为工业大省，山东新旧

动能转换该如何发力？曾以煤

炭、钢铁、化工为主导的泰安

市 ，重 化 工 业 占 比 一 度 高 达

75.2%。近年来，泰安摒弃高污

染、高能耗老路，牢牢抓住新型

工业化这个“牛鼻子”，构筑绿

色低碳新优势，不断向创新要

动力，走出一条生态文旅与制

造业协调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强

市之路，不仅实现工业增加值

保持年均 8%左右的增长，工业

投资、工业技改投资增速也稳

居全省前列，为山东深化新旧

动能转换、破解发展难题提供

了实践经验。

优势再造，以绿色低碳重塑

产业生态。泰安是典型的资源

型城市，在发展中也曾面临着诸

如资源枯竭、产业结构失衡等问

题与挑战。在山东省纵深推进

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倡导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领下，泰

安深刻认识到，新型工业化贵在

“新”——动能新、模式新、业态

新。为此，以绿色低碳为突破口

勇闯高质量发展新路，积极构建

绿色制造体系，聚焦新赛道新风

口，引导企业升级装备、拓展领

域、加速转化，推动产业规模、质

量、效益同步跃升。尤其在能源

这一重点领域，结构转型势在必

行，立足自身禀赋，着力在“存

储”上发力，建设千万千瓦级“储

能之都”、千亿元级“泰山锂谷”

和千万千瓦级“风光高地”三个

工程。依托丰富的岩盐矿床资源优势建设储能项目。其

中，中储国能 300 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充放电转换效率

超72%，被列入国家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项目，

年发电量可达 6亿千瓦时，相当于减少煤耗 18.9万吨、减排

二氧化碳49万吨，成效显著。

“换道超车”，数转智改驱动产业转型新突破。山东是

工业大省，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广阔的市场空间能够为推动

数字化转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基础支撑。

山东在坚守实体经济根基的同时，以数字技术重构产业生

态，引领更多企业朝智能化、数字化方向迈进，实现新旧动

能有机转换。泰安市开展数据要素价值化集成改革，创新

实施的十企领军示范、百企裂变倍增、千企数字赋能“十百

千”行动和数字化转型培训、诊断评估、项目、工业互联网

平台“四个全覆盖”模式，有效破解了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的普遍难题。2024 年，泰安成功创建“千兆城市”，为山东

实施“工赋山东”行动提供了地市层面的实践支撑。

激活动能，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作为北方地区

经济发展的战略支点和重要的工业基地，山东在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上具备良好基础。泰安构建了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比已达 66.8%，培育出 21 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这些实践成果不仅深度契合山东省“十四五”科技创新

规划，更为省内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了范式。聚焦地市级

县域内的转型先锋，新泰正奋力突破“一煤独大”的产业桎

梏，抢占新赛道，引大培强未来产业。新泰市泉沟镇盘活

原有煤矿废弃资源和闲置资产，建设火箭综合试验中心，

生动诠释了资源型地区“无中生有”抢占新赛道的魄力，彰

显了山东“未来产业培育计划”在地方层面的生动实践。

面向“十五五”，泰安建设新型多元储能示范基地的

规划，与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形成战略

呼应。这座城市在守护泰山生态的同时推进工业转型的

实践表明，在生态约束下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保持战略

定力，在“守正”与“创新”中找准平衡，这正是山东全面推

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所在。

（作者系山东泰安市委书记）

山 东 产 业 转 型 塑 造 新 优 势
面对传统产业体量大、“高碳”特征突出

的情况，“十四五”以来，山东牢牢抓住产业低

碳化改造这个“牛鼻子”，加快绿色低碳转型，

持续塑造发展新优势。今年一季度，山东装

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9%，较去年全

年 提 高 3.9 个 百 分 点 ；技 改 投 资 同 比 增 长

12.2%，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新技术带动高端

制造快速发展，工业机器人、光电子器件产量

分别增长 76.2%和 25.4%。

突出集群建设

一 个“链 主 ”企 业 带 起 一 个 产 业 集 群 。

最近，东营市利津县利华益利津炼化有限公

司 10 万吨/年 ASA 特种工程树脂项目进入

试运行阶段。“该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是国

内首套全产业链一体化高性能先进材料 10

万吨/年 ASA 树脂装置。”利华益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海峰说，该项目的竣工，

也标志着利津已实现从最初的石油炼化到

高端化工，再到新材料新能源的成功转型，

构建起了 9 条产业链条，成为国内领先的炼

化精细化学新材料新能源一体化高端石化

产业集群。

“十四五”以来，利津县持续推进新旧动

能转换，做好延链补链文章，深耕高端化工产

业，环氧丙烷、锂电池电解液溶剂等一批工业

项目投产达效，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 1100 亿

元大关。利津高端树脂新材料特色产业集群

还被认定为省级特色产业集群。

在泰安市宁阳县化工园区，7000 米的公

共管廊腾空架起，将数十家企业紧密连接起

来。“我们生产的氢气、甲醇、氧气、苯等，可以

通过公共管廊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园区 20 多

家化工企业作为原料。”山东恒信高科能源有

限公司技术部部长谭洪金说。

原材料供应实现“隔墙配套”，吸引了更

多上下游配套企业入驻，产业集聚优势越发

明显。“我们不断推动园区内资源循环利用，

推动产业向下游精细化、产品高端化和应用

协同化的目标迈进，推动传统化工园区‘绿色

蝶变’。”宁阳县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宁阳

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董

富泉介绍，目前，公共管廊可输送 13 种工业

气体和液体产品，每年为园区企业节省成本

上亿元。不仅如此，管廊还推动化工产业向

精细化、高端化、协同化方向转型升级，现已

形成 8 条化工产业链条。

“十四五”以来，山东不断改造提升传统

产业，坚持区域集聚、主体集中，钢铁、石化等

重点行业先进产能占比超过 40%。同时，突

出集群建设，以群聚链，持续推动产业链、创

新链、价值链向高端跃升，实施“头雁领航”行

动，在 180 个雁阵形产业集群和 276 家集群领

军企业基础上，优选 45 个支柱型集群和 96 家

“头雁”企业重点培育，创新推出“双清单一图

谱”模式。2024 年，山东支柱型集群营收达

到 5.4 万亿元，增长 5.9%，千亿元级以上支柱

型集群数量达到 19 个。

培育新兴产业

6 月 1 日，位于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挺

立人形机器人有限公司正式发布了仿真人形

机器人。“我们已经攻克了人形机器人最难的

双腿行走技术，未来将加入更多感知原件，实

现更多功能。”该公司研发中心负责人梁杰

说。近年来，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标准建

设了悦来湖数字经济产业园等多个数字经济

发展载体，推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

近日，在烟台市蓬莱中柏京鲁船业有限

公司码头，2 艘建造完成的 MR 油化船正平

稳停靠，等待交付。“作为自主研发的主力船

型之一，MR 油化船比国际上同类型的油化

船油耗低、航速高，深受国外客户欢迎。”蓬莱

中柏京鲁船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书远说，

目前，企业的生产订单已经排到 2029 年，今

年计划开工 25 条船，交付 20 条。

面对海工装备产业发展机遇，蓬莱区围

绕海洋工程全产业链，布局东部海洋工程装

备产业基地和西部绿色船舶产业基地，引领

海工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目

前，蓬莱区已形成了以大金重工、京鲁船业为

骨干企业的海工装备制造集聚区。

昔日“一煤独大”的新泰市，如今正积极

打造航空航天产业新高地。在新泰市泉沟镇

寰宇航天动力产业园，山东乾堃航天科技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峥指着已经建成的火箭综合

试验中心告诉记者，试车台投入运营后，年可

满足发动机热试车 100 次，子级火箭试车 10

次。目前，已经与多家卫星、火箭联盟达成合

作意向，成为火箭研制和发射企业的测试平

台，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批量生产及新型动

力的研发提供坚实支撑。

据了解，该试验中心项目是目前国内设

计载荷最大的子级动力系统试车台。新泰市

委副书记、新型工业化强市建设推进委员会

办公室主任梁欣告诉记者，为加速培育未来

产业集群，新泰市重点围绕合成生物、工业母

机、商业航天等方向，加快布局寰宇航天动力

产业园。

山东构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1+

1+5”规划政策体系，省级以上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达 42 个、规模 3.5 万亿元，预计“十四

五”时期末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 100万辆。超

前布局新兴产业，规划建设济南、青岛、烟台

未来产业先导区，15 个未来产业集群产值超

过 3200 亿元，全省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近

20%。实施数字产业化“十大工程”、产业数字

化“八大行动”，数字经济占生产总值比重超

过 49%，关键软件产业规模跃居全国首位。

聚力低碳发展

从空中俯瞰，去年年底建成通车的全国

首条改扩建零碳高速公路——济菏高速，犹

如一条光伏巨龙。公路两旁，一排排光伏板

覆盖在边坡上；遍布服务区屋顶、车棚的光伏

板，将绿能注入充电桩⋯⋯济菏高速全线光

伏装机容量达 30 兆瓦，实现整条高速公路可

持续零碳运营。

从“少量点状”到“应建尽建”，山东高速

集团让一条条高速公路搭载上新能源，变身

绿色路。截至目前，累计建成路域光伏装机

容量达到 70.6 万千瓦，约占全国交通行业路

域光伏总装机的 70%，稳居全国交通行业首

位。该集团还总结提炼了零碳高速公路建设

和运营经验，逐步搭建起零碳高速公路标准

体系，率先发布《高速公路边坡光伏发电工程

技术规范》《高速公路零碳服务区评价技术规

范》等文件。“十四五”以来，山东高速集团累

计建成 22 条、1845 公里的新建、改扩建高速

公 路 。 全 省 通 车 里 程 由 7473 公 里 增 长 至

8763.6 公里，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穿梭在聊城市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厂

区，看得见的是湖水荡漾，看不见的则是产业

园里隐藏的循环链。厂区建设的光伏发电系

统，可满足全园区 20%的用电量；通过中水回

运循环利用工业生产废水，年增加人工湖补

水量 5 万立方米。经过系列节能减排降碳举

措，实现年减排二氧化碳 3400 余吨。东阿阿

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新华介绍，经过持

续 数 字 化 提 升 ，关 键 工 位 设 备 互 联 率 达

100%，生产数据采集率达到 95%，生产自动

化程度达到 90%以上，实现制造过程绿色化

与智能化。

山东广大乡村守住生态红线，持续

释 放 绿 色 动 能 ，拓 宽 了 富 民 之

路。在菏泽市巨野县核桃园镇，

22 座曾被掠夺式开采的荒山如

今已变身“花果山”。当地

实施封山禁采后，依托“金

山文旅小镇”规划，将 1.8

万 亩 废 弃 矿 坑 打 造 成 1 个 国 家

4A 级景区，3 个国家 3A 级景区，

前王庄石头寨成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昔日采石工人王明性承包 200 亩山坡种

植雪桃，2024 年销售收入突破百万元，实现

从“靠山吃山”向“养山富山”转变。如今，巨

野县累计修复治理塌陷地 2.6 万亩、废弃矿坑

1.8 万亩，培育文旅景区 6 个、绿色农业基地

12 处，带动 1.2 万农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山东加快推进低碳转型，“两高”

行 业 达 到 能 效 标 杆 水 平 的 产 能 比 例 突 破

35%，超过“十四五”任务目标 5 个百分点，提

前完成“十四五”主要污染物减排任务，国控

地表水优良率优于国家目标，近岸海域水体

优良率全国前三。

当前，山东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

的使命担当，正以昂扬的姿态向着既定目标

迈进。“目前，山东产业结构仍然偏重，产业

链上游企业占比高，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新兴

产业的总体规模较小、支撑作用不强，绿色

低碳转型仍需加力提速。”山东省发展

改革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山东将谋篇布

局“十五五”，着力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加力推动全面绿色转型，

将重点项目建设作为绿色低碳转

型的核心载体和稳增长、促投资的

关 键 抓 手 ，每 年 组 织 实 施 2000 个

省级重点项目，用足用好省重点项

目 要 素 保 障 政 策 赋 能

清 单 16 条 等 要 素

保障措施，以高标

准 项 目 建 设

推 进 先 行 区

高质量发展。

矢志攀登铝材科技高峰
讲述人：山东宏星轻合金有限公司设备技术科科长 蔺志欢

2003 年，我从甘肃武威来到山东滨

州。从第一条电解铝产线到第一条氧化

铝产线，再到如今首条轻量化产线的高

速运转，我亲历了滨州铝业从粗老笨重

到轻装起步、展翅高飞的蝶变。

“世界铝业看中国，中国铝业看滨

州”，这背后是滨州氧化铝、电解铝、铝材

产量的硬实力。但作为老铝业人，我也

看到隐忧：产业链条短，初级产品占比过

重，规模优势难掩附加值低的困局。

山东宏星轻合金有限公司由

魏桥创业集团投资建设。作为魏

桥轻量化基地的组成部分，该项

目是在原邹平一电、二电拆除基

础上实施的新建工程，未新增用

地。当我参与建设时，深知这场“腾笼换

鸟”的重量——这里将建成全流程汽车

轻量化基地，更承载着我们攀登铝材科

技高峰的使命。

轻量化意味着双重突破：一是告别

铝棒等中间品，冲击高附加值终端部件；

二是以铝合金替代钢材为汽车“瘦身”，

在确保强度与安全的前提下，实现减重

降耗。

2023 年底，魏桥创业集团发布 6 款

系列铝合金新材料，在全球首次实现铝

合金材料中强度、韧性和服役性的同步

提高。这些铝合金新材料可以应用到汽

车全身，在保证安全性和成本控制的条

件下，实现比现有铝制车身减重 20%，油

车百公里油耗降低 1 升左右，电动汽车

行驶里程增加 20%，打破材料越硬越脆、

越薄越脆的“魔咒”。

这 5 年来的转型升级，彻底颠覆了

过 去 铝 厂 烟 熏 火 燎、“脏 乱 差 ”的 旧 形

象。如今，走进我们的车间，到处是洁净

明亮的环境、高效运转的智能化设备。

我们还引入了 AI 技术，自动化、智能化

程度大幅提升，用“智慧大脑”驱动生产

线高效运行。

如今，轻量化技术正在不断突破想

象边界。期待开启下一段“铝途”，让滨

州铝业锻造的“轻骨”支撑起万物向新的

时代重量。

（本报记者 崔 浩整理）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本版编辑 张 虎 美 编 倪梦婷

山东高速济青中线济潍段昆仑枢纽利用

匝道圈布设光伏发电系统。 （资料图片）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核桃园镇利用开山采石遗留的废

弃矿坑改造成白虎山天池景区。 （资料图片）

图为山东蓬莱海工产业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