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 报 记 者 张环泽
本报通讯员 陈 龙 赵 充

“估计今年年底，新项目可以试生
产，明年我们公司的产能和效益将翻一
番。”近日，在枣庄市经济开发区内，一
片在建的厂房让杰诺生物酶有限公司总经

理宋在伟长舒一口气，“限制企业发展的
天花板终于打破了。”

位于枣庄市经济开发区的杰诺生物酶
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生物酶制剂、微生
态制剂的高科技民营企业。2004年以2万
元起家，每年以超过30%的速度膨胀壮
大。公司注重科技创新，柔性引进了两名
泰山学者，与华东理工大学、山东省科学
院共同成立了“生物智造产业技术协同创
新中心”，承担省重大专项2项、市成果
转化2项，获得国家发明专利6项。目前，
公司已研发30多个产品，年产量1万余

吨，产品大部分出口。其中生物医药中间
体恩拉霉素技术水平位于全国首位，纺织
酶生产水平位于全省首位，综合酶制剂产
能位于全省前三位。

据宋在伟介绍，在快速发展中，杰诺
发展碰到了天花板。不是资金，也不是技
术，而是厂房。现在公司占地28亩，生产
线已经饱合，无法扩大再生产。公司新研
发的微生态抗菌肽市场前景广阔，意向订
单纷至沓来。但上马新项目，在寸土寸金
的开发区，难于上青天。

枣庄经济开发区了解到杰诺的情况

后，开始反思：一边是高科技好项目受制
约无法落地，一边是大量“僵尸企业”挤
占宝贵社会资源。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发
展，必须为“好鸟”腾出“大笼子”。

从去年底开始，开发区对199家入园
企业进行检查清理，对长期停产闲置、税
收贡献低、经营效益差、生产工艺落后、
出租转包、不符合园区产业规划的项目进
行清理置换，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有
线衔接，依法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和“僵尸
企业”“空壳企业”退出。截至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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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种业集团”）12月

1日揭牌成立，标志着我省自去年8月印发《省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统一
监管实施计划》，大力推进国有经营性资产统一监管后，新组建的7
户省管一级企业全部组建完成。

种业集团由省农科院所属的78户企业组建而成。其中，正常经营
企业37户，处于清算、停业状态的企业41户。根据相关文件，以山东
种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整合其他77户企业组建种业集团。种
业集团组建后，对划转企业在尽职调查的基础上，提出清理整合的意
见，由省农科院会同种业集团对不具备正常经营条件的企业予以注
销。

据介绍，种业集团注册资本5亿元，国有出资由省国资委和省社
保基金理事会分别持有70%和30%，并履行出资人职责。成立后，种
业集团将实施全省种业及相关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运营、投资管理
运作，打造覆盖全省，辐射北方生态区的作物、畜禽、大园艺种业产
业并发展生物制品与药业、检测辐照、农产品加工与贸易、资本运营
等四大重点配套产业。

山东种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由省农科院所属78户企业组建而成

“小巷总理”陈叶翠的难忘瞬间———

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
陈叶翠，生前任济南市历下区甸柳新村街道第一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她扎根社区，三十年如一日，坚守初心，，始

终与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苦在一起、乐在一起，以实际行动彰显了对党忠诚、心系群众、担当实干、勇于创新、、无私奉

献的优秀品质，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是新时代共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书记的优秀代表。

11月11日，这位被居民亲切称为“社区好当家”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因病逝世。11月24日，省委宣传部追授陈叶翠“齐鲁时

代楷模”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今天，大众日报推出专题报道，回顾这位“小巷总理”的难忘瞬间，旨在大力弘扬她的崇高精神神和

高尚品德，坚定理想信念，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山东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社区工作近30年，陈叶翠时刻将群众放在心上。图为陈叶翠到社区老人家中走访探望。

陈叶翠的大众日报“足迹”
《居民代表台上坐，主任台下做汇报》

《社区自治的甸柳样本》《“我干得好，群众

对党就更有感情”》《一叶绿甸柳 留翠满乾

坤》……扎根社区的陈叶翠，就像一盏灯、一

团火，温暖了别人，燃烧了自己。在她前行的

道路上，大众日报一直在关注着、见证着、记

录着她留下的每一行足迹。

随着她的背影远去，透过这一篇篇报道，

我们可以勾画出这位“小巷总理”不平凡的一

生，体味一位共产党员不忘初心、扎根社区的

30年。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全省所有湿地纳入保护范围，确保湿地面积不减

少，湿地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不减少……记者从1日下午召开的省政
府常务会议上获悉，我省将全面提升湿地保护与修复水平，实行湿地
面积总量管控。到2020年，全省湿地面积不低于2600万亩，湿地保护
率提高到70%以上。

我省是湿地大省，湿地总面积173 . 75万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1 . 09%，居全国第7位。我省将从2018年起，将湿地面积、湿地保护
率、湿地生态状况等保护成效指标纳入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
考核等制度体系，确定保护成效考核指标，建立健全奖励机制和终身
追责机制。

根据省政府常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推进湿地保护修复的实施
意见》，我省将建立湿地用途管控机制。按照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各类
湿地功能，将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禁止擅自征收、占用国家和省、设
区的市、县（市、区）重要湿地，在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一般湿
地，禁止侵占自然湿地等水源涵养空间，已侵占的要限期予以恢复，
禁止开（围）垦、填埋、排干湿地，禁止永久性截断湿地水源，禁止
向湿地超标排放污染物，禁止对湿地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鱼类洄游通道
造成破坏，禁止破坏湿地及其生态功能的其他活动。

按照工作部署，我省将对近年来湿地被侵占情况进行认真排查，
并通过退耕还湿、退养还滩、生态补水等措施，恢复原有湿地。严禁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设湿地。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与人工修复相结合
的方式，我省将对集中连片、破碎化严重、功能退化的自然湿地进行
修复和综合整治，优先修复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的国家和省、设区的
市、县（市、区）重要湿地。

□记者 代玲玲 实习生 赵方方 通讯员 邱 聪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以来，我省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质

量第一、效益优先，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工业领域供需
关系深度调整，企业盈利明显提升。1-10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7052 . 1亿元，居全国第三位，同比增长11 . 4%，增幅比去年全年
提高10 . 2个百分点。

从行业看，利润增长面明显扩大。1-10月，41个大类行业中有27
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增长面为65 . 9%，较同期提高了12 . 2个百分
点。从企业看，盈利能力明显增强。1-10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5 . 61%，同比提高了0 . 14个百分点，总体保持
了今年以来同比提高趋势。其中，煤炭、钢铁、造纸、化工等重点行
业企业盈利能力提升明显，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分别提高了5 . 46、
2 . 46、1 . 28和0 . 60个百分点。

降本减负成效显著，成本费用持续下降。最新数据显示，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成本费用持续下降，1-10月，规模以上工业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7 . 97元，同比减少0 . 01元，连续两个月呈下降趋
势。规模以上工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为5 . 69元，同比下降0 . 14元。煤炭、钢铁、造纸等行
业成本费用下降较多。

经营效率大幅改善，资金周转继续加快。10月末，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应收账款平均回收期为21 . 7天，同比减少0 . 7天；产成品存货周转
天数为12 . 4天，同比减少0 . 1天。其中传统行业改善力度较大。与此同
时，1-10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资产实现的主营业务收入为
146 . 2元，同比增加2 . 2元；人均主营业务收入为178 . 2万元，同比增加
18 . 7万元，表明我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体运营良好。

1-10月我省规模以上工业

盈利水平居全国第三
增幅比去年全年提高10 . 2个百分点

山东所有湿地
将纳入保护范围

实施负面清单管理，禁止七类活动

□CFP供图
前十月山东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盈利能力提升明显。

□记者 袁 涛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山东将加快塑造终端

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等四种新型
业态，积极培育和发展农业“新六产”，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

1日召开的省政府常务会议提出，到
2020年，全省将建设50个农业“新六产”
示范县，培育产业链条完整、运行机制健
全、带动作用明显、利益联结紧密的农业
“新六产”示范主体600家，形成全环节
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的农业
“新六产”发展格局。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
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促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
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

加快发展农业“新六产”，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我省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重要部署。

我省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农业产
业化经营多年处于全国前列。这几年，省

内各地在发展农业“新六产”上行动迅
速，成效明显。下一步，我省确定将终端
型、体验型、循环型、智慧型等四种业态
作为农业“新六产”发展的主要方向。其
中，终端型业态，将立足农产品的开发生
产与加工增值，在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的
基础上，构建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从初
级产品到终端消费无缝对接的产业体系。
体验型业态，将立足农业多种功能的挖掘
与拓展，促进农业生产与休闲观光（垂
钓）、农耕体验、文化传承、健康养老、
节庆采摘、科普教育深度融合，构建集生
产生活生态功能于一体的农业产业体系。

循环型业态，将立足农业废弃物和加工副
产物的资源化利用，发展绿色农业、循环
农业，构建生态保护与效益并举、可持续
发展的产业新体系。智慧型业态，将立足
科技进步和模式创新，发展智慧农业、农
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

新型经营主体是发展农业“新六产”
的有生力量，也是决定性因素。我省将大
力培育家庭农场，规范发展农民合作社，
壮大提升龙头企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
体系。其中，在农民合作社方面，我省将
引导合作社按产业链、产品、品牌等组建
联合社， （下转第二版）

山东部署发展农业“新六产”，加快塑造四种新型业态

全省建50个农业“新六产”示范县

僵尸企业为高科技项目腾地方
枣庄市中区“腾笼换鸟”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近30年来，陈叶翠一字一

句记下70多本民情日记，共100

多万字，摞起来近一米高。哪家

老人得病，哪家困难，哪位独居

老人爱吃啥馅儿饺子，陈叶翠

都记着……

为让拆迁居民得实惠，陈

叶翠“逼着”开发商修改方案十

几次。但很少有人知道，当时她

做完手术不足俩月，拆迁调解

之余还要跑医院化疗……

50多岁时，陈叶翠去山东

大学听课，参加社工证考试；她

的社区管理经验成高校案例，

香港中文大学师生来交流；她

请国内外学者做社区高参……

省地矿局多次想调陈叶翠

到下属单位做负责人，她一次次

婉拒。她从家中拿出接济困难群

众的钱，不下10万。直到去世前，

她还住在那一室一厅小房……

“社区百姓不能天天去见

总书记，也不能天天见省委书

记、市委书记、区委书记，每天

见的就是我。我要干不好，他们

就骂共产党；我要干得好，他们

对党感情就更深。”这是陈叶翠

常说的一句话……

对对党党忠忠诚诚

心心系系群群众众

担担当当实实干干

勇勇于于创创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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