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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贾瑞君 李广寅
通讯员 王 刚 报道

本报东营讯 “希望研究院与产业孵化
基地在助力新材料发展的长河里发挥光和
热，打好‘国六保卫战’，让新材料产业在
黄三角壮大，建设属于中国的新材料体
系！”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
士、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主
任干勇说。12月7日，随着国家级稀土催化研
究院研发与产业孵化基地开工奠基以及数据
中心的启用，标志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新
材料产业向着千亿集群又迈进了一步。

据了解，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
不可再生资源，被誉为21世纪的“工业黄
金”，仅机动车净化领域的市场需求就达千
亿规模。同时，稀土是新材料之母，要大力
发展新材料产业，就离不开稀土产业的支撑

和“酵母”作用，拥有了稀土技术，才能占
据新材料产业的制高点，拥有新材料产业的
主动权。

“稀土催化研究院”是在国家新材料产
业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指导下，由天津大
学牵头、联合行业内主要领军企业筹建成立
的国家级研究机构，旨在围绕国家战略需
求，结合国家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项
目，构建学术链、创新链、产业链融合新型
研发创新体系，解决稀土催化材料技术在行
业应用中的“卡脖子”问题，打破国外的专
利垄断和技术封锁，占领未来产业技术制高
点，为实施科技强国战略作支撑。研究院将
在移动源尾气净化、固定源废气治理、新能
源催化等方面重点布局，实行国家+行业+企
业的运营模式。

新材料行业里的“掌上明珠”何以选址

东营?作为稀土催化研究院的项目推进服务单
位，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显然最
有发言权。

“东营从十几个城市脱颖而出，研究院
看中的就是产业基础和我们的诚意。”东营
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姜涛把这一成果
归结于坚持，开发区相关职能部门和专业招
商团队先后近十次往返北京、天津，介绍东
营的地理位置条件、产业基础以及政策优
势，邀请相关专家多次实地考察，最终确定
落户东营。“常规招引项目落地最少需要一
年多的时间，团队全员服务推进，稀土催化
研究院半年多的时间就落地了！”

“只有拿出真正的诚意来招项目，全心
全意服务于落项目，开发区才有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和动力。”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
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玉明说。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把项目作为生命线
工程，通过实施一批高质量项目，千方百计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在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方面，开发区依托优势产业和
骨干企业，搭建招商平台，绘制招商图谱，
找准目标企业，加快产业链项目和关键技术
引进。

今年以来，全区外出招商次数、接待客
商次数、重点在谈项目数、签约项目数均实
现大幅增长，新签约落地项目80多个，总投
资160余亿元，其中工业项目、“十强”项
目、“四新”项目、省外投资项目占比提高
了十多个百分点。同时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
引智同频共振，政策引才、平台引才、以才
引才、企业引才多措并举，新引进招才引智
项目20个，引进两院院士10余名，“千人计
划”专家团队2个。

□记 者 王 晶
通讯员 杨胜男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1月19日，在东营市河口
宾馆，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总签约金额达8 . 41
亿元的正邦（河口）食品加工园、东营雪龙
食品加工园、正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
心、上海洪范园林新美柳种植四个项目顺利
签约落户河口。

“由于河口区有着天然的发展畜牧业的
优势，所以近几年来，河口区的畜牧业养殖
一直处于增长的趋势。但是，目前由于受到
土地资源、地理位置限制，传统畜牧养殖基
本饱和，产业链条短，品牌效应不高等问题
逐渐显现出来。”东营市河口区畜牧业发展
中心副主任张建强表示。

由于缺少大型有能力的屠宰加工厂，近
年来，河口区生猪养殖一直处于产业链的最

底端。“几乎大部分散户生猪都是通过经纪
人销往其他地区，这就导致养殖户利润被大
幅度缩减，打击了不少养殖户的信心。”张
建强说。此次正邦（河口）食品加工园的落
户，在延长了产业链条的同时，也给养殖户
带来了发展的“春天”。

张建强向我们“普及”道，不同于其他
的农产品，生猪的地区价格差异比较明显，
以往养殖户通过经纪人将生猪进行销售，经
纪人将从中获取至少每斤0 . 2元到0 . 3元的收
益，再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仅一头生猪，
养殖户就会少收益120元左右。而此次签约的
正邦（河口）食品加工园项目，计划总投资2
亿元，拟新建设计屠宰能力200万头生猪屠宰
场，同步建设屠宰加工生产线、冷链物流及
其他配套设施。项目建成以后，可以完全满
足河口区生猪屠宰的需要。

近年来，河口区高度重视产业发展，围
绕奶牛、生猪、肉牛、畜禽四大产业，围绕
龙头项目带动，先后引进了澳亚、正邦、富
友联合等一批种养殖和加工龙头项目，大力
发展种植、养殖、屠宰加工、精深加工、综
合利用全产业链，推动该区畜牧产业向高附
加值、全产业链、外向型精深加工和品牌化
方向发展。“今年我们改变了以前的“一揽
子”的招商方式，成立了五大产业招商组，
分产业进行招商。”原来，张建强不仅是河
口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更是河口区政
府产业招商组三组组长。此次正邦（河口）
食品加工园、东营雪龙食品加工园、正昊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的签约标志着河
口区畜牧业产业开始从基础性养殖向进一步
深加工进行转变。

此次签约项目中，除正邦以外，东营雪

龙食品产业园项目计划总投资4 . 6亿元，该公
司是2018年青岛上合峰会国宴牛肉指定供应
商及2019年海军节指定牛肉供应商，该项目
拟建设万头牛的大型屠宰加工及蔬菜加工、
冷链物流中心，建设总规模2 . 2万头的进口牛
隔离场三处，建设规模1万头的高端黑牛繁育
场一处。正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
总投资5100万元，拟建设利用智能化蚯蚓养
殖进行生物处理畜禽粪污项目，年处理并资
源化利用畜禽粪污10万吨。上海洪范园林新
美柳种植项目总投资1 . 3亿元，初期规划承包
土地1 . 5万亩用于纸浆林种植，后续将逐步扩
大种植面积，规划5年内增加到10万亩。

“此次四大项目的签约，不仅标志着河
口区“双招双引”取得了一个小的成绩，也
极大地推进了河口区“一极两区”以及现代
化农业示范区的建设。”张建强介绍。

□记 者 贾瑞君 李明
通讯员 赵秀来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初，记者在东营港疏
港铁路建设现场了解到，经过两年多的奋
战，东营港疏港铁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自
11月17日起全线进入铺轨阶段以来，目前已
全面进入机械铺轨阶段，这标志着东营疏港
铁路离达到试运行条件只剩“最后一公
里”。作为贯穿东营北部版图的“大动
脉”，东营港疏港铁路铺设，也意味着东营
正构筑起全市高质量发展的大通途。

东营港疏港铁路全长114 . 9公里，与黄大
铁路利津站、德大铁路利津南站接轨，途经
利津县、河口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练基地
到达东营港，设计等级为国铁Ⅱ级货运铁
路，设计时速100km。该项目于2016年3月经
省发改委立项，2017年11月正式开工，总投资
56 . 8亿元，采用PPP模式，是东营市建市以来
最大的单体投资项目，被财政部评为全国第
三批PPP示范项目，获得财政部800万元奖补
和交通部2 . 5亿元无偿补贴资金。

作为东营市第一条地方铁路，项目自开
工以来，全体参建干部职工精心组织，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建设，啃下了土方、资金、
拆迁等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截至目前，
已累计完成投资4 9 . 4亿元，占总投资额的
87%，顺利进入全线铺轨阶段，按计划将在今
年元旦前全线贯通，各段陆续进入试运行阶
段。

“东营港疏港铁路可以实现‘海铁联
运’，即铁路到哪，港口腹地便能延伸到
哪。”东营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宋迎章介绍。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营港的重要疏港通
道，并可通过德大铁路、黄大铁路与全国铁
路网相连，为东营港及东营高端石化产业基
地建设，以及沿线利津、河口等区域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有力推动东营市及鲁北地
区的经济发展。

项目建设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和
“牛鼻子”。加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事关全局和未来发展，既是重要的发展工
程，也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多年来，重大交
通设施建设相对滞后，一直是东营市发展中
的短板。聚焦新时代东营发展的目标定位，
东营市正着力破解对外交通瓶颈，推进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向新、向深、向实发展，构筑
起高质量发展的大道通途。

根据我省相关规划，鲁北地区将成为山
东省未来炼化一体化的主战场，在此基础
上，东营适时提出要建设鲁北高端石化产业
基地核心区。而在这个主战场上，拥有接卸
大型油轮的深水大港和便捷的疏港通道无疑
是首要因素。

就在今年9月25日，随着2×10万吨级液体
散货泊位工程的开工，建港35年的东营港正

式走进“大码头”时代。当前，东营市正积
极推动传统炼化石化产业向“油头化尾”高
端化工全产业链方向转型升级，东营港大码
头的建设为此提供了及时而必要的基础设施
支撑。

随着东营港“大码头”的开建和疏港铁
路建设按下“快进键”，对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的带动效应也逐渐显现，利津县明集乡就
成为受益者之一。利津县依托明集乡北接荣
乌高速、南临东吕高速，与东营港疏港铁路
接轨的交通优势，相继招引了泰山石膏“800
万立方米高档装饰石膏板”、鲁北铁路“智
慧物流园”等9个大项目，总投资额突破30亿
元。

“交通优势是公司在此落户的重要原
因，石膏板的最佳运输距离是400千米到500千
米，选在这样一个交通重地，可以更好地辐

射周边城市，扩大销售地域。”泰山石膏有
限公司综合处处长赵振华说。

“鲁北铁路物流园的建设对明集乡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方面铁路建设为物流
园提供了有利条件，而物流园建设的物流仓
储区、商贸交易区及配送中心将有效解决全
市炼化企业和精细化工企业的储运需求，为
疏港铁路发展现代物流，实现多式联运提供
有效的支撑保障，两者相得益彰。”明集乡
乡长赵宝光介绍。

更让人欣喜的是，疏港铁路的建设和
“大码头”的开建还为东营市项目引进增加
了“砝码”。今年中国燃气拟投资20亿元建
设12万立方的低温丙烷罐区，通过脱氢制取
丙烯，向化工下游产业发展；中国振华进出
口公司210万吨轻烃深加工综合利用项目已落
地；亚通220万吨加氢裂化项目、山东启恒新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33万吨高分子新材料项
目、威联化学200万吨对二甲苯及上下游配套
延伸项目等都将落地。

聚焦长远发展，着力实施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昔日的“短板”正成为东营
市构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11月30
日，长深高速广饶至高青段项目正式建成通
车，该项目自2017年4月开工建设，比原计划
时间提前了一个多月。随着长深高速广饶至
高青段继续向西延伸到济南，届时东营市将
新增一条通往省会济南的便捷高速通道。”
宋迎章说，东营市还将积极配合推进京沪高
铁二通道天津—东营—潍坊段、东青高速公
路扩容改造、东营港—广饶原油成品油管线
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全市交通
运输水平，为东营市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应有
的力量。

□李明 王晶 张振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记者从东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获悉，12月2日，东营市住房公积金“云平
台”业务系统正式上线运行。

系统上线后，实现了全流程覆盖，业务、结
算、记账、监管自动化水平明显提升，新增归还
商业住房贷款网上自助提取、异地转移接续、异
地贷款管理和贷款逾期管理等功能，管理更加高
效，服务更加智慧。新系统支持更多业务实现网
上办、自助办，职工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缴存、提
取、还贷业务。特别是归还商业贷款网上自助提
取功能的实现，是在公积金“冲还贷”基础上的
又一便民举措，职工可按月提取公积金归还商业
住房贷款，自助办理、实时到账，业务流程更加
优化，手续资料更加简化，办事效率明显提高。

公积金“云平台”系统的上线，标志着东营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与服务进入标准规范、智能共
享新时代，各项业务由“只跑一次”向“一次不
跑”推进，为持续打造“智慧公积金”，深化公
积金“一次办好”打下坚实基础。

□记者 李广寅 通讯员 王文朋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8日，“冬游齐鲁 东营

文化旅游惠民季”活动启动。
“冬游齐鲁”是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年重

点打造的冬季旅游品牌，品牌以优化旅游供给侧
结构为方向，紧扣元旦、春节、元宵节三大节
点，着眼于为民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文化旅游
产品和服务，持续提升游客在山东的冬季旅游体
验。

“冬游齐鲁 东营文化旅游惠民季”活动自
今年起，每年11月至次年2月举办，既是一个丰
富冬季旅游高质量供给的产品工程，也是一个强
化冬季旅游宣传推介，提升“黄河入海 我们回
家”城市旅游品牌的营销工程，主要包括推出一
批冬季旅游产品、举办旅游节庆活动、实施让利
惠民措施三大部分。冬季主题产品涵盖了观鸟旅
游、体育康养、研学文化、城市旅游、特色美
食、夜间休闲六大类，同时还将举办好客山东贺
年会、冬季旅游产品特卖会及各类特色主题节事
活动。

落地时间从一年多缩短为半年多

“国”字号稀土催化项目在东营开工建设

总投资8.41亿元的四大产业项目集中落户河口

■决战四季度 东营有作为

破解对外交通瓶颈 弥补区域发展短板

东营构筑高质量发展大通途

□延智 李明 报道
11月23日，在疏港铁路(利津段)施工现场，工人正在安全规范施工。据悉，东营港疏港铁路全长

114 . 9公里，与黄大铁路利津站、德大铁路利津南站接轨，途经利津县、河口区、黄河三角洲综合训
练基地到达东营港，设计等级为国铁Ⅱ级货运铁路，设计时速100km。该项目于2016年3月经省发改
委立项，2017年11月正式开工，目前已经顺利进入全线铺轨阶段。

疏港铁路铺轨

施工有序进行

住房公积金
“云平台”系统上线运行

“冬游齐鲁 东营文化
旅游惠民季”活动启动

□记者 王晶 通讯员 陈丽伟 报道
本报东营讯 近日，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

局公布数据显示，自今年9月份开捕以来，黄河
口大闸蟹累计产量达7600吨，价格80元/公斤-160
元/公斤，实现创收9 . 3亿元。

黄河口大闸蟹是东营乃至黄河流域特有的名
优水产品，获得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入选
“山东省十大渔业品牌”，蝉联“中国十大名
蟹”。近年来，东营市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促
进黄河口大闸蟹产业提质增效，黄河口大闸蟹产
业规模达10亿元。目前，东营市大闸蟹精养面积
达8 . 5万亩，生态养殖面积100万亩，已发展为黄
河流域最大的大闸蟹生产基地，产品销往国内外
市场。

近年来，东营市海洋发展和渔业局紧紧围绕
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快提升现代渔业，推动
全市大闸蟹产业健康稳步发展。在提高水产养殖
发展质量的同时，加快建设黄河口大闸蟹产业技
术研究院，建成集养殖模式试验、养殖技术示范
等于一体的综合基地，探索开展优质品种选育，
从源头上保障黄河口大闸蟹品质，进一步扩大品
牌市场影响力。

黄河口大闸蟹
实现创收9 . 3亿元

□李红佳 李明 报道
本报东营讯 12月4日上午，第33届中国化

学奥林匹克竞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举行，决赛获
奖名单正式出炉，东营市5名学子摘得金牌。

本届化学奥赛决赛金牌（国家一等奖）获得
者共107名，银牌（国家二等奖）获得者143名，
铜牌（国家三等奖）获得者84名。山东省共获得
10枚金牌。东营市夺金的5名学子全部来自广饶
一中，他们是成龙坤、成泽恺、李忠睿、庞家华
和张锦涛。此外，东营市还有两名学生获得银
牌，两名学生获得铜牌。

随着化学决赛获奖名单正式发布，今年五大
学科竞赛决赛的金银铜牌名单已经全部发布，广
饶一中以5枚化学金牌、2枚生物金牌的成绩排在
全国五大学科竞赛中学金牌排行榜的并列第20
位，东营市胜利一中等学校也榜上有名。

5名学生摘得全国
化学奥赛决赛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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