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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山乡小柳编“编”出新生活

本报讯 近年来，嘉祥县仲山乡计生协会
多渠道开发育龄妇女增收致富新途径，依托民
间流传的传统手工艺，结合当地资源优势，让
传统工艺大放异彩，小柳编“编”出农民新生
活。

近日，笔者来到远近文明的柳编专业
村——— 狼山村，这个村的育龄妇女依托传统的
柳编技术，不断发展壮大柳编产业，走上了致
富路。孙新兰是这个村的柳编大户，也是柳编
工艺的发扬者、柳编技术的改进者。自幼学习
柳编的她，对柳编有着特殊的情感。从事柳编

40多年来，孙新兰在积极学习传统的编制手法
同时，还不断改进生产工艺，形成了独特花纹
和造型，柳编从传统的家用生活品，逐步转变
成工艺品、装饰品，成为一门艺术。一根根柔
中带韧的柳条，通过一双双巧手，用多种编织
手法，造就了形态各异的工艺品，深受广大消
费者的喜爱。

逐步富裕起来的孙新兰带动身边姐妹共同
致富，她大胆探索传统工艺与富民产业的结合
点，积极做活富民文章。她多方跑市场，找销
路，带领更多的群众发展柳编，柳编逐渐成为
这个村育龄妇女农闲时节增加经济收入的一项
产业。

不仅如此，柳编产业还带动了白萁柳种
植、运输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200多名育龄妇
女提供了就业机会，从业人员每年人均增加收
入近3000元。(汤现印 姚辉侠)

马集镇扶持育龄妇女创业

本报讯 “我们姐妹几个每天刻字、雕
花，一天下来能挣一二百块钱，这多亏了乡计
生办的扶持。”10月20日，正在认真雕刻石碑

的嘉祥县马集镇育龄妇女李小巧自豪地对我们
说。在马集镇，像李小巧这样从事石雕的妇女
同志还有许多。

近年来，该镇大力发展传统石雕、石材加
工业、特色林果业等主导产业，镇计生办积极
引导“娘子军”投身到石材精细雕刻、特色种
植、畜牧养殖等行业，在家门口创业，并为她
们提供技术、信息、政策、项目和资金服务。
今年以来，累计举办各类科技培训班5次，组织
外出参观学习4次，参加人数达1000余人次。目
前，全镇已培植各类“妇字号”科技示范户200
余户。(杨建设 陈根运)

马集镇计生“六访”受欢迎

嘉祥县马集镇发挥计生协会作用，实行
“六访”全程服务，群众满意率达98%以上。

一是“婚前访”。对不足法定婚龄已恋爱
的青年，宣传婚前卫生指导及性生理保健知
识。二是“新婚访”。对新婚夫妇免费发放一
套《新婚必读》等内容的新婚礼袋，指导孕前
注意事项和最佳受孕时机等。三是“孕期
访”。对孕早期、孕中期、孕晚期夫妇进行过

程化跟踪随访服务。四是“生育访”。对分娩
夫妇，组织计生干部进行慰问，及时了解产妇
及新生儿身体状况。五是“避孕访”。积极稳
妥地为育龄妇女落实安全的避孕节育措施。六
是“健康访”。对广大育龄妇女，坚持每季度
“B超检查、妇科普查”健康服务，并建立健
康档案。(杨建设 陈根运)

老僧堂乡千名留守妇女引领致富路

本报讯 走进嘉祥县老僧堂乡北蒋村，
只见十多位妇女有说有笑地拣材料、捆扎、
上线、修剪，一眨眼的功夫一把扫帚就扎制
完成。扫帚加工户丁翠银大姐告诉我们：
“这小小扫帚一年能为全家‘扫’进两三万
元呢。”

在老僧堂乡，像丁翠银这样“懂技术、
会管理、善经营、能理财”的农村妇女有
1000多人。该乡计生协会结合农村种植、养
殖、农产品加工，开展了创建“巾帼示范基
地”和争当“巾帼致富带头人”活动，积极
扶持她们发展“投资小、风险少、周期短、
见效快”的致富项目。目前，该乡已建成

“巾帼示范基地”10多处，涌现出“科技媳
妇”1000多人。(陈常领 韩广君)

老僧堂乡500对夫妻唱起“二人赚”

嘉祥县老僧堂乡西杜村妇女王爱春，在乡
计生协会的扶持下，拿出十几年收购棉花攒下
的积蓄，与丈夫杜继亮一起建起纺纱厂，一期
工程投资1000万元，新上1万纱锭项目。经过一
二三期工程的投资，现在她们的金库棉业已发
展到2 . 5万纱锭的规模，产品销往无锡、张家
港、潍坊，供不应求。成为当地夫妻合唱“二
人赚”的第一对。

像王爱春、杜继亮夫妇这样同唱“二人
赚”的夫妇，在老僧堂乡已有500多对。他们有
的下乡搞农产品收购，有的在家搞塑料大棚，
有的搞养殖，有的搞修配，有的下乡叫卖，有
的赶集出摊，还有的双双到附近的民营企业打
工。他们配合默契，根据自身特点发挥各自的
潜力，携手并肩，齐心协力，一同赚钱，形成
黄金搭档。这些夫妻自从有了增收的路子，解
决了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难题，促进了计生
工作的开展。(陈常领 韩广君)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见 习 记 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赵 磊 高海燕

十多个品牌货比三家

10月21日晚7点左右，在鱼台县王鲁镇王鲁
村的农田里，驾驶着水稻收割机忙碌了一天的
王劲松就要收工了。当他开着收割机从农田向
外走时，突然被卡在了一个斜坡上，收割机熄火
了。情急之下，他拨通了鱼台县三高机械有限公
司“农机4S店”的电话。在简单了解了故障情况
后，值班人员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调试后发现，
收割机变速箱因缺油而损坏，已无法维修，值班
人员马上联系了厂家维修人员。厂家维修人员
连夜赶来，仅用半个小时就修好了机器。王鲁村
党支部书记、广丰农机合作社理事长王启龙说，

“‘三秋’时节是最忙的时间，最怕农业机械出故
障，‘农机4S店’的出现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

“4S店”不是汽车品牌专有的吗？带着疑问，
10月27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位于鱼台县经济开
发区的三高机械公司，见到了王启龙所说的“农
机4S店”。三高机械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开春，该公司先后投入200多万元成立了农
机销售中心，并按照“汽车4S”店的模式进行规
划和设计，经过大半年的运作，如今已初具规
模。据总经理袁成林介绍，“和‘汽车4S店’相似，

‘农机4S店’也包括整机销售、零配件、售后服
务、信息反馈等服务内容。‘农机4S店’就是借鉴

‘汽车4S店’进行的一次大胆尝试，目的是为农
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记者看到，“农机4S店”整机销售环节包括
室内展厅和室外展销广场。室内展厅里整齐地
排放着几十台大中型拖拉机、水稻收割机、插秧
机和旋耕机等产品，有“沐河牌”、“常发锋陵”等
十几个品牌。因为是农忙季节，农业机械都在工
作，室外展销广场上仅停放着三四辆农业机械。

“虽然‘汽车4S店’只卖一种品牌的汽车，但没有
谁说‘农机4S店’就不能销售多种品牌，所以我
们与国内十几个农机厂家都有合作关系，目的
就是想让购买者有更多选择，这也是我们‘农机
4S店’的独特之处。”袁成林笑着说。

农业机械的销售对象都是农民，购买力相
对弱，所以农业机械销售商的盈利能力比汽车

销售商就要低，如何保证“农机4S店”的运转？
“实际上‘农机4S店’只是企业产业链的延伸，是
企业主业的有益补充。”袁成林解释道。实际上，
三高机械公司是一家以生产碾米机为主业的公
司，该公司拥有200多位技术工人，是济宁市高
新技术产业。根据农业机械保养、维护的季节
性，再加上农业机械设备很强的通用性，三高机
械公司在不耽搁碾米机生产的情况下，通过“农
机4S店”就能做好农业机械的保养维修问题，还
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售后服务是最大亮点

“这里出售的机器、零部件的质量好，种类
齐全，没有假冒伪劣产品，连一个螺钉也都是货
真价实的。”袁成林向记者如数家珍般地说起了

“农机4S店”的优势。
“农机小毛病，我基本上都会修。服务部里

还有不少专业人员，有专门负责液压维修的，也
有负责变速箱维修的。农户家的机械出啥问题
我们都能解决，真要赶上解决不了的问题，还可
以直接联系厂家。”三高机械公司的“三包”服务
部主任李新说。李新今年50岁，从事农业机械维
修已有30年时间。“三包”服务部实行24小时轮
流值班，3辆售后服务车随时待命，每辆车都像
一个小型修理部，甚至连焊机、钻机等设备都配
备。李新说，“因为季节不等人，所以农业机械不
同于轿车，坏了必须马上修好。所以农民只要一
个电话，我们就会立即赶到田间地头。”

据了解，在“农机4S店”出现前，鱼台县的机
械维修网点有上百个。据鱼台县农机局质量监
督站站长马凡涛介绍，这些维修网点规模小，大
多没有专门维修人员，维修质量和配件质量也
参差不齐。特别在农忙时期，有时候不但不能帮
上忙反而耽误了机械农作时间。记者了解到，对
这些维修点的管理主要靠自律、自理。“农机4S
店”的出现，一方面保障了农业机械化的实施，
另一方面这无异于引入了竞争机制，使其它维
修网点意识到危机感，自觉提高维修技能和维
修服务，从而引导整个行业的良性发展。

期待“星火燎原”

农业机械化已成为农业生产迫在眉睫的选
择。记者以王鲁镇王鲁村为例进行了调查，该村
有2000亩左右的水稻小麦，但村内八九成的年
轻人都外出务工了，剩下的劳动力不能负担田
地里劳作的要求。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王
鲁村在去年成立了广丰农机合作社，投入100多
万元购置了17台农机具，实现了农田从种到收
全覆盖。

农业机械化的快速发展，王鲁村并不是个
例。去年，鱼台还只有1 . 5万亩左右的水稻田实
现了农业机械化，到今年就已经达到3万亩左
右，明年有望达到10万亩，呈现出倍数式增长。
农业部刚刚印发的《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中提到，预计到
2015年，农机总动力达到10亿千瓦，耕种收综合
机械化水平达到60%以上。

农机多了，谁来维护？鱼台县农机局副局长李
香兰对记者说：“‘农机4S店’是一个值得推广的模
式，也是发展趋势。”她认为，“农机4S店”有效解决
了农机维修网点和农机维修技术落后等问题，也为
农机生产企业与农机手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实现了
农民、农机管理部门、农机4S店与农业生产企业的
共赢。

但也有部分人士向记者提出，三高机械公
司“农机4S店”的现身有其特殊性，其本身是依
托公司机械制造的主业成长起来的，而农业本
身是个弱势产业，农机的销售、维修利润相对较
低，还需国家及社会投入更多地关注与支持，才
能保证这个行业走上健康、良性发展轨道。

□本 报记者 于国鹏 见习记者 尹彤
本报通讯员 张祥寅 张伟光

10月27日，在汶上县白石乡新寨社区一处
食品店，工作人员正把成箱的“绿叶”品牌的馒
头从配货车上卸下来。“别看这是个新建社区，
但每天能销售2000多斤，几乎供不应求。” 食
品店老板向记者介绍。

生产“绿叶”馒头的联创食品有限公司，位
于汶上县杨店镇，由一个小小的馒头作坊发展
而来。现在，小馒头做成了大产业，“绿叶”馒头
平均每天销售3万斤。不只在汶上县，在济宁、泰
安、济南等地也都有了不小的名气。

站在厂房前的总经理倪训练，谈起公司的
成长时非常自豪。这位看上去朴实敦厚的中年
人，2009年从汶上县供销社所属的棉厂下岗，为
了能够自食其力，联合几个下岗工人租赁了棉
厂的一个伙房，开始自己创业。

“开头就是想开个馒头作坊，给社区居民供
应馒头。”倪训练话语也很朴实，“我看到在农村
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农民进社区，住到楼上，
地里又实行秸秆还田，肯定会有些人嫌自己做
饭麻烦。如果在社区卖馒头生意应该不错。”

他们到济南、青岛学习加工馒头的实用技
术，同时还花1800元钱注册了“中鲁绿叶”的商
标。

“刚开始就是做农村的那种手工馒头。”倪
训练说：“双手揉，最快的工人一分钟能揉18
个。”很快，“绿叶”被越来越多的人熟悉，销量迅
速增加到每天三四千斤。“我们觉得这个项目很

有前途，希望他把这个品牌做大做强，同时带动
更多人就业创业致富。”汶上县供销社主任徐峰
说。县社积极扶持帮助，包括后来“绿叶”购置的
几辆厢式配货车，县社每辆补贴一万元。

2010年，借着杨店镇建设新型社区的机会，
倪训练与镇里协商，用供销社原有的4所厂房，
置换来镇经济开发区的16亩地，建成了现在的
厂区厂房。小作坊摇身一变，成了联创食品有限
公司。与此同时，现代化生产线的引进，高品质
的生产质量管控，触及消费终端的高效市场营
销，培育起“绿叶”更广阔的生长空间。

为了让“绿叶”馒头吃起来更加可口，倪训
练专门去了河南省的一家小麦研究所，了解哪
个品种的小麦更适合做馒头；建起了自己的品
种小麦种植基地，今年计划增加到1600亩。

厂里还专门建起了实验室，研制馒头配方
“现在我们的配方包括酒曲、小米、水果等十几
种成分吧，但绝对不添加防腐剂之类的东西。”
技术员倪红伟对记者说。

至于“绿叶”的卫生质量保证，倪训练表示，
除工人必须持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外，每个环节
都制订了严格的卫生和质量标准，工人都按照
标准操作。他指着车间里安装的监控摄像头说：

“从和面、压面到计量、装盘等每个环节都能监
控到，而且跟质监局联网。”

最让倪训练骄傲的，还是“绿叶”的高效营
销模式。“绿叶”从小作坊时期就非常注重品牌
打造，老板倪训练没有忙着把赚来的钱装进兜
里，而是花了4万多元钱添置了自己的第一辆厢
式货车，一方面及时给各销售点配送馒头，另一

方面就是为了打品牌——— 他在车厢上喷上“绿
叶馒头”的醒目标识——— 如今，这样的厢式货车
已经增加到13辆，配送范围除覆盖济宁市各县
市区外，还辐射到泰安市的东平、宁阳等地。

如今，新型社区建到哪里，“绿叶”就跟到哪
里。“我们每一处的营销人员对当地住户情况都
非常熟悉。比如在新寨社区，有的居民不在家，
打电话让把馒头送来挂到门把手上，我们的营
销人员很清楚放几个馒头。”倪训练自信的说。

“绿叶”现在拥有现代化馒头生产线，大型
和面机6台，小馒头机9台。在生产车间，正在先
进的数控馒头生产线前工作的赵红玲说：“这个
生产线可以加工馒头，也可以生产包子、花卷、
芝麻饼。比如，擀成面饼后，团起来就是馒头；如
果通过给馅机加馅，就做成了包子。生产馒头的
话，一小时能生产5000多个。而且是智能化运
行，面皮粘了，机器会自动洒面粉，干了就会自
动喷水湿润。”

下一步，倪训练还准备购置面条生产线，生
产面条。“面条市场潜力大。这样厂里可以白天
做面条，下午开始生产馒头。工人、配货车也能
充分运转起来。”

他已经联系了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方
表示愿意向他转让制作几种特色面条的科研成
果。“馒头加面条运作起来，一天销售额稳定地
突破10万元不成问题。”倪训练充满信心。

在“绿叶”，我们了解到了创业的艰辛，也生
动感受到了一个小企业一步步发展壮大的过
程。这样的“绿叶”，有理由期待它有一个更加生
机勃勃的未来。

“农机4S店”现身乡村
农业部刚刚印发的《全国农业机械化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年)》显示，

“十一五”期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水平达到52 . 3%，标志着农业生产方式已

经实现了从人畜力作业为主向机械作业为

主的跨越。农业机械化的逐渐实现，必将为

农业生产带来巨大变革。但农村各方面条件

毕竟有限，大量的农业机械涌向农村，随之

而来的维修、保养问题也逐渐增多。目前，在

被誉为“江北鱼米之乡”的鱼台县，一家“农

机4S店”的悄然现身引起了广泛地关注。

馒头“蒸”出大产业
◆几名下岗工人由租赁棉厂伙房起家

◆建起自己的小麦种植基地

◆从和面、压面到计量、装盘等每个环节都能监控，同时与质监局联网

■记者走基层

□通讯员 韩洪波 高同建 报道
本报金乡讯 近日，笔者在金乡县化雨

镇现代农业示范区内看到，农民浇地无需水
泵和电缆，只需轻轻按一下按钮，水就可以
喷涌而出，这是一种被称为隐蔽式节水灌溉
系统的灌溉设施，附近30000亩的农田全部
采用的这种系统。这种系统除主控井房外，
所有机井、低压电缆、输水管道、潜水泵都
掩埋地下，既节水节电又可节省土地占用。
这种隐蔽式节水灌溉系统，是金乡县不断加
大财政支农，推动新农村建设所取得的新成
果。

近年来，金乡县不断适时调整财政支农
投向，着力优化支农支出结构，加大对涉农
领域的投入，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
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
上下足了功夫。

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出发点，大
力实施中低产田改造项目。2011年，金乡县
总投资1072万元，对1 . 15万亩中低产田进
行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通过治理，将进
一步加强中低产田的沟、路、渠、机、电、
井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档升级，将可持续生
产能力弱的土地改造成为旱能浇、涝能排、
田成方、林成网、路相通、渠相连的农业生
产新格局。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是农业发展的命脉。
这个县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积极
吸收水利建设的社会资本投入。今年，全县
共完成水利建设资金投入5200余万元，实施
各类水利建设工程1742项，修复水毁工程
598项，疏挖沟渠536条，除涝面积40万亩。
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
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进一步提高了农业生产
防灾减灾能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

着力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该县以三大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为引领，围绕“大
蒜、瓜菜、食用菌”三大特色产业，积极协
调省市财政部门加大对金乡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的帮扶力度，培育扶持了一批有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龙头企业，目前已争取省级龙头
企业贷款投放计划1 . 03亿元，发展壮大国
家级重点龙头企业1家，省级重点龙头企业9
家，市级重点龙头企业40家。金乡县还积极
争取省、市财政部门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和认
证的帮扶力度，投入资金91万元，用于扶持
农业“三品”认证基地建设。目前，全县
“三品”认证企业达57家，认证总面积
48 . 27万亩。该县还因地制宜大力扶持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经营，在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全县共发展181家农民专业合作社、43
家协会，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发挥了
主导作用。

金乡县财政支农

为新农村加油

□记 者 吕光社
实习生 翟来兵
通讯员 梅 花 报道

本报曲阜讯 近日，为鼓励全民自主
创业，曲阜市出台了鼓励全民创业的新政
策，放宽注册资本条件、推行“零成本”
创业，对创业人员从税收减免、资金扶
持、社会保障等政策上给予诸多优惠。

曲阜市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的任何投
资主体，申报从事个体经营的，试营业登
记不收取任何费用，实行“零成本”创
业。申请办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不再受金额限制，
出资1元即可申报；注册资金达3万元以上
的，均可投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高校毕
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退伍
军人、残疾人从事个体工商经营的，自首
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收管理类、登
记类和证照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

曲阜市还对创业人员进行减免税收、
加大资金扶持，对大学生创业给予社会保
险补贴。曲阜籍高校毕业生在本市内自主
创业的，3年内所缴纳的地方级税收，由本
市财政给予等额补偿；对就业困难自主创
业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大学生，给予3年期
限的基本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补贴，按
其实际缴纳的三分之二予以补贴；自主创
业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养老保险，最低可按
20%比例缴纳。对毕业5年内从事个体经营
创办经济实体的大学生，3年内免费为其保
管人事档案，提供免费查询人才、免费发
布招聘广告等服务。

曲阜出台

“零成本”创业新政

□记 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刘 田
通讯员 刘东华 报道

本报济宁讯 经过新一轮改制重组后的孔府
宴酒厂，再次整装启航。10月27日上午，孔府宴
酒新产品发布会在济宁市运河宾馆召开，12款全
新包装的产品隆重上市，此次大会先后围绕专家
品鉴会、新品发布会、客户恳谈会三个方面内容
展开。

孔府宴一直以儒家文化为品牌核心价值，新
产品的设计理念与品牌文化相契合。孔府宴酒将
酒的品质作为事关公司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本
次由曾祖训、刘青、钟杰、胡永松、熊小毛等10
位国家级权威酒类专家组成的专家团，对孔府宴
新产品的酒体、酒质给出了一致好评，肯定了孔
府宴酒业“兼香、儒雅、新典范”的全新品味。

上海凯利公司董事长、孔府宴有限公司投资
人王洪斌作为孔府宴酒业代表，详细介绍了孔府
宴改制重组后的运作情况，明确提出企业
“510”计划，即用5年时间完成年销售额10亿
元，在5年之内，操作孔府宴股份上市，力争实
现全省白酒企业上市公司零的突破，最终实现
“50亿级大型白酒企业”及中国文化第一酒品牌
的目标。

孔府宴酒
再次整装启航
12款新品隆重上市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杜贵斌 报道

本报嘉祥讯 近日，在嘉祥县疃里镇千亩山
药种植基地，村民们正忙着收获山药。大刘村支
部书记刘来勤掩不住丰收的喜悦：“今年山药价
格一般在8元一斤，亩产三四千斤，一亩地纯收
入怎么也得两万多块！”

山药因其食用和保健价值，被形象的称为
“小人参”。疃里镇历来有种植山药的传统，这
里种植的细毛长山药，又因其独特的品质很受市
场青睐。为把这一地方特产做大做强，疃里镇规
划了占地3000余亩的细毛长山药示范园，专门抽
调5名山药种植技术人员组成技术指导小组，负
责细毛长山药的推广种植。成立了“嘉祥县绿生
源山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注册了“麟城”牌商
标，申请了“绿色食品”认证，积极引导广大山
药种植户参与互助合作，形成规模种植。

目前，疃里镇细毛长山药示范园中，细毛长
山药栽植面积已发展到2000余亩，规模辐射周围
15个村。山药价格也由原来的每公斤4元提高到
去年的14元，带动全镇近2000户农民发家致富，
经济、社会效益十分显著，成为疃里农民致富增
收的支柱产业。

疃里山药种植大户、大顺风种植有限公司经
理王文强说：“我们下步的想法是围绕细毛长山
药开展一系列深加工，比如制造保鲜山药、山药
片等系列产品，增加山药的附加值，将低成本的
山药销售转化为高价值的山药产品的销售。”

嘉祥疃里山药
要打“系列品牌”

遗失声明
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金乡营销服务部

保 险 营 销 服 务 许 可 证 丢 失 ， 机 构 编 码 ：
P10313JNG-005，特此声明作废。

□记者 于国鹏 通讯员 刘长春 报道
本报汶上讯 近日，汶上县新兴产业项目三

德电子锂离子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组件项目已
投入生产，兖矿集团控股新风光电子项目资产评
估也已全面完成。在这些大项目带动下，该县工
业经济投资规模和运行质量获得同步提升，截至
9月底，全县规模工业企业总户数达到183户，实
现销售收入107 . 65亿元、利税16 . 78亿元，分别
增长16 . 2%、25%。

汶上县在打造工业强县、实现产业兴县过程
中，开展了“大项目建设突破年”活动，注重发
挥重点项目的带动作用，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像三德电子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组件等新
兴产业项目都成功引入，并开始产生经济效益。
联想化工50万吨氯碱、凯尔菱电电梯、鲁南铸锻
中心、新风光与兖矿集团合作项目、佛都LED外
延片及芯片项目、机械电子产业园、国际商贸城
等重点项目均已开工建设。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提
升也不断取得进展，截至9月份，装备制造、纺
织服装、煤电化工三大产业累计实现销售收入
78 . 5亿元。

汶上规模工业企业
升至183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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