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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蒋 硕 王当
银 曾庆奥）日前，在牡丹区皇镇街道办事
处的定胡路北延潘庙李安置区项目建设现
场，笔者看到，建筑工人往来穿梭，施工机
械紧张运转，一派繁忙的建设景象。

该安置区项目总投资 5500万元，规划
安置 338户、1124人。目前，1-4号楼的主
体建筑已完成，6号楼和 8号楼正在进行主
体建设，其他楼房的基础土建工程已完成，
着力建设成居住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善、
文化氛围浓厚的新型居民小区。

皇镇街道在着力加快城镇化建设的
同时，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市场

前景好的工业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设
中，将成为镇域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菏泽石炭纪科技有限公司纳米新材
料项目是山东省重点项目之一，总投资 38
亿元，依靠自主研发的纳米核心技术支撑，
主要生产“纳米复合绝热材料”“纳米颗粒
晶须复合材料”“纳米球形硅微粉”等新材
料，项目拥有多项国际领先的工艺、应用技
术专利。目前已进行试运行，该项目全部
达产后，每年可实现销售收入 100亿元。

皇镇街道党工委书记穆静表示，近年
来，该街道持续加大“双招双引”力度，持续
深化“一次办好”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促进资源向工业集中、要素向工业聚集，引
进建设了一批像石炭纪纳米材料的高科技
项目，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在山东润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数
辆叉车在紧张运输新材料加气块，运输车
辆排队等待装货。该公司是一家研发、制
造、销售、应用节能绿色新型材料及建筑安
装的大型企业，引进了国内先进的自动化
设备及工艺技术，一期生产线投资 9000多
万元，目前年产值已过 4000万元。产品远
销全国各地，并出口澳大利亚、新西兰、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菏泽华瑞面业有限公司是落户皇镇

街道的又一大项目，现有两条布勒生产线、
两条挂面生产线、一条糊粉层功能食品生
产线，全部投产后公司产能将达到日处理
小麦 3500吨。同时，该公司坚持走产业化
发展的道路，大力发展订单农业，形成了

“企业+合作社/经纪人+农户”的产业化经
营模式，现已发展优质小麦订单种植 50万
亩，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据悉，皇镇街道围绕项目建设，建立重
大项目跟踪服务机制、重点难点问题协调
解决机制，提供“保姆式”服务，贴心为企业
排忧解难，一批重点项目正加速“跑起来”，
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初冬的牡丹区黄堽镇邓庙村芍药种植
基地，一派忙碌景象。村民们两人一组，打
窝、洒肥、放种、埋土……对于邓庙村人来
说，芍药不仅美丽娇俏，更是大家的致富花。

“芍药全身上下都是宝，根是中药，籽和
芍药花都能卖钱。”11月 12日，正在基地干
活的种植户邓仰俭看着自家 70多亩芍药笑
得合不拢嘴。

这两年，当地党委政府、村“两委”立
足于发挥好特色主导产业引领带动作用，
鼓励群众继续扩大芍药、牡丹种植面积，
鲜切花生产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经济效益。
“我们现在栽种的品种是绿宝石，开出

的花朵颜色是绿色的，非常适合鲜切花。”邓
仰俭介绍，芍药品种达几百个，但并不是每
种芍药都适合鲜切花，用于切花的芍药，一
般要求花朵直径在 15 厘米以上、花瓣层次
感强、花枝较长，适宜运输、冷藏，插在水里
宜于开放。

“一亩地种植芍药3000棵，小棵一般产芍
药一两枝、两三枝，大棵可以产三四枝、四五
枝，统算下来，一亩地可以产一万枝芍药鲜切
花。”种植户邓兴于告诉记者，考虑芍药生产周

期、自然灾害等多重不确定因素，基地预计出
产的芍药鲜切花可以达到140万枝左右。

“芍药鲜切花，让农村盛开了一份‘美丽
经济’。”黄堽镇宣传委员韩飞说，近年来，当
地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发展牡
丹芍药鲜切花种植面积近 4万亩，乡亲们已
经从中尝到了甜头。黄堽镇孔庄村 65岁的
李福成说：“去年，家里 4亩地流转种花，地
租每年 1050 元，我和老伴儿在花田务工又
收入 12000 元，知足啦！”在孟庄村，同样在
芍药地里劳作的王峰说，不仅有地租和劳务
收益，还靠着成片的花田在附近卖小吃。今

年五一开门迎客，7天就收入了两三千元。
“黄堽镇制定了以芍药牡丹等花卉产业

为核心，以特色种植、乡村旅游为两翼，融合
发展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规划，全力推动芍
药牡丹产业市场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黄堽镇党委书记朱中华表示，下一步，镇党
委政府将通过强化龙头培育、园区建设、市
场开拓、品牌打造和链条延伸，进一步发展
壮大种苗繁育、花卉培植、精深加工和文化
旅游等产业，不断提升芍药牡丹的综合效
益，让乡亲们更多地分享收益、增加收入。

记者 李若生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吕洪乾）11
月 9日，牡丹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
举工作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市、区委关于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安排
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落实
措施，切实增强做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确保换届
选举工作依法有序进行。

会议要求，要突出重点，依法有序，稳
妥推进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要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确保换届选举正确方
向；要严格人选标准条件，确保人大代表
的质量和结构；要严明纪律规矩，全方位
教育引导、全过程从严监督、零容忍查处
问题，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要准确把
握形势特点，严格把握换届选举的方法步
骤和时间节点。要依法做好宣传发动、选
区划分、选民登记、提名代表候选人、确定

正式代表候选人、投票选举、代表资格审
查、召开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等各项工作，确保选举合法有效。要切实
把做好区镇人大换届选举宣传工作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精心策划安排，加强统筹
协调，健全工作机制，为换届选举工作顺
利开展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会议强调，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
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影响深远。区
镇人大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精心组织，
科学谋划，周密安排，依法依规开展好各
项选举工作。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以
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搞好培训指
导，营造良好氛围，严肃纪律规矩，精心
组织，周密安排，确保区镇两级人大换届
选举工作圆满成功。

本报讯（记者 李若生）“铠驿新材料
项目，主要从事超高强铝合金材料生产
和高铁、航空、军工设备部件加工，产品
为无缝薄壁大直径管材、棒材、板材和超
长型材。”日前，谈起铠驿新材料项目落
户，牡丹区吴店镇党委书记魏士庆介绍，
围绕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镇以“产业
带动、突出特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为
原则，打造 11个村的党建示范片区，协同
推进党的建设、产业发展、村级服务、环
境整治等工作。

片区内各村党支部依托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在产业布局、联合社建设、

技能培训等方面共谋划、互服务、补资
源，加快做大村集体经济总量。整合要
素，构建产业生态圈，探索构建“两带四
区”的产业布局，成立产业联合社，实行

“一核双阵”促合作社发展模式，鼓励区
域邻近、业务相近的按“独立经营、联合
发展”的原则，组建“要素融通、服务互
助、品牌共创”的联合社，加快构建利益
共同体，片区内采取“站-村-技术员-
示范主体-群众”模式，邀请技术员开展

“短平快”式培训，提升农业生产质效，
对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进
行了有益探索。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蒋 硕 马孝
欢）在牡丹区都司镇，山东大西热能设备有
限公司的年产 500台超低氮燃气锅炉项目
快速建设，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B 级锅
炉制造标准规划建设的生产车间、研发中
心等已完工，4条智能化生产线进入试生产
阶段。

据大西热能设备公司负责人姜来军介
绍，超低氮燃气锅炉项目拥有 3项实用新型
及外观设计专利，还有 3 项专利正在申请
中。该锅炉的氮氧化物排放量接近为零，
生产工艺和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产
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

近年来，都司镇大力实施工业强镇战
略，引进建设了东方纪元环保科技、大西热

能设备、超低氮燃气锅炉配套等多个项目，
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广，成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

山东东方纪元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落
地都司镇的另一个高新技术项目。该公司
拥有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其
中水处理过滤器及滤池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目前公司拥有实用新型专利 8项，正在
审批的实用新型专利 1项、发明专利 2项，
准备申请的专利有 5项。”该公司经理沙忠
良说，他们已与大唐环境集团公司、国电科
环集团等多家大型上市公司达成生产基地
合作，和西门子（中国）公司、韩国晓林产业
株式会社等多家国外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刘电清）近
年来，牡丹区李村镇持续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重点引进高新技术企业，着力培育
转型升级新动能，持续推动了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李村镇通过实行“腾笼换鸟”，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对原庆园纺织项目
进行转型升级，建设伟健无纺布科技项
目；优化升级企业用地，建设返乡创业孵
化基地，已安置返乡创业企业 10余家。

返乡创业园区落地建设了琪达服
饰、泰斗包装、圣丽朵纸业、豪达塑业、胜
奥装饰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倾城鲜花
港、黄河部落等一批文化旅游项目蓬勃
发展；酵素农业、梓业农业、百果香热带
水果采摘园等一批生态特色农业基地日
益壮大；累计解决劳动力就业 5000余人，

从业群众人均年增收 4万元以上。
新风牡丹区 50兆瓦(一期）风力发电

项目首台机组并网发电，苏菏针织、慈航
针织、金天新材料、菏鲁电子等一批项目
投产运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赢。康瑞科技、黄河风情源生态农
业观光园项目、百睿新材料科技等一批
在建项目进展顺利。其中，金天新材料
项目主要生产新型多功能高分子新材料
加工助剂，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达到国
内先进水平；菏鲁电子、洪利兴光 LED制
造等企业已成为多家知名大型企业供应
商。

李村镇通过全力营建优质营商环
境，实施筑巢引凤、腾笼换鸟、归雁兴业
等有力举措，项目建设加速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再攀新高。

本报讯 （通讯员 郜玉华 田 征）11
月 15日，笔者从牡丹区安兴镇获悉，该镇
着力打造的“筑巢引凤”企业孵化基地，
目前已吸引了美康胶制品、高诚农牧机
械、杰鑫灏机械、瑞富祥生物科技 4家企
业入驻。企业孵化基地是安兴镇规划布
局的“一园两区”发展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该镇重点培育建设了返乡创业园，在
镇北部规划了返乡创业区，目前已入驻
金泓电子、高峰电机等企业 10余家；在镇
南部规划了制造产业区，已建设了光大
电厂新能源产业区、万成服饰加工、瑞康
机械等 17家企业。

同时，安兴镇不断建立完善了创业
和就业的服务长效机制，持续加大“双招

双引”力度，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在光大
电厂新能源产业区，光大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热蒸汽再利用瑞富康水刺布、发电
炉渣再利用华恒环保、发电炉渣再利用
新型建材 4个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全国
优秀农民工、安兴镇群众刘卫孟返乡创
办的高峰电机公司，今年又投资 1.2亿元
进行了厂房扩建，生产制造家禽自动化
养殖设备，建成达产后,年产值过 5亿元，
可安置村民 600余人就业。

栽好梧桐树，引得金凤栖。截至目
前，安兴镇良好的发展环境已吸引近 200
人返乡创业，落地建设项目 56个，带动就
业 7000 多人，企业年产值逾 10 亿元，经
济社会发展再攀新高。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侯艳伟 张
静冬）11月 15日，笔者从牡丹区大黄集镇
经管部门获悉，截至目前，该镇规模以上
食品加工企业增加到 8家，其中全镇面粉
生产企业的日产力达 1万吨以上，成为鲁
苏豫皖交界地区的面粉加工和粮食贸易
第一镇。这是大黄集镇食品产业快速膨
胀发展的标志之一，目前，该镇食品加
工、木材加工、电子商务三大主导齐头并
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

“为加速食品产业发展，全镇着力规
划建设了食品加工特色产业园，规划总
面积 5.21 平方公里，交通便利，配套齐
全，是投资兴业的理想沃土。”大黄集镇
党委书记张洪领表示，该镇党委、政府高
度重视园区建设，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起
点，整个园区实现了“五通一平”。

木材加工是大黄集镇的又一重点产
业。全镇发展培育木材加工专业村 16

个，大型木材加工企业 12家，小型木材加
工企业 2000余家，累计吸纳本镇及周边
1.5万余名群众就业，形成了户户参与、村
村生产的小规模大群体格局。以周集
村、杨湖村为中心的刷把生产专业村，以
徐庄村、刘三门村为基地的拼板生产专
业村，以黄集村、于寨村为依托的插接板
生产专业村等，都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条，以安陵路为中轴的木材加工产业长
廊初具规模。

大黄集镇红火的电商产业让越来越
多的村民享受到数字经济发展的“红
利”，他们手握“新农具”、干起“新农活”、
变成“新农民”，依托“互联网+”挑起了小
康梦。“2017 年，全镇的电商交易额为
7000万元，到 2020年已突破 1.5亿元，电
商产业实现了弯道超车、后来居上，成为
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产业。”张洪领
说。

本报讯（通讯员 郜玉华 王和平 赵
娣）11 月 12 日，在牡丹区王浩屯镇的山
东达骋汽车散热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当地观音王村的朱俊英正在有条不紊地
组装散热器。目前，该公司已经安置当地
劳动力就业 100 余人，人均工资在 4000 元
以上，助力村民就业增收。

近年来，牡丹区王浩屯镇不断优化营
商环境，加快项目建设，引进落地了一批
大项目，实现了富民强镇。该镇加强服
务，当好企业“服务员”。全力解决企业生
产运行中的实际问题，发挥政府职能，打
通政府服务企业最后一公里，增强企业发
展信心，为经济社会发展护好航。做好企
业发展的“辅导员”，鼓励引导辖区汽车配

件、纺织等重点产业抱团发展，开展企业
联谊活动，建立合作互动机制，互相支持，
携手谋划新发展，促进辖区企业友好共
建，促进了规模发展。干好企业进步的

“宣传员”，通过新媒体、展会等形式推介
企业，帮助企业拓宽销路，增加了企业知
名度。

王浩屯镇通过深挖区位、人文、资源、
产业等多发优势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取
得显著成效。新疆浩风新能源发电、今朝
高新环保建材、濮新高速制梁等一批项目
落地建设，运行良好。总投资 4.3 亿元的
风力发电项目已并网发电，达骋散热器、
环宇建筑设备制造、世运电子、冠宇食品
等一批企业产销两旺。

日前，牡丹区小留镇华燕食品生产车

间，工人正在加工水饺。据悉，该镇前王楼

村村民王庆华在外打工多年，通过返乡创

业，建设了食品加工厂，日产“华燕”牌水饺 5

吨左右，畅销上海、郑州等市场。目前已安

置当地群众 20 余人就业，人均月收入 3000

元左右。

记者 李若生 摄

11月 16日，在牡丹区沙土镇瑞诚包装项目车间，工人正在紧张施工。该项目竣工
投产后将成为江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塑料包装开发、生产、销售等于一体的大型企
业。今年以来，沙土镇先后开工建设了食品园区、新润林食品、裕鲁西达等多个重大项
目，被评为“全省绿色休闲食品特色产业集群”。

通讯员 郜玉华 蒋 硕 摄

11月 15日，在牡丹区吴店镇的铠驿新材料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在组装施工脚手
架，进行项目的车间扩建。今年以来，吴店镇开工建设了华弘风电、泽铭金属、鑫茂餐
饮 3个过亿元项目，及亿华新能源扫地车、英搏尔电机电控、铠驿新材料 3个过 10亿元
项目，纳入省重大项目2个、市重点项目4个，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的项目正成
为镇域经济新动能。 通讯员 郜玉华 蒋 硕 摄

皇镇街道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
牡丹区召开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会议

安兴镇着力打造项目集聚区

李村镇培育经济转型升级新动能

大黄集镇三大产业齐头并进

吴店镇打造镇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黄堽镇：花卉产业催生“美丽经济”

都司镇高新技术产业正发力 王浩屯镇优化营商环境助企发展

沙土项目建设忙沙土项目建设忙 项目建设赋能镇域经济项目建设赋能镇域经济

返乡创业

助 增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