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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 报 记 者 刘一颖
    本报通讯员 刘晓林

　　天晴海蓝，涌息潮平。4月29日早
晨6点，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海洋工程
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史宏达从家出
发，驱车赶往80公里之外的胡家山码
头；7点半与施工船舶及工地人员开始
准备工作；12点起锚出港，前往斋堂岛
海域预定试验地；下午4点半，施工窗
口如期而至，开始平台安装。经过2个
小时的位置调整，一座高40 米、支座
占地约1200平方米的钢制单桩立柱式平

台稳稳坐落海床。这一刻，史宏达舒了
口气：“等了8年，终于迎来了期待已
久的时刻。”
　　这座“钢铁巨人”是海洋能试验场
的综合测试平台，用于搭载潮流能、波
浪能装置，检验装置获能能力，对海洋
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安装在平台上的设备能获取多少海洋
能？我们可以通过自主研发的环境条件
与电力检测系统实时监测。”说着，史
宏达打开远程操作系统页面，上面显示
着平台升降、电力输出等相关数据。
　　海洋能是清洁、可再生资源，倘若
能充分开发利用，将大大助力“双碳”
目标实现。史宏达说，开发海洋能，对
于保证海岛供电用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由于面积狭窄、负荷有限、输电遥
远，为岛屿铺设海缆经济成本高昂，供

电一直是制约偏远海岛发展的难题。
“我国拥有近7000个海岛，通过海洋能
点亮海岛居民的生活，是一个有效的解
决方案。”
　　为此，史宏达带领团队踏上漫漫求
索之路。经过持续攻关，团队成功解决
了能量捕获、转换等一系列关键问题，
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系列原
创性成果，包括波浪与潮流能高效发
电、多能互补智能电源等装置与技术，
攻破了“小浪无功、缓流低效、出力不
均”等“卡脖子”难题。今年，史宏达
荣获“山东省先进工作者”称号。
　　“为什么选在了斋堂岛海域？”面
对记者的提问，史宏达说，因为这里是
很具代表性的海域。“2014年，经过勘
查，我们发现这里同时蕴藏波浪能与潮
流能，是开展试验性研发的最佳选择。

2015年，基于斋堂岛地质、地形等自然
条件，我们开始结构设计与改造等工
作。海洋能测试平台是定制件，只能用
于我们选定的试验场域。其间遇到了许
多挑战与挫折，但我们迎难而上、持之
以恒，最终圆梦。”
　　起锚、慢慢驶离，史宏达团队进港
上岸时，已是晚上8点。“测试平台安
装要选在无风无浪无涌的时段。当天是
西北风转西南风，转风窗口期，风力减
弱至无，仅有二三个小时。时间虽短，
但我们作了充足准备。事实证明，辛苦
没有白费。”史宏达说，开展自然研
究，靠天更靠人。
　　“我们现在提倡海能海用，就近取
能。大自然给予的恩赐，我们要好好爱
护、合理开发。”史宏达说，“用绿色能源
点亮蓝色海洋，我们一直在路上。”

山东省先进工作者、中国海洋大学山东省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史宏达———

假日起锚，只为捕获海洋能

　　□ 本报记者 王新蕾

　　截至4月30日，山东296家A股上市公
司发布了2022年年报和2023年一季度报。
Wind数据显示，2022年，296家A股上市鲁
企共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净利润”）1589 . 96亿元；今年一
季度，共实现净利润400 . 01亿元，营业收
入6656 . 75亿元。

去年三只龙头鲁股盈利过百亿

　　2022年，兖矿能源、万华化学、海
尔智家这三只龙头鲁股，蝉联百亿盈利
宝座。龙头鲁股的稳健发展，展示了山
东 经 济 稳 中 向 好、加 快 复 苏 的 良 好
态势。
　　由“煤业”到“能源”，兖矿能源华
丽转型，实现净利润307 . 74亿元，同比增
长89 . 27%，成为鲁股“盈利王”，创下A
股鲁企最高盈利纪录。业绩大增，一方面
得益于煤炭价格走高，另一方面，也是转
型升级成果的显现。如今，兖矿能源形成
了智慧矿业、绿色化工、装备制造、智慧
物流、新能源“五大主业”协同发展的
格局。
　　鲁股盈利第二名是万华化学，营收
165 5 . 6 5亿元，同比增速14%，净利润
170 . 42亿元，同比下降32%。公司表示，
由于全球大宗原料及能源价格上涨，产品
成本上涨幅度大于收入增长幅度，导致毛
利率同比下降。
　　第三名是海尔智家，营收2435 . 14亿

元，同比增长7 . 22%，净利润147 . 11亿
元，同比增长12 . 48%。品牌高端化、国际
化，是家电业的重大课题。在国内，海尔
旗下高端品牌卡萨帝占据高端市场第一。
　　第四名为华鲁恒升，实现净利润
62 . 89亿元；第五名为潍柴动力，实现净
利润49 . 05亿元。去年，共有19家鲁企盈
利超20亿元；29家盈利超10亿元；166家盈
利超过1亿元；241家实现了盈利，占比
81%。
　　2022年，22家鲁企交上了净利润增长
超100%的成绩单。山东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的建设，为新能源行业带来重大
利好。净利润、营收增速靠前的鲁股，多
集中在光伏、储能等板块。例如，净利润
增长357%的高测股份，产品主要应用于光
伏行业硅片制造；净利润增长301%的圣阳
股份，是储能板块的龙头企业；营收增幅
459%的雅博股份，在去年发力光伏一
体化。

  833亿多元，去年研发支

出创新高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通过科技创新掌
握核心技术，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这离不开研发支出真金白银的投
入。去年，296家A股上市鲁企共为研发
支出833 . 29亿元，同比增长14%。其中，6
家鲁企研发支出超过了30亿元；13家鲁企
研发支出超过10亿元；120家鲁企研发支
出超过1亿元。
　　海尔智家、潍柴动力、歌尔股份蝉联

研发支出“最大方”鲁股。
　　海尔智家研发支出102 . 4亿元，创下
鲁企研发支出最高纪录。目前，海尔的
170余项原创科技，大部分已成为行业
标杆。
　　潍柴动力去年研发支出88 . 51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由2021年的3 . 99%提升
至5 . 05%。2022年1月、11月，潍柴动力先
后发布全球首款本体热效率突破51%、
52%的柴油机，树立了行业新标杆。
　　“注重技术研发，是公司过去业绩取
得的前提，也是未来继续快速增长的基
础。”浪潮信息年报中的这句话，说出了
研发与业绩的关系，该公司去年研发支出
达37 . 15亿元。
　　从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来看，23
家鲁企占比超过10%，以信息软件、生物
制药企业为主。
　　科技研发不仅靠真金白银，还要靠人
才。海尔智家、潍柴动力、歌尔股份的研
发人员都超万人。信息技术产业，研发人
员数量占比很高。世纪天鸿、普联软件、
山大地纬研发人员占比过半，中孚科技、
国新健康、睿创微纳、智洋创新、浪潮软
件、浪潮信息、云鼎科技等研发人员占比
超40%。

  一季度总营收6656亿多

元，13家鲁企过百亿

　　今年一季度，296家A股上市鲁企共
实现营业收入6656 . 75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4%，其中13家鲁企营收过百亿。

　　从盈利来看，一季度，A股上市鲁企
共实现净利润400 . 01亿元，其中兖矿能
源、万华化学、海尔智家、潍柴动力、青
岛啤酒、青岛港、中泰证券、华电国际、
齐鲁银行等9家鲁企实现净利润超10亿
元，共有2 4 3 家鲁企实现盈利，占比
82 . 1%。
　　296家A股上市鲁企中，有184家是民
营企业。一季度，净利润超过3亿元的有6
家，分别是太阳纸业、赛轮轮胎、杰瑞股
份、高测股份、益生股份、豪迈科技；净
利润超过1亿元的有33家；净利润超过100
万元的有145家，占比79%。
　　去年以来，注册制改革带来更多的
上市机会，青岛、烟台分别新增7家上市
企业，济南新增3家。截至目前，青岛、
烟台、济南A股上市公司的数量分别为64
家、52家、44家，稳居省内前列。培育
上市公司，各市都在发力，济南、青岛
提 出 今 年 力 争 上 市 及 过 会 企 业 达 到
10家。
　　山东是县域经济大省，不少县区是
“资本重县”。目前，有8个县（市、
区）拥有上市公司数量超过10家。其中，
济南市历下区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9家；烟
台市福山区和淄博市张店区各有14家。
　　上市为企业拓宽了融资渠道。“直接
融资方面，一季度全省新增上市公司5
家，3月末IPO排队企业52家，同比增加13
家；新发行公司信用类债券2224亿元，同
比增长26 . 7%。”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副局
长李坤道介绍。

A股上市鲁企2022年年报和2023年一季度报全部出炉

龙头鲁股经营稳 新兴板块业绩增

（上接第一版）“‘五一’假期，非遗除
了进文化馆，也开始进商场，进景区，与
外部沟通的‘桥梁’越来越多。”济宁市
文化馆副馆长李富荣介绍，“非遗展演主
要邀请一些有参与感的非遗项目，像泥
塑、糖画一类，游客能快速参与进来，做
出自己的作品。”
  非遗保护工作者日常进行技艺活化创
新、非遗数据库建设，节假日正是展示他
们的保护成果、对外推广的好时机。类似
的非遗展演正借着“五一”假期的时机，

在山东“遍地开花”。在山东手造展示体
验中心，16市非遗代表性技艺齐聚于此；
各地非遗作品进入“黄河大集”，给民俗
和旅游增添文化气息；各市文化馆开展非
遗展演，为市民打开了解非遗文化的窗
口……
  这个“五一”假期，公共场馆文化活
动精彩纷呈，文化消费需求也非常旺盛。
4月30日，一个神秘的“魔法世界”登上
了山东省会大剧院。这是济南市杂技团上
演的综合性晚会《魔法世界》，通过多媒

体效果、剧情表演等，让观众在短短一小
时内，欣赏到精彩纷呈的杂技和魔术
节目。
  “《魔法世界》连演两场，场场上座
率达到80%，观演人数超过600人。”济南
市杂技团演出宣传科科长王飞介绍。观众
文娱需求旺盛，演出市场蓬勃发展，假期
里杂技从业者比平日更忙碌。“四月，济
南市杂技团日均演出三场，‘五一’期
间，日均演出达到六场。”王飞说。
  电影市场同样火热。《长空之王》

《人生路不熟》等17部影片集中上映，数
量达到历史新高，涵盖革命历史、喜剧、
动画等类型，引发影迷观影热潮。猫眼数
据显示，五一档首日电影票房达3 . 136亿
元，观影总人次达770 . 7万，山东观影人
次也不断攀升。
  生活赋能文化，文化融入生活。“五
一”期间，伴随着经济稳中向好、加快复
苏，群众出游意愿增强，这一趋势更为明
显。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已经成为群众
感受别样生活、提高生活品质的方式。

我省延续阶段性降低

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政策
　　□记者 张春晓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4部门转发《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自2023年5月1日起，阶段性降
低失业保险费率、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4年底。
　　根据通知，自2023年5月1日起，我省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失业保
险费率至1%的政策，其中单位费率0 . 7%、个人费率0 . 3%，实施期限
延长至2024年底；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降低
社会保险费率综合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
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2024年底。
　　关于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方面，2023年5月1日
至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前，各市根据统筹地区工伤保险基金累
计结余情况实施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计
算时点为2022年底。工伤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后至2024年底，全省
将统一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具体标准由省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税务部门根据山东省工伤保险基金累计
结余情况确定。

让理论宣讲

听得进去听着有趣
  □记者 张环泽 报道
  本报枣庄讯 “竹板这么一打，二胡这么一拉，今天咱们上台来
把薛城夸一夸。说起俺薛城，历史悠久了，打日寇铁道游击队闻名天
下……”4月26日上午，枣庄市薛城区铁道游击队纪念广场人头攒
动，全区“学雷锋争当志愿者 讲诚信共创文明城”文艺宣讲活动正
在火热举行。
  宣讲现场，精彩的节目赢得了群众的阵阵喝彩，同步开展的线上
直播活动也吸引了大量观众，观看人数突破9900人。“演出一开始，
我就过来看了。”市民张丽笑着说，“这种形式的宣讲不仅能听懂，
还听得进去、听着有趣，非常有意义，希望以后多多举办。”
  薛城区理论宣讲用好用活铁道游击队纪念馆、运河支队记忆馆等
红色资源，组织“薛思明理”红色宣讲团，通过实地实物、鲜活讲解、互动
体验等方式广泛开展现场宣讲。结合“文艺下乡”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等内容编成文艺作品，让干部群众看得过瘾、听得起劲。

山东累计签发RCEP

原产地证书超20万份
　　□记者 孙源泽 通讯员 赵广英 报道
　　本报青岛讯 日前，青岛开创食品有限公司为出口到澳大利亚的
水果罐头申请了两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原产
地证书，出口享惠金额约20万元。凭借这些原产地证书，企业货物在
国外通关时可享受关税减让超万元。
　　青岛开创食品有限公司是国内罐头十强企业。“我们出口澳大利
亚的水果罐头，需要使用东南亚进口的西番莲等水果。”公司国际业
务部部长王家顺介绍，因为不能满足2015年生效的中澳自贸协定“章
改变”原产地规则，企业一直未能享受到相应的自贸协定关税减让。
　　年初，青岛海关通过自主开发智慧征管平台进行数据分析后，为该
企业进行了享惠方案设计。“通过海关的享惠方案，根据RCEP原产地累
积规则，我们从东南亚进口的原材料可以视为原产成分，并能够取得
RCEP原产地证书出口享惠。”王家顺说，去年以来，公司对澳大利亚出
口的罐头申办了RCEP原产地证书249份，出口享惠货值超过1000万元。
　　RCEP生效实施以来，得益于先天地理优势和产业优势，山东与
RCEP成员国的经贸合作日益密切。据统计，山东省内海关、贸促会系统
累计签发RCEP原产地证书已超20万份，数量居全国各省区市首位，企
业享惠出口货值543 . 8亿元，可享受进口国关税减让超过5亿元。据青岛
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山东实现进出口同比增长7 . 7%，其中出口增长
12 . 3%，进口实现由负转正，增长1 . 4%，三项指标增幅均高于全国。其中，
对RCEP其他成员国进出口2908 . 2亿元，增长14 . 3%，占全省进出口总值
的近四成，成为推动山东外贸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青岛海关关税处处长毕海军介绍，RCEP生效以来，我国与东盟
以及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之前签署的双边自贸协定得以整合，实
现原产地累积范围由线到面的拓展，不仅降低了企业享惠自贸协定的
门槛，还可以打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
　　据介绍，RCEP将于今年6月对菲律宾生效，届时RCEP将对15个
成员国全面生效，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

（上接第一版）通过定点培养、一对一帮扶、优秀技师评选、优秀大
学生岗位成才评选等人才培养和引进，逐步建成一支老中青结合、年
龄结构合理的158人技术创新团队。
  “今年，我们又新上了涡流纺智能工厂项目，计划总投资4 . 24亿
元，全部引进一流的智能化生产设备，配套智慧纺织云平台等数字化
信息系统，将建成工艺先进、质量领先、高效协同的智能化无人车
间。”宛斌说，下一步，将用好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系列政策，推动
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借力共建“一带一路”东风，巩固外贸优势，优
化内销产品结构，实现国内国际双向发力、互促互进，为新时代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民企力量。

　　（上接第一版）山东是渔业大省、渔船大省，拥有各类海洋渔船
近3 . 4万艘，海洋生产渔民100万余人。今年伏季休渔期，山东将锚定
“生态伏休”“法治伏休”“平安伏休”和“民生伏休”的目标要
求，聚焦船、港、人、厂和市场、补给、海上等关键要素环节，坚持
渔业渔政、公安、海警等多部门一体推进，实施网格化“管”、全链
条“防”，全方位“查”、智慧化“控”、编队化“巡”，努力实现
伏季休渔管理秩序总体稳定、持续向好。

小清河复航工程

全线桥梁建设完成
　　□记者 常青 通讯员 张国庆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小清河复航工程G308小清河大桥顺利建
成，至此，全线38座桥梁全部施工完成。
　　G308小清河大桥全长750米，标准路基宽度为26 . 5m，路面宽度
22m，主桥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80km/h，是小清河复航济南段最
宽桥梁。该桥横跨小清河与南水北调渠，施工易对水体造成污染。
“施工中，我们落实‘一隔离’‘二禁排’环保措施，通过增设隔离
层，防止作业废渣、废弃泥浆、油污排入河水。”中铁二十五局小清
河复航工程项目负责人杨志文介绍。
　　小清河复航工程横贯济南、滨州、淄博、潍坊、东营五市，是山
东水运建设史上第一个一次性投资超百亿元的项目。项目通航后，海
河联运每年可以分流超过4000万吨的大宗货物运量。节日期间，建设
者正在加紧推进港口等剩余工程建设。“章丘港施工进度整体超过
90%。目前，我们投入设备30台套，建设人员300余人，为小清河复航
作最后冲刺。”中铁二十五局章丘港项目总工程师冯廷明介绍。

  图图①①：“五一”假期，位于青岛高新区的康复大学项目不停工，施工人员在忙碌中
度过节日。（□记者 李媛 报道）
  图②：5月1日，博兴县人民医院，产科护士在为新生儿印小脚印留作纪念。（□记
者 卢鹏 通讯员 陈彬 报道）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