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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企地协同促新旧动能转换
本报记者 管 斌

从济南炼化，到齐鲁石化，到胜利
油田……记者感受到了中石化驻鲁企业
与地方的和谐发展。中石化驻鲁企业努
力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
做到企业改革发展与履行社会责任高度
融合，既奉献能源也呵护碧水蓝天，既
创造效益也注重安全生产，既关爱员工
也竭诚回报社会。

截至 2017 年底，中石化驻鲁企业
累计生产原油 11.76 亿吨，生产天然气
444.11 亿立方米，累计加工原油 6.297
亿 吨 ， 生 产 成 品 油 3.06 亿 吨 、 乙 烯
1675 万吨，2585 座加油站为山东供应
成品油 2.06 亿吨，累计营业收入 5.396
万亿元。推动信息化工业化融合，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为山东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

胜利油田河50丛式井组打破了直井
开采、油井分散、占地多的传统油田开
发方式，开创了“油田发展与城市建设
相统一，企业生产与居民生活共和谐”
的城中油田绿色开发模式。

中石化驻鲁企业与山东省17个地市

联手开展合作共建项目，涉及城市建
设、经济融合、技术转化、新能源利
用、民生建设等多个领域，推动了企地
协同发展。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周边区域
石油装备制造、化工、建筑、商业等产
业快速发展。东营市已成为全国最大的
石油装备制造业基地。齐鲁石化与地方
企业加强合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齐
鲁”产业链条，有力带动了地方化工产
业的进步升级。

中石化驻鲁企业与地方携手加强城
市建设，陆续兴建了铁路、公路、桥
梁、机场、海港、防海潮大堤等大型工
程，形成了工农两利的水、电、路、
讯、港配套体系，推动了城市建设。在
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坚持生
产经营与生态和谐并重，在加快建设生
态山东、美丽山东的实践中争当先锋、
走在前列。

中石化驻鲁企业加大“三废”治
理力度，开展燃煤燃油锅炉等专项整
治，圆满完成了区域攻坚整治任务，
外排废水、废气达标率均为 100%，固

体废物合规处置率达 100%。胜利油
田、东营市政府、山东大学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利用土壤—微生物—植物
这一复合生态系统对油田采出水实行
高效净化，日处理油田采出水达 1.5 万
立方米。

齐鲁石化帮助地方 158 家企业处理
污水达标排放。青岛炼化“十二五”期
间实现节能量 21.8万吨标准煤，相当于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6.7万吨。青岛石化
积极建设并投用脱硫脱醇尾气治理、污
水处理场废气治理等多套设施，改善环
境空气质量。

与常规开发模式相比，地处滨州的
白鹭湖密集丛式井组节约土地 100 余
亩，既实现了清洁生产，又融入了城市
规划，成为工业景观与自然景观融合的
典范。山东加强燃油宝、尾气处理液、
玻璃水等车用环保商品供应和高标号汽
油推广应用。3 年来，胜利油田累计投
入 25.8 亿元实施“能效倍增”计划和

“碧水蓝天”工程项目151个。齐鲁石化
投资 16 亿元完成燃煤锅炉超低排放改

造、污水处理场达标提效改造等重点环
保项目。济南炼化开展催化装置烟气脱
硫、脱硝改造项目，“十二五”期间，二
氧化硫减排 850 吨，努力建设城市型
炼厂。

山东濒临渤海黄海，地处黄河流
域，生态环境保护是重中之重。中石化
驻鲁企业为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舍得投
入，也舍得放弃。胜利油田关停自然保
护区内包括老 168、垦东 12 海油陆采平
台在内的 300 余处生产设施，相当于舍
弃10亿元年产值。

在助力区域发展的同时，中石化驻
鲁企业在慈善捐助、志愿服务、支持教
育等方面也有突出贡献。他们积极整合
内外资源，强化青年志愿者、工友志愿
者、老年志愿者队伍以及政府部门、社
会机构、爱心企业的协同联动，合作开
展“团聚爱心公益汇”“青年微公益社区
行”等志愿服务活动，服务社区居民。
不断探索完善志愿服务“组织化+社会
化”动员方式，对孤寡、空巢、残疾、
单亲等群体开展常态化帮扶救助。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不久前，产自湖北恩施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恩施玉
露和利川红成为“网红”，
不少网友在微信公众号留言
点赞。“30多个销售点已全
部售罄。”利川红茶龙头企
业飞强茶业董事长卓万凯介
绍说。

“‘一红一绿’两款茶
何以如此受关注？这正是恩
施州放大生态优势、探索高
质量发展新路径的丰厚回
馈 。” 恩 施 州 委 书 记 柯 俊
说，恩施州依托独特禀赋，
发挥比较优势，升级核心要
素，全力打造绿色产业升级
版。到 2020 年，相关产业
总产值将突破 2000 亿元。
武陵深处，一个由全新发展
理念支撑起的绿色经济增长
极正拔节生长。

在恩施玉露原产地恩施
市芭蕉镇，不施农药化肥，
自觉维护有机种植生态环境
写进 《村规民约》。8 家企
业联合成立有机协会，茶农
可免费获得 200 斤有机肥/
亩和全流程技术服务。该镇
工作细化到组，就是为让有
机种植深入人心。

在利川红原产地毛坝
镇，企业与茶农签订生态协
议，对农残检测合格的茶叶
高价收购，对超标茶则采取
禁入政策，一旦发现，终身
拒收。

环境好了，品质高了，
政策扶持让恩施硒茶突破了
产能不足、品质不统一的瓶
颈。据了解，恩施现有茶园
面积 35 万亩，适宜加工恩
施玉露的 22 万亩，仅 18 家
企业获准生产恩施玉露，名
优茶年产 7000 吨以上，仅
占全省茶叶市场的3%。

深受加工产能不足制约，茶叶龙头企业润邦国际富
硒茶业有限公司谋划自行设计国内先进的蒸汽全自动化
生产线，但因工艺改造费用高昂、运维成本不菲，让公
司一时难下决心。恩施市税务局主动上门为其做增值税
进项抵扣、高新技术企业税前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专题
辅导，并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润邦公司总经理张文
旗介绍说，借着税收优惠政策东风，公司加快茶叶生产
线升级改造，已拥有红茶、绿茶、乌龙茶等 4 条生产
线，年均生产能力4000吨，主打产品“恩施玉露”品
牌价值15.27亿元。

与此同时，大规模实行电气化制茶，改变以往用煤
或柴制茶污染环境的弊端。具体措施包括：净化茶园环
境，防止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茶园；强化肥培管
理，全面控施化肥，增施有机肥，禁用除草剂和禁用投
入品，大力推广绿色防控和生态循环模式。预计到
2020年，70%茶园将达到绿色食品标准。2018年，恩
施州140万亩春茶实现了零库存，销售价格比去年增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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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报道：日前，青海省出台关于
加快全域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各地扎实推进
旅游发展新理念、新思路，推动旅游向高质量发展，力
促旅游业从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把旅游业打造成
为现代服务业的龙头产业。

该意见以保护优先、绿色发展为根本，从发展目
标、体制机制、产品创新、“旅游+”融合发展、基础
配套、区域合作、政策支持等7大类、33个方面就全域
旅游发展作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和详尽的规划安排。

据了解，为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向高质量发展，青海
要求各级财政投入每年保持 10%以上的增速；年度土
地计划向旅游领域倾斜，优先保障领域重点项目和乡村
旅游扶贫项目用地；建立发展工作目标责任制，将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成果纳入各级干部考核内容。

青海旅游业从门票经济迈向产业经济

“我们将十大生态产业作为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转方式调结构、振兴实体
经济、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多篇文章一
起做的最大结合点和主抓手。”甘肃省
委书记林铎说，甘肃已制定形成绿色生
态产业的发展规划、行动计划、产业基
金、扶持措施等一揽子政策框架体系，
谋划总投资 8200 多亿元 265 个重大标
志性工程项目，实现了十大生态产业发
展的顺利起步和良好开局。

今年 2 月份，甘肃省委、省政府出
台《关于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绿色发
展崛起的决定》，并印发 《甘肃省推进
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将着力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清洁生
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先进制造、
文化旅游、通道物流、循环农业、中医
中药、数据信息、军民融合等十大产
业，促进传统产业“脱胎换骨”，让新
兴产业“挑大梁”。

“一区两带”布局特色鲜明

围绕构建生态产业体系，甘肃将建
设中部绿色生态产业示范区、河西走廊
和陇东南绿色生态产业经济带，走出一
条各具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子。

根据规划，在中部地区，甘肃将围
绕兰州新区、兰白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建设，培育壮大节能环保、先进制造、
中医中药、数据信息、通道物流等重点
产业，加快石油化工、有色冶金等传统
产业清洁化改造，打造以兰白城市群为
重点，城乡一体化的中部绿色生态产业
示范区，引领全省绿色发展。

通道物流，是甘肃省重点发展的绿
色生态产业之一。作为“丝绸之路经济
带”的黄金通道，甘肃发展通道物流业
具有先天优势。记者从甘肃省商务厅了
解到，兰州国际港务区、兰州新区试点
建设的国家多式联运示范工程正在加快

实施。兰州始发的南向通道铁海联运国
际班列已稳定开行，目前每月开行 2
列，年底将实现每月 4列。中欧国际货
运班列、南亚公铁联运国际货运班列密
度不断加大，去年全年开行 305列，实
现了常态化运营。

甘肃省商务厅副厅长马琨介绍说，
甘肃正在以兰州国际港务区多式联运综
合体项目、兰州高原夏菜副食品采购中
心项目、甘肃 （天水） 国际陆港项目等
标志性工程为引领，推进建设 82 个重
点项目，涉及投资 590亿元，筹备设立
甘肃省通道物流产业投资基金。

在河西地区，甘肃将以构建河西内
陆河流域生态屏障为重点，加快祁连山
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大力发展节水型
绿色产业以及清洁能源、文化旅游、戈
壁农业等特色优势产业，建设河西走廊
干旱区绿色生态产业经济带，促进绿色
转型升级。

在陇东南地区，甘肃将以加强黄土
高原综合治理、构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
为重点，发展壮大先进制造、文化旅游
及保健养生等特色优势产业，提升农产
品生产、加工、储运绿色化水平，加快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建设陇东南开放型
绿色生态产业区域合作经济带，推动绿
色富民强县。

随着“一区两带”发展布局的深入
推进，甘肃将形成绿色生态产业发达、
生态环境质量优良、社会经济和资源环
境统筹协调的发展格局。

十大产业支撑突出优势

日前，兰州新区佛慈制药科技工业
园一期项目正式投产，该项目建设用地
574 亩，主要建设内容为制药板块和甘
肃省现代中药制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项目正式投产后将形成中药材前
处理提取量 10000 吨、丸剂 4630 吨、
固体制剂1800吨的生产能力。”兰州佛

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裕介绍
说，项目 3 年至 4 年完全达产后，预计
年产销规模达到 14 亿元、年缴纳税收
1.6亿元。

记者了解到，甘肃省中药材种植面
积达到 405 万亩，产量 110 万吨，连续
多年保持全国首位，但规模以上药品生
产企业只有 97 家，年产值仅 200 亿元
左右，形成了“资源大省、产业小省”
的困局。

作为甘肃省重点发展的十大绿色生
态产业之一，日前出台了《甘肃省中医
中药产业发展专项行动计划》，将中医
药产业打造成全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精准脱贫的主导产业和促进绿色发展的
重要动力。

今年 2 月份以来，甘肃省政府先后
公布了十大绿色生态产业的专项行动计
划，每个产业发展侧重点各异，但几乎
都是立足甘肃的资源禀赋和先天优势，
十大产业也成为甘肃招商引资的重点
领域。

在7月上旬举办的第24届中国兰州
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甘肃共有 471个项
目在会期成功签约，从项目类别看，通
信工程、循环产业、现代农业、装备制
造、通道物流、生态旅游等甘肃重点发
展的绿色生态产业成为投资热点。

根据发展规划，未来几年，甘肃绿
色生态产业发展规模将进一步壮大。其
中，节能环保产业产值 2020 年将达到
1000 亿 元 ， 2025 年 将 达 到 2000 亿
元，基本建成协调发展的生态产业体
系，绿色生态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
重明显提高，建成一批生态产业示范工
程和示范园区，生态经济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贡献率显著提高。

“一揽子”政策供给立足绿色

今年 4 月份，甘肃省政府与兴业
银行签署了 《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政银

战略合作协议》，围绕甘肃省绿色生态
产业发展规划，兴业银行未来 5 年将
向甘肃省提供 500 亿元绿色融资，重
点支持甘肃省海绵城市、水利水务、
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建设项目的
融资需求。

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唐仁健表
示，为加快推动生态产业建设开好局起
好步，甘肃全省上下将集中人力物力财
力和精力，突出“新”，加强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运用；落到“实”，推
动一批标志性工程项目落地建设；借好

“力”，用足用好绿色金融工具。
为此，甘肃将创新政策供给，从财

政金融、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
策、环境政策、运营监管等方面实施政
策创新，积极营造有利于绿色生态产业
发展的制度环境，促进各类要素聚集绿
色发展。

在绿色金融方面，甘肃将统筹设立
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引导和鼓励发行绿
色债券，扩大绿色保险覆盖面，支持绿
色企业上市挂牌，鼓励引导金融资金和
社会资本更多投向绿色产业和生态环境
治理。建立全省大生态项目名录和项目
库，支持环境效益显著的项目纳入大生
态项目库。

在考核导向方面，甘肃将坚持差异
化主体功能定位和全省生态产业统一布
局相结合，生态经济考核与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评价有机结合，生态环境治理和
绿色产业发展相结合，完善生态环保基
础数据采集体系，将其作为市州政府和
部门领导班子工作实绩及干部任用的重
要依据，并纳入各级各部门年度绩效考
评范围，增强干部的生态担当和绿色发
展意识。

前不久，甘肃省提出将采取更大力
度、更加灵活、更加柔性的政策措施，
引进培养推动绿色生态产业发展的经济
技术类人才，为生态产业发展提供强有
力的人才支撑。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

甘肃：让新兴产业“挑大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发明 李琛奇

《甘肃省推进绿色生态

产业发展规划》，提出着力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培育发

展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清

洁能源、先进制造、文化旅

游等十大产业，促进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第24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上，甘肃河西走廊戈壁农业基地生产的有机蔬菜受到客商青睐。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通讯员赵劲松报道：近日广
西下达乡村振兴发展资金13.2亿元，用于全区273个园
区路网、给排水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

广西财政部门通过不断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存
量资金盘活力度，积极筹措资金，大力支持乡村振兴产
业发展、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能力建设。

据了解，此次下达的乡村振兴发展资金为 13.2 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全区 273 个园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涉及总投资 304.8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10.39 亿元。
其中，园区路网项目 165 个，总投资 259.30 亿元，年
度计划投资85.28亿元；园区给排水和污水处理项目78
个，总投资 41.47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2.31 亿元；园
区电网项目 25 个，总投资 2.65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2.08亿元；园区燃气项目3个，总投资1.41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 0.71 亿元；园区信息网络项目 2 个，总投资
0.03亿元，年度计划投资0.02亿元。

广西下达乡村振兴发展资金13.2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