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 者 刘兰慧
   通讯员 马唯硕 报道
  7月21日晚，济南市奥体中心“西
柳”体育场上空，无人机与附近灯光秀联
动上演了一场“云端”科技秀。这场“云
端”科技秀是山东首个“数字强省宣传
月”系列活动之一。

“云端”科技秀

  □记者 刘兵 李子路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2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进行集体学
习，围绕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观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全民国防
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贯彻关于
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
的意见，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交
流讨论。
　　省委书记李干杰主持学习并讲
话，葛慧君、陆治原、杨东奇和中心
组成员等参加。
  会上，陆治原、王宇燕、刘强、
张海波作了重点发言，周乃翔、白玉
刚、王爱国提交了书面发言。大家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和全民国防教育工
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创造性提
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部署新时代
国家安全工作的重点任务，扎实推进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促进了社会
大局稳定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迈上
新征程，必须更好地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不断增强全民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
  会议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深入贯彻落实总体国
家安全观，对于坚决维护我国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风险挑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牢
固树立和坚定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
要切实维护政治安全，维护党的领导
和执政地位、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切实维护经济安全，保持经济运行稳中向好、进中提质的良好态
势，注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稳定全国宏观经济大盘多作贡献。要
切实维护粮食安全，抓好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坚决遏制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要切实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保障好人民
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要切实维护社会安全，扎实做好信访工
作，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强调，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提高政
治站位，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健全政策措施，充实工作力量，丰
富实践载体，强化宣传引导，使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
卫国防成为全社会的思想共识和自觉行动。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党
委要将全民国防教育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加强研究部署和指导督导，
引导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提高履行国防职责的意识和能力，推动全民国
防教育工作各项任务落实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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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子路 刘兵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2日讯 今天上午，省
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新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审
议有关工作事项。
  省委书记李干杰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具有很强的政治性、针对性、指导性，为
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结合山东实际，认
真抓好落实。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兴，让发展成
果更多惠及群众。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保持外贸外
资良好态势。要提升民族、宗教工作能
力，全面做好我省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和
宗教工作。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
产保护传承，推出更多“两创”标志性成
果。要扎实做好对口援疆工作，为促进新
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贡献山东力量。
  会议审议了《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山东
示范区工作方案（2022-2025年）》，指

出，要高度重视示范区建设工作，扛牢政
治责任，把握历史机遇，全力抓好推进，
为强省建设提供坚实支撑。要着力推进互
联互通，加快综合立体交通网、陆海联运
大通道、交通运输“新基建”网络建设，
构建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要着力调
整运输结构，强化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
推动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要着力推动
创新发展，加强交通运输新技术研发，探
索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规制，积极培育行
业融合发展新业态。要着力加强组织领

导，推动任务落地见效。
  会议审议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
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强调，
要按照国家规定要求，采取更有针对性、
更加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人口长期均衡
发展。要加强政策衔接，做好服务保障，
维护合法权益，积极宣传引导，形成工作
合力，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
位、落实到位。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传达达学学习习习习近近平平总总书书记记重重要要讲讲话话精精神神
研究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建设等事项

  □记者 齐静 报道
  本报青岛7月22日讯 今天，以“版权互联 创意生活”为主题
的第五届青岛国际版权交易博览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版
交会汇聚顶级版权资源，以服务版权产业发展为核心，通过有效聚合
版权资源、促成交易落地、推动版权成果的转化利用，搭建版权展
示、交易的高端平台。开幕式上，“中国（青岛）音乐版权交易暨音
乐数字藏品运营平台”“半岛智媒链版权保护平台”和“体淘淘数字
体育智慧平台”三大版权交易平台启动，为各方实现云上版权交易提
供一站式服务。
  本届版交会为期三天，国内外版权行业的专家学者、版权机构及
企业代表齐聚高峰论坛，围绕IP授权赋能产业破圈、非遗传承与城市
IP创新发展等进行对话交流。
  开幕式上，文化中国系列动漫岛IP矩阵项目、中国（青岛）音乐
版权交易平台及音乐数字藏品运营平台项目、元宇宙IP联盟项目等6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签约额近30亿元。其中，文化中国系列动漫岛IP
矩阵项目致力于构建涵盖设计、生产、运营、全球销售的全生态文化
创意产业集聚平台，推动中国文化艺术“走出去”；中国（青岛）音
乐版权交易平台及音乐数字藏品运营平台项目致力于以创新技术和开
放平台链接海量创作者、版权需求方和用户，挖掘开发优质音乐及数
字文创版权，构建面向未来的Web3.0音乐版权生态。
  在备受关注的“版权展览展示”板块，本届版交会设置了山东手
造、科技创新、视听创意、动漫游戏、版权授权、图书出版、版权示
范7个展区。其中，“山东手造”展区集中了来自省内16市的近200个
精品手造项目、6000余件手造产品。
  据介绍，作为全国版权示范城市，青岛将版权保护纳入城市发展
的总体规划，已连续举办四届区域性国际化版权类展会，搭建起国际
化版权交易高端平台。第五届青岛国际版权交易博览会由国家版权局
指导，中国版权协会、山东省版权局、青岛市政府联合主办，大众报
业集团、青岛市文化和旅游局、崂山区政府、青岛日报社和青岛市广
播电视台联合承办。

第五届青岛国际版权交易博览会开幕

版权互联 创意生活

　　□ 本报记者 张环泽 孟令洋

  7月20日，在枣庄台儿庄古城景区山
东手造自营店，枣庄砂陶、阴平毛笔、泥
沟青花布、鲁班锁、伏里土陶等各种文化
底蕴深厚、生活气息浓郁的非遗产品，吸
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挑选。“这几天，每天
营业额一万多元呢！”店员杜微忙着向游
客推介各种枣庄印记产品。
  “深度挖掘地方特色文化，是促进
文旅消费新举措之一。”台儿庄古城旅
游集团副总经理崔凤鸣告诉记者，台儿
庄古城围绕“运河文化”“大战文化”
“鲁南民俗文化”三大主线，大力发展
文创产业，打造文创产品集群，让更多

充满枣庄印记和台儿庄元素的文创产品
走向全国。
  华灯初上，游客在领略各处美景后，
到复兴广场观看“火龙钢花”非遗演出，
感受“一河渔火、歌声十里、夜不罢市”
的独特魅力。“游客们大多是奔着夜景来
的，生意比去年好多了！”少府别院客栈
经理汪磊说。进入7月，每天酒店的预约
电话响不停，大学生等年轻游客群体明显
增长。
  当下正值暑期，红色游、研学游、亲
子游等持续升温，台儿庄古城景区6月下
旬游客入园量基本达到去年同期水平。今
年以来，台儿庄古城提高游客夜间旅行体
验度，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进一步推动景

区周边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复苏和发展。
  围绕创建国家级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
市，枣庄市出台了“六个慢城”特色文旅
康养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不断推动文旅康养产业深度融合，打造
“全域慢游”模式。充分发挥台儿庄古城
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滕州
市省级文旅消费示范市带动作用，开展多
种形式的消费促进、消费融合、消费升级
活动。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枣庄还把目光投
向了特色街区。与台儿庄古城一墙之隔，
台儿庄印象小镇一到晚上，灯火通明，人
头攒动。“渔灯巷是一条新型文商旅综合
商业街，以全国各地美食小吃为主，融合
了灯光氛围、民宿酒店、活动演艺等业
态，是台儿庄第一个文旅美食街区，也称
得上鲁南第一条运河之畔的美食之街。”
进入7月，古城·渔灯巷运营总经理刘朝
秀就忙活起来。    （下转第四版）

台儿庄古城溢出效应放大，全域旅游好戏连台，枣庄———

文文旅旅融融合合激激发发多多元元消消费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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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蔡明亮 蒋兴坤

  □记者 王新蕾 徐佳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2日讯 今年上半年，
全省金融业发展经历了平稳开局、短暂回
落、筑底反弹的调整过程，主要金融指标
增速加快，好于全国、好于预期。记者从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和存款增量
创历史同期新高，贷款增量基本追平去年
同期，达到历史次高水平，金融为稳定全
省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
  从融资总量看，6月末，全省社会融
资 规 模 余 额 1 8 . 7 万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 . 47%，高于全国2 . 67个百分点；上半
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增加14935 . 63亿
元，增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多增
2090 .63亿元。从直接融资看，6月末，全
省直接融资余额25393 .57亿元，同比增长
17 . 74%；上半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10

家，过会待发行公司19家，其中北交所新
增上市公司4家。
  “在服务全省经济稳定发展的同时，
金融业自身也实现了平稳健康发展，上半
年，全省金融业增加值达到2641 .1亿元，
同比增长5.41%，占GDP的比重为6.33%，
比去年年末提高了0.43个百分点。”省地
方金融监管局副局长李坤道说。
  金融对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加大。人民
银行济南分行副行长刘振海介绍，货币政
策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中小微企业、非
国有企业和制造业等经济发展重点领域。
中小微企业贷款快速增长，6月末余额为
44786 .7亿元，同比增长15.6%；上半年增
加4800.2亿元，同比多增1017.7亿元，占企
业贷款增量的76 .3%。非国有企业贷款增
量达历史同期次高水平，6月末余额
27476.3亿元，同比增长5.1%。制造业贷款
增速持续回升，6月末余额为15942 . 4亿
元，同比增长7.7%，增速已连续13个月回
升；上半年增加1288 .3亿元，为历史同期
次高水平。

  小微企业信贷持续增量扩面。山东银
保监局一级巡视员艾建华介绍，截至6月
末，山东银保监局辖区（不含青岛）各项
贷款较年初增加7045 . 94亿元，同比多增
180.27亿元，增量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
经济恢复和保市场主体提供稳定资金支
持。信贷资金更多向小微企业倾斜，辖区
国标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69万亿元，
较年初增加3120.82亿元；增速18.24%，高
于各项贷款增速5.89个百分点。
  企业上市延续良好势头。山东证监局
副局长张兆兵介绍，上半年，山东证监局
辖区（不含青岛）有8家企业首发上市，
20家公司进入辅导备案程序，13家公司通
过发审委或上市委审核。从结构上看，新
增上市公司科技含量高，属于新兴产业的
6家。从后备资源看，辖区拟上市公司合
计123家，其中过会待发或待注册15家，
另外还有26家企业正在审核，82家企业正
在辅导。上市公司经营状况企稳向好。截
至6月底，辖区（不含青岛）共有境内上
市公司219家，总市值2.86万亿元。

  聚焦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我省金
融机构出台多项举措，强化受疫情影响行
业和企业政策支持，全力稳市场主体、保
就业。上半年，全省金融机构为6.97万户
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办理贷款延期还
本业务1856亿元。
  “努力提升特殊时期金融支撑保障效
能，优化金融供给，对受疫情影响的交通
运输、服务业等行业、企业提供精准金融
支持，稳定市场预期。”李坤道介绍，1-
6月，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
发零售业贷款分别增加524.1亿元、1019.1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15.28%、19 .08%，高
于全部贷款增速2.99个百分点、6 . 79个百
分点，有力支持了这些行业较快增长。
  此外，我省持续推动降低企业融资成
本，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和指
导作用，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
款利率。6月份，全省各项贷款平均利率
下行至4.28%，同比下降41个基点，其中
普惠小微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94%，创有
统计以来最低水平。

山山东东制制造造业业贷贷款款增增速速连连续续1133个个月月回回升升
金融机构助企纾困，为近7万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延期贷款185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