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假日随笔

□ 李丽

“我吃着把子肉，喝山泉酿的酒，梦里的好朋友，是街头飘的
柳……”

农历八月十六晚，伴随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济南铁路文化
宫里演出达到高潮。突然全场安静下来，等待着主角的最后一跃。杂
技，多么传统的艺术形式，在与现代声光电的组合中重新给人以灵
感。当晚，这部名为《泉城记忆》的大型幻景杂技影画把我这个土生
土长的济南人带到了一座城市的记忆深处。

用传统杂技“高椅”表现济南山之魂的气魄，以“绸吊”技艺展
示杨柳岸的柔美，顶碗、草帽等融入曲水亭街巷里的民俗，一场声光
电和全息影像组成的独特城市记忆让人如醉如痴。

凡有故事处，皆可成记忆。国庆黄金周，很多人回到阔别已久的
家乡，那些家园的模样是否还是记忆深处的碎片？随着现代化进程，
我们的家乡记忆靠什么留存、回味？或许可以从一部艺术创作、一处
园林风景、一场室内展览里找到答案。

中秋节那天，开车路过邹平市长山镇，早就听说这里有座范公祠。
一车人兴致盎然探访一番，从高楼大厦的闹市中找到了这处安静所在。
逛碑亭、拜祠堂、观壁画，给孩子讲范仲淹“划粥断齑”的故事。从寝殿出
来一阵扑鼻的桂花香，引得一行人满院里寻找。女儿随口说了句“我们
这是‘山寺月中寻桂子’啊”，引来一阵大笑。我知道，无论再过多久，这
个中秋节的桂花香依然会印刻在我们的记忆深处。

上个月到广东省中山市考察，来到当地小榄镇永宁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那里有一个永宁发展历程展览馆，图文并茂记录了一个小村庄
从积贫积弱到改革开放发展为全国十大首富村的历史。一场展览让我
认识了永宁、也记住了永宁。

城市的魅力来自于对历史记忆的传承与创新，留住城市记忆就是
留住城市的根与脉。

那晚，从铁路文化宫出来，走在济南老商埠区的街道上，我和女
儿放慢了脚步，一边聊着我小时候的故事，一边指给她沿途的老建
筑。黄金周让我们有了难得的放松时间，走进那些隐藏的城市肌理，
倾听那些生动的城市故事，感受家乡的可敬可爱，留存一份难忘的乡
土记忆。

于细微处留住家乡记忆

□ 本 报 记 者 赵洪杰 李 振
杨国胜

本报通讯员 孙 磊 杨福亮

今年8月底，连续两年遭受台风洪水
侵袭的寿光，再次迎来台风考验。站在新
落成的24孔弥河分流控制闸旁，寿光市水
利局副局长范荣誉淡定自若。夜以继日奋
战8个月后，弥河水利设施抗洪防涝能力
得到稳步提高。两年来，按照省委、省政
府“根治水患、防治干旱”要求，寿光举
全市之力掀起水利大会战，90多亿元水利
投资创历史之最，千余名干部包靠水利建
设项目，确保寿光安全度汛。

奋力攀登、勇争一流的不仅仅是水利
工程建设，寿光各项工作展现出高质量发
展新局面：日前，省政府通报表彰2019年
度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单位，寿光位
列全省10个高质量发展先进县第一名；今
年1-7月，寿光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 . 4
亿元，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1256亿元。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从何而来？眼下，
寿光正在全市弘扬“快干、实干、拼命

干，创业、创新、创一流”精气神，答案
或许就体现在寿光党员干部实干、争先的
鲜明特质中，蕴含在奋力攀登、勇争一流
的精神脉络中。

一张蓝图与争先意识

寿光人常说，寿光就是山东的缩影。
农业盘子大、底子好，工业立市探索起步
早，但在新旧动能转换、爬坡过坎转型的
重大关口，发展的困惑、矛盾也不少：农
业亟须从原有的增产导向向提质导向转
轨；传统产业结构偏“重”，全省确定的
7大高耗能行业中，寿光就占了5个，且涉
及的企业大都是骨干企业；连续两年遭受
洪涝灾害，让转型发展的压力和困难增大。

厚植农业基础，同时农工商并重，进
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道路，这是
寿光独特的发展路径。“寿光的高质量发
展，不能另起炉灶，而是要久久为功，一
张蓝图绘到底。”寿光市委书记赵绪春
说，在此基础上，面对新挑战、新矛盾，
要“唤醒”最强烈的争先意识，以各领域、
各层面的争一流推动高质量发展大提速。

寿光“蔬菜小镇”，陈列柜的玻璃瓶
里封装着数百种寿光自主选育的蔬菜品
种，有些种子一颗就值好几元。

农业争先，以质取胜，“一粒种子”
成为突破口。寿光市三木种苗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树森给“洋种子”做过代理，深知
被人随意要高价的痛苦，因此走上种子研
发之路。十年磨一剑，如今三木自主选育
的品种已有260多个。

如今，寿光建成了国家现代蔬菜种业
创新创业基地、中国农科院寿光蔬菜研发
中心等高层次平台；截至2019年，自主知
识产权蔬菜新品种69个，今年以来又有71
个品种被农业农村部拟授予新品种权。在
寿光种子市场，国产种子已占到70%。

蔬菜佩戴传感器，机器人巡检病虫
害，手机一点自动浇水施肥……寿光现代
农业高新技术试验示范基地里，十多种新

型大棚里展示着上千种新品种、新装备、
新技术。由传统的蔬菜生产向种苗、标
准、研发、品牌和模式集成创新转型，寿
光依托科技支撑，重塑农业“标杆优
势”，悄然拉开与追赶者的距离。

蔬菜产业升级，不仅发生在土地肥沃
的寿南地区，在遍布盐碱的寿北沿海地
区，无土栽培设施农业也是方兴未艾。位
于寿光西北的双王城生态经济园区，共建
设高端无土栽培蔬菜大棚493个，种植面
积4500亩，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无土栽培西
红柿种植基地。

工业转型，重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从原有产业基础和人才、资金积累出发，
以大项目、好项目建设推动优势传统产业
不断高新化，这是寿光动能转换的一条重
要经验。

前些年，晨鸣集团淘汰浆纸产能270多
万吨，关停了4条共65万吨产能的废纸脱墨
浆线。“阵痛”后，晨鸣集中精力和资源给高
端产能做“加法”，先后投资390亿元引进先
进的造纸设备和技术，投资100多亿元新上
了全球最先进漂白技术的木浆项目，如今
高端产品比重提高到95%以上，一本高档
铜版纸印刷的广告画册售价达2万元。

由原料药向成品制剂药升级，富康集
团与国内知名药业合作，累计将45个药号
放在寿光生产，投资10 . 2亿元新上年产
200亿粒制剂及研发中心项目，投产后相
关产品将占到国内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
鲁清石化投资126亿元新上高端橡塑一体
化项目，成为寿光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体制
造业项目……寿光重点项目建设花团锦
簇，煞是好看。

水利设施是农业的命脉、高质量发展
的底线，在寿光更是最大的民生。寿光市
水利局局长燕黎明说，这两年寿光投入90
多亿元，打响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规模最
大的水利会战。为确保水利工程质量，寿
光在全省范围内聘请25名老水利专家、16
名建筑专家担任质量监督员，分片分组指
导；推选出的653名群众监督员全程盯靠

在工地；常态化质量检测之外，不同片区
的施工单位开展互检……

改革攻坚与市场意识

追寻寿光的发展经纬，两条线特别清
晰。一条线是敢改革、勇创新，正如王伯
祥那句经典的话“只要对群众有好处，咱
就大胆干，如果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
担”。另一条是，尊重市场、呵护市场，
让“市场之手”充满活力。

眼下，寿光人正在干一件无先例可循
的大事：把设施蔬菜的“寿光标准”上升
为“全国标准”。2018年7月，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落地寿光，以此为舞台，寿
光联合国内67家科研院校、行业协会和农
业企业成立了国家蔬菜质量标准化创新联
盟，在省内外认定19处试验示范基地，制
定日光温室番茄、黄瓜2项全产业链行业
标准。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有全国唯一一家蔬
菜品质感官评价和分析实验室。在这里，
志愿者会对不同的蔬菜开展“试吃”，产
生对蔬菜品质最直接的感官评估数据，据
此可以推测出消费喜好，更准确地指导农
业生产。

在全省最早推行“亩均论英雄”改
革，并首先运用到化工行业中。寿光通过
综合实施差别化的要素资源政策，倒逼低
端企业退出，化工企业数量由200多家减
少至74家。

发展的连续性促使寿光崛起了一大批
品牌企业群体。从市委书记、部门领导到
企业家都表示，在寿光，尊重企业家、爱
护企业家成为思想共识和行为自觉，政府
一心一意做好服务，企业家有稳定的预期。

从去年开始，为打通政策落实“最后
一公里”，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寿光在全
市开展“双联双帮”活动（干部联系人
才、企业，帮助人才、企业解决问题），
854名干部帮联466家企业和99名高层次人
才。 （下转第三版）

位列全省10个高质量发展先进县第一名，1-7月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5 . 4亿元

寿光：“智”“勇”开新局
■编者按 县域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的基础单元，县域强则山东强。近两

年，县域经济实力雄厚的寿光市紧紧围绕

“争当县域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的目标定

位，协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

深化改革“三大支撑”，在全省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考核中名列前茅。面对新矛

盾、新挑战，寿光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如

何来的？寿光做法的针对性和普遍意义在

哪里？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深入寿光

蹲点调研，采写了这篇报道，力图为读者

呈现一个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样本。敬

请关注。

□ 本报记者 白晓

“儿子，我带了咱青岛本地的螃蟹
和虾虎，满满一箱子，管你吃个够！”
10月4日上午10时30分，G2666次列车刚
从青岛北站驶出，青岛市李沧区兴华路
街道的居民张建国就迫不及待跟儿子通
上了电话。

“他大学毕业后留在了济南工作，
爱吃海鲜，我也就常在济青间穿梭。”
张建国说，“有了高铁，早晨从青岛买
的海鲜，中午就摆在了济南饭桌上。这
不，今天还能赶上午饭呢！”

2018年底，济青高铁开通运营，济
南至青岛最快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的2
小时20分缩短至1小时40分，在为旅客
出行提供便捷的同时，济南、滨州、淄
博、潍坊、青岛，通过济青高铁这条钢
铁大动脉，更加紧密地串联起来，胶东
经济圈与省会经济圈的距离越拉越近，
区域协同一体化“加速”。从运行对数
来看，开通不到两年，济青高铁运行对
数已从最初的日均开行23对，到现在日
均开行43对，周末44对。

抢抓高铁机遇，做好高铁文章。20
多分钟，列车驶入胶州北站，站台上手
拎公文包的商务旅客来来往往。中国传
化（上合）国际物流港业务总监张全文
就是其中的一位。济青高铁开通后，他
成了胶州北站的常客，不仅往来接送客
商，也常在此开启一段高铁旅程。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济青高铁
让济青两地通联时间大幅缩短，青岛北
京两地也进入了3小时生活圈，对商务
人士来说，不仅节省了大把的时间，也
拉近了和客户的距离，拉来了更多投资
人。”张全文说。

依托于交通区位优势带来的人流、
物流、信息流，原本的传化青岛公路港
借势转型，发展的眼界一下子开阔起
来，从单一的物流项目开始向商贸链条

延伸，从单纯的公路运输扩展向海陆空
铁邮多式联运。

张全文也为物流港谋划了宏图：
“在传化集团的所有公路港中，这是唯
一一个以‘中国’两字命名的公路港。
物流港正围绕现代贸易、国际物流、高
端配套三个核心，打造展、贸、储、运
一体化的国际商贸物流综合体，包括上
合优品展示交易中心、上合主题酒店以
及‘一带一路’风情街等。”

车窗外，村庄、农田如万花筒般不
停切换，一派秋日风光。高铁就像一条
绵延的“巨龙”，打开了沿线城市视
野，为城市的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插

上了飞翔的翅膀。
临近中午，列车在运行约1个小时

后，缓缓驶入潍坊北站。透过车窗，在
阳光的照射下，远处有些地方银亮一
片。那里是潍坊市重点打造的国际种业
研发集聚区，是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
综合试验区核心区的重点项目。

潍坊种子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部部长杨怀亮和同事们正忙着
为育种企业进行种子测试筛选，仅西红
柿进行筛选的品种就达50多个。

杨怀亮说：“对于农业而言，种业
相当于‘芯片’。我们要抓住种子的话
语权，让农业走出去。目前，种子创新

中心、种业研发企业创新园正在建设
中。因为交通便利，荷兰丰收联盟集
团、韦斯特兰种子公司、亚细亚种子公
司、哥伦比亚赛飞提种子公司等30多家
知名育种研发企业意向进驻。”

受益高铁通道的还有制造业。今年
9月刚刚获批的淄博综合保税区距离淄
博北站仅10公里，率先进驻的山东奥德
斯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国际领先的
全地形车生产企业，产品大量出口欧
美、中东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庞大的出口量使其对物流通道的需
求不断提高。“到济南20多分钟，到青岛
也不过1个多小时。 （下转第二版）

济青高铁拉近胶东经济圈、省会经济圈的距离，区域协同一体化“加速”———

城市“新引擎”带来发展新机遇

□记 者 董 卿 从春龙
通讯员 尹晓文 报 道

本报招远讯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招远工业经济交出半年答卷：全市规上
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526 . 5亿元，增长11 . 5%，
增幅比一季度扩大8 . 8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2 2亿元，增速由一季度下降16 . 9%转为增长
49 . 8%，增速提升66 . 7个百分点，画出了一条企
稳回升、强势反弹的“上行线”，交出了一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分答卷”。在新
冠肺炎疫情和经贸摩擦的“双重难关”下，招远
企业强劲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近日，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显示，双塔食品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降反增，大幅增长
80 . 74%，超过1 . 68亿元。

“这是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带来
的成效，尤其是以‘硬核’举措实施的‘蛋白革
命’，真正引领了传统产业提档升级的新航标。”
双塔食品副总经理张树成告诉记者，利润大幅
增长，说明产品附加值更高了，产品结构更合理
了。

4月2日，双塔食品豌豆精深加工综合利用
项目投产，同期开工的还有万吨豌豆功能低聚
糖提取加工项目。为保证双塔密集开工的新项
目顺利投产，招远市成立工作专班深入一线，
深入车间解决问题，还首次将市委常委会扩大
会议开进了双塔食品。

张树成告诉记者，目前，两种产品的生产线
正在设备安装和调试，白蛋白已经调试成功，低
聚糖明年可以出产品，这些是企业新的利润增
长点。

面对疫情的极端考验，要想打赢自救战，必
须主动转型，创新发展。招远市坚持“一切围
绕企业转”的工作理念，全力帮企业打通“转型
升级关”，积聚发展后劲。该市制订下发了《重
点项目技术创新实施方案》，规划实施技术创
新项目53项，截至6月底，投入研发费用3 . 7亿
元，完成40项，6个项目列入省重点技术创新项目计划。其中，黄金
产业实施贵金属智能化提纯等23个项目，完成新产品设计方案706
款，在上半年黄金产量同比下降19%的情况下，利润、利税分别同比
增长5 . 15%、7 . 99%。

1-8月份，山东金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实现总产值15 . 7亿元，营
业收入12亿元，利润2070万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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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济南南

济济南南东东

章章丘丘北北

邹邹平平

淄淄博博北北

临临淄淄北北

青青州州市市北北

高高密密北北

胶胶州州北北

青青岛岛机机场场

红红岛岛 青青岛岛

潍潍坊坊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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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驰的济青高速列车将济南、滨州、淄博、潍坊、青岛更加紧密地串联起来，区域协同一体化加速发展。（□记者 常青 报道）

感受啤酒文化魅力，打卡标志性旅游景点

美丽青岛 游人如织
 要闻·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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