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张 蓓 报道
  本报潍坊讯 在潍柴一号工厂、二号工
厂、数字化产业园等厂区，一块块大屏幕上
实时跳跃着各项生产数据，多维度展示每一
条生产线的运行状况，1：1还原现实工厂。
这个由数字孪生技术构建的三维化“虚拟工
厂”，可实现物理环境与虚拟场景的实时映
射，直观反映工厂每一个角落、每一台设
备、每一件产品的真实情况，包括园区安
防、能效分析、设备运行情况、产品质量监
控等。
  不用去现场就能观看工厂生产运行，感
受工业流程的透明高效，这便是元宇宙带来

的魅力。作为工业强市、大市，潍坊一直抢
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提出打造“元宇宙技
术创新与产业之都”，全市谋篇布局，不断
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加力推动“元宇宙+行
业应用”深度融合。
  潍柴的“虚拟工厂”就是元宇宙技术在
工业领域的落地应用。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五部门印发的《元宇宙产业创新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2023— 2025 年）》中，就以“构
建工业元宇宙、赋能制造业”为主要目标。
潍坊也将工业元宇宙作为加速数字化转型的
新支撑，并有了不少卓有成效的尝试，产业
发展澎湃动力进一步激发。

  得益于数据的联通、分析和应用，孪生
数字平台帮潍柴打通了生产环节的“任督二
脉”，将人、数据和设备等要素实现全流程
数字化，从而提高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
高产品质量，推动制造过程智能化。再看
30 年精工筑梦的梦金园，眼下，品牌正越
来越年轻化，VR 首饰选型、AR 远程协同
让用户无需前往金店，就能线上试戴黄金首
饰，随时随地进行珠宝选购；高密一高端化
工产品生产基地——— 仁和化工园，利用
AI、 5G、数字孪生等技术，解决了传统化
工园区普遍存在的安全监管难题……在元宇
宙概念的带动下，潍坊制造业向更高效、更

智能、更环保的方向发展。
  这一未来产业的背后，是形成和塑造新
质生产力的典范。近日，潍坊市发布首批元
宇宙应用场景需求“揭榜挂帅”项目，面向
全国张榜招贤。涉及工业、文旅、医疗、
教育、数字城市五大领域共 10 个场景需
求。在工业赛道上，有包括欧康动力元宇
宙平台、山东海化生产安全智能管理中心
建设、潍坊峡山区数字孪生智慧食品工厂
等需求。各家企业均提出了迫切且具体的要
求，潍坊也希望通过元宇宙技术，推动技术
创新和融合应用，赋能实体产业数字化
转型。

  □记 者 谭佃贵 
   通讯员 孟凡霞 报道
  本报临朐讯 行走在临朐县，工厂车间
生产热潮奔流，各企业强创新重研发，想方
设法扩销路，铆足干劲忙生产。繁忙生产背
后，临朐县传统产业“提质换新”、新兴产
业“加速裂变”，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
增强。
  3月28日，在山东祺月集团的童车生产
车间内，10条生产线全力高速运转，工人们
忙着进行童车组装，现场繁忙而有序。
  “公司10个生产车间正满负荷生产，订
单已排至7月份，一季度订单量同比增长
45%，目前主营业务收入已实现67 0 0万
元。”山东祺月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洪滨
说，2024年目标是主营业务收入实现3亿
元，预计较去年增长26%。
  山东祺月集团是一家集童车、晾衣架、

不锈钢管、医疗康复器械等产业于一体、协
同发展的企业集团。作为山东第一大童车制
造企业，祺月的童车等产品多为自主研发，
科技含量高，远销欧美等地，出口份额高达
95%以上。
  企业订单不断，收入大幅增长，核心技
术是关键。据了解，该公司在业界率先启用
国际先进的焊接机器人，自主设计、研发、
制造的注塑机械手、金属垃圾桶自动化生产
线等智能化设备具有国内先进水平。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培育新
产业。今年，临朐县总投资118亿元的20个
大项目集中开工，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
  在山东宝龙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一条条国内先进的硅酮胶生产线依序排
列，一批批密封胶产品从生产线鱼贯而出。
  “目前，我们已完全突破苯基有机硅单

体、高纯环体、生胶混炼胶等关键制备技
术，并已完成相关生产验证。”山东宝龙
达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迪表示，
企业在建的有机硅特种单体及系列产品生
产项目，总投资3.04亿元，生产的甲基苯
基氯硅烷等产品，年产能2万吨，项目投产
后将补齐国内该行业的短板，实现自主
可控。
  走进山东蓝玻玻璃科技有限公司，在
TPS/4SG中空玻璃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内，
机器臂正在程序控制下，灵活精细地完成玻
璃切割、清洗、干燥、合片等工序。通过大
屏幕，可清晰地观测到设备运行状态、每个
环节的进度、产品质量数据等，从而满足玻
璃订单规格多样化、定制化的智能生产
需求。
  该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实现
了降本增效。公司主营产品近三年市场占有

率稳居山东省同行业前三位。
  记者了解到，临朐县出台惠企政策30
条，涉及产业提档升级、技术研发创新等方
面，每年设立2000万元技改奖补资金，从技
术改造、科技创新、要素配置等5大方面进
行政策扶持。
  2024年，临朐聚焦绿色能源、生物医药
等新兴产业，推动工业技改及新上项目投入
同比增长20%以上。不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
地位，打造高能级创新平台，以创新思维推
进数转智改。继续实施好“百企扩能”行
动，引导企业持续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加快
结构体系升级、技术路径创新、发展模式优
化，为企业发展插上“数字”翅膀。
  目前，该县共建成市级以上创新平台
318个，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到167家，认定单
项冠军、“瞪羚”企业、“专精特新”、创
新型中小企业132家。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今年以来，寿光市坚持储备项目
抓开工、在建项目抓推进、竣工项目抓投产，以项
目建设之“进”支撑高质量发展之“稳”。
  其中，今年一季度，寿光市孙家集洽谈对接9
个项目，晟辉木制品等4个项目完成手续办理。巨
能电气等5家企业开展科技研发投入，数量同比增
长400%。商业综合体等10个项目完成立项。菌禾生
物等2家企业成为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田美种业
等3家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据悉，孙家集街道
聚焦经济主战场，加力提速求突破。该街道落实
“一张清单管到底”“一对一服务”机制，优化营
商环境，主动为企业纾困解难，加速壮大工业
经济。

  □记者 都镇强 报道
  本报潍坊讯 今年以来，潍坊市潍城区开展党
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行动，以提升群众幸福指数为
重点，将“更好潍坊·幸福家园”建设作为区、街
道、社区（村）、网格（小区）党组织书记抓党建
突破项目的重要内容，纵向“四级书记一起抓”，
联动解决治理难题170余个；横向创新“社区110”
“码上见代表”等工作载体，对群众诉求一事一归
零、一日一清零，用优质服务诠释高效治理。
  潍城区依托网格（小区）党支部、楼栋（院落）党
小组，组织3000余名机关在职党员回居住地报到服
务，发动2200余个党员中心户定岗网格，选聘140余
名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担任兼职网格员，辐
射带动红色物业、红色业委会等多方力量一起参与，
将“关键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
  潍城区推动党群服务阵地建设迭代升级，整
合、腾让更多场地作为服务空间，营造近邻议事
厅、公益集市、物业“红管家”、鸢都轻骑兵驿站
等亲民场景，为一线治理“平急兼备、无缝转换”
提供了实体支撑。
  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居。潍城区大力推
行社区、网格（小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提事、
网格听事、社区议事、民主定事、协同办事、群众
评事“六事”工作法，多渠道发现问题、流程化处
置问题、高效率解决问题。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李 丽 报道
  本报昌乐讯 今年，昌乐县聚焦绿色低碳发
展，积极推进邮政快递行业持续健康发展，鼓励快
递包装循环使用和标准化包装使用，引导县域内邮
政普遍服务营业网点设置绿色回收箱，回收复用可
循环使用的瓦楞纸箱等快递包装物。
  目前，昌乐县邮政管理局引导县邮政公司购置
使用5辆新能源厢式货车用于邮件快件转运，并进
一步推动快递包装减量化发展，在行业内推广使用
笼车、标准化托盘、周转箱等，降低能源、物资使
用。各邮政快递品牌电子运单使用已基本实现全覆
盖，标准化托盘533个，物流周转箱32个，在17个
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均设置绿色回收箱，年可回
收复用瓦楞纸箱2000余个，邮件快件包装绿色化、
减量化和循环化均取得明显进展。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亚丽 报道
  本报昌邑讯 近年来，昌邑市委党校将廉洁文
化建设当作关键要务，积极寻求创新，持续强化廉
洁文化建设。 
  该校定期举办廉政文化书画展、读书会、朗诵
比赛、歌咏比赛等活动，组织学员踊跃参与。通过
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载体传播廉洁文化，
促使廉洁文化理念入耳、入脑、入心，推动形成以
清为美、以廉为荣的校园廉洁文化氛围；定期开展
廉洁知识测试，并将测试结果纳入结业考核，以考
促学、以学促廉。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臧明宝 马文睿 报道
  本报昌邑讯 前不久，位于昌邑市石埠
经济发展区的潍坊民和食品有限公司遇到了
几项技术难题，比如速冻后包装微生物控制、
冷链包装如何抗菌抗氧化等。得知企业的烦
心事后，当地政府及时向高校院所发布企业
需求难题。经过多方面对接，上海海洋大学食
品学院的专家教授线通过线上方式答疑解
惑，协助解决了相关难题。
  招才引智是帮助企业排忧解难的重要途
径。昌邑市已与102 家高校院所建立联系，
常态化对接56 家高校院所，自去年以来，共
举办各类人才活动120 场次，人才引育的“磁
场效应”正在加速形成。比如，得益于昌邑市
的人才引育，该市饮马镇的润华纺织现代化
云仓直播基地，快速对接上了专业导师，确保
项目搭建起专业直播团队。
  昌邑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新设人才工
作站15 处，聘请引才大使38 人，每月开展一

次双向交流活动，成功回引以昌邑籍为主的
青年人才4000人，其中博士生22人，硕士生316
人。推动企业创新，2个项目入选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课题，获评国家级人才3人、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2人、鸢都产业领军人才4人。
  近日，最新一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名单》公布，位于昌邑市龙池镇的潍
坊三力本诺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位列其中。该
公司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酰
氯类产品生产基地，但在耐温尼龙树脂这个
高分子材料细分赛道存在技术壁垒，与杜邦、
巴斯夫等知名外企相比，产品牌号较少，同台
竞争处于劣势。

  企业有需求，政府来搭桥。在了解这一
情况后，昌邑市广泛挖掘人才资源，精准选聘
四川大学高分子材料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研
究员张刚担任企业“科技人才副总”，并引入
四川大学高分子专业高层次人才8 人，组建
研发团队，通过将材料基因工程技术与万吨
级耐温尼龙生产线结合，最终突破耐高温聚
芳酯及高性能航空级热塑性复合材料专用
PPS 树脂生产技术难题，并在昌邑共同成立
潍坊蓉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形成优
势互补态势，为企业自主创新和源头竞争力
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了人才支撑，昌邑市还强化企业培育，

共绘助企“同心圆”。加快龙头企业引育，锚
定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目标，滚动实施“百项
技改”“百企转型”行动，推进企业培大育强。
截至目前，该市共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6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9 家、高新
技术企业 57 家。注重惠商氛围营造，打造

“邑企同心·赋能未来”品牌，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安排
211 名市级服务专员包靠506 家重点企业，采
取现场咨询答疑、上门解读宣讲等方式，深入
宣传惠企利企政策，先后帮助153 家企业在
登记注册、普惠金融、创业就业等方面享受优
惠政策红利，反馈满意度达99.6%。

   推动产业提档升级

新兴产业加速裂变

   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元宇宙+行业应用”深度融合

从“虚拟工厂”感受元宇宙魅力

   与102家高校院所建立联系，在省外新设人才工作站15处

招才引智 为企业纾困解难

  □记 者 都镇强 
   通讯员 王 晖 报道
  本报高密讯 耐18000伏电压的特种防
护鞋、耐强酸碱98度的特种功能鞋、耐800℃
的高隔热高阻燃系列手套……4月9日，中国
纺织品商业协会安全防护手套标准培训暨潍
坊高密安防用品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十大亮
点发布会举行，在科技创新加持下，会上展出
的劳保鞋和安全防护手套玩出了“技术活”。
  作为中国安全防护用品产业名城和中国
鞋业生产基地，高密市安防用品产业产能占
全国三分之一，产销量稳居全国首位，入选山
东省特色产业集群。
  当地打好特色牌，坚持以科技创新塑造
发展新优势，通过与院校联合培育创新主
体、产学研融合促进成果转化等，安防用品
产业集群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竞相涌
现：登升安防可耐800℃温度的高隔热、高
阻燃“护必烈”系列手套和新一代钻石纱高
切割“软铠甲”系列手套，技术处于国际领
先水平；海宇鞋业耐高温防火鞋性能指标抢
占全球防火鞋制高点。
  科技创新催生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高
密安防用品产业集群先后涌现出高新技术企
业9家，省专精特新企业5家，省单项冠军企
业、省隐形冠军企业和省“瞪羚”企业各2家。
2023年全市安防用品产业规上企业实现工业
总产值57.9亿元，主营业务收入58.3亿元，利润
4.7亿元。
  在高密鼎固劳保用品有限公司电商直播
间，主播伊璐手拿一款劳保鞋，对着手机屏幕
声情并茂地与抖音商城网友进行互动：“你穿
上试一试，就跟踩在弹簧上一样，隔着屏幕也
能感受到这双鞋的弹性。”说着，双手用力一
掰，鞋底呈弯曲状，一松手立马弹回原形。
  “通过电商直播可以把劳保鞋、劳保手套
等产品款式、性能直观展示出来，这种模式很
受欢迎。今年打算把德国、墨西哥等地的电商
平台全部开展起来。”高密鼎固劳保用品有限
公司总经理周世龙说。
  在山东健坤鞋业有限公司，今年一季度
企业安全防护鞋的跨境电商销售量突破42万
双，实现首季开门红。从2021年首次尝试跨境
电商业务，到2023年跨境电商销售量突破150
万双，公司跨境电商业务量实现连续翻倍，公
司总经理卢赠全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在4亿

元左右。
  “互联网+安防产品”的新型商业模式在
高密非常成熟。登录淘宝购物平台，安全防护
鞋销量排名前十位的店铺中有八家来自高
密，当地安防产品网上销售量占到全网60%
的市场份额。他们通过政策引领、产业融合等

措施，大力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鼓励引导企
业利用抖音、淘宝等平台，加快直播电商在各
领域广泛应用，形成了内贸电商和跨境电商

“双循环”、线上线下“双驱动”、直播电商与实
体经济发展互促共赢的发展格局。目前，高密
安防电商企业和网店达到3000余家，电商从

业人员10000余人，年销售额突破30亿元，入
选山东省电商产业带名单。

  下图为高密当地安防用品企业工作人
员通过电商直播，加大产品的线上销售
力度。

  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潍城区开展党建引领

推动基层治理行动

寿光加快项目建设

推进高质量发展

昌乐推动邮政快递业

绿色低碳发展

昌邑市委党校

强化廉洁文化建设

  □记者 石如宽 报道
  本报寿光讯 4月11日晚上8点40分，寿光市化
龙镇西柴村一处韭菜地边，西柴村网格员王佰虎调
解了一起纠纷。原来，化龙镇岳家村的村民马某忠
和老伴在西柴村承包一块土地种植韭菜，西柴村人
王某春在马某忠相邻土地上种植小麦。4月10日，王
某春租用飞行器喷洒小麦除草剂时，因风向风力问
题对马某忠种植的韭菜造成药物伤害。
  马某忠向王某春讨要说法无果，遂到寿光市化
龙镇综治中心寻求帮助。化龙镇综治中心将单子派
给网格员王佰虎，由他负责协调解决。当晚，王佰虎
约双方当事人同到现场，最终双方达成一致意见，问
题得以解决。
  近年来，包括化龙镇在内的寿光市各镇街网格
员队伍充分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参与人民调解，化解
了许多百姓身边的纠纷。

网格员化解百姓身边纠纷

  □记 者 张 鹏 
   通讯员 于成成 报道
  本报潍坊讯 近年来，潍坊市坊子经济发展区
坚持和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以为民务实为工作
导向，突出实干为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网格与警务
网格深度融合，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走出
了一条“一个平台、三个渠道、五个融合”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的新路子，真正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把问
题解决在当地、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一个平台，即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推
动一窗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三个渠道
是网格一线排查、信息化实时倾听、接访靠前处置，
推动矛盾纠纷随有随调、前端化解；五个融合，即促
进组织、业务、阵地、资源、机制融合，确保矛盾纠纷
排查化解有人干、有人调，老百姓真正受益。

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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