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权威发布

2023年 7月 28日
农历癸卯年六月十一

星期五

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HEZE DAILY

中国菏泽网：www.heze.cn
知 菏 泽 览 天 下

第 9757期
菏泽通二维码

今日八版

中 共 菏 泽 市 委 主 办 国 内 统 一 连 续 出 版 物 号 CN37- 0067

本报讯（记者 杨飞）7月 26日，记者
从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行获悉，上半
年，全市人民币跨境收付合计 191.51亿
元，同比增长 21倍，在本外币收支中占比
60.74%，同比提高 58.9个百分点，增幅及
占比均居全省第一位。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菏泽市中心支
行以提高活动效率为目标，以满足企业
需求为根本，探索个性化服务模式，组
织开展跨境人民币“首办户”及“三突三
增”活动，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建立“一对

一”“面对面”“点对点”服务机制，为企
业提供政策咨询、业务指导、产品推介
等全方位、立体化服务。共举办政策业
务讲座 3次，召开跨境人民币业务推进
会、座谈会 12次，开展进企业送政策、送
产品、送服务活动 60余次，帮助企业解决
跨境融资、汇率避险等业务难题 70余
个。同时不断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
环境，引导金融机构和涉外企业增强本
币结算意识，推动全市人民币跨境收付
不断增长，有力助推了涉外经济发展。

上半年全市人民币跨境收付 191.51亿元
同比增长21倍，在本外币收支中占比60.74%，增幅及占比均居全省第一位

盛夏时节，万物荣华，菏泽大地焕发勃
勃生机。7月 24日至 25日，由中宣部组织的
中央、省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
采访活动走进菏泽，探寻菏泽推动高质量发
展、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生动实践和成效经
验。

这次主题采访团阵容强大，有人民日
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中国日报、科技日报、大众日报等
20余家媒体的 50余名记者。活动中，采访
团先后深入到巨野县、牡丹区、东明县、曹县
等地抓“活鱼”，用镜头和笔触对我市推动高
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思路举措、生动
实践、探索经验的做法进行了深度采访。

在巨野县永丰街道办事处洪庙村农民
绘画专业合作社明亮的画室内，十几位农民
画师正在全神贯注地伏案作画，提笔勾勒、
层层晕染，一朵朵雍容华贵的牡丹花跃然纸
上。

“一个月能画六七幅，收入能有三四千
元，离家也不远，干农活、照顾孩子也都不耽

误。”农民画师纪东丽说。合作社现在有像
纪东丽这样的社员 514人，有相当艺术创作
水平的画师近百人。

近年来，巨野县依托资源优势，以菏泽
牡丹为主要创作题材，着力打造工笔牡丹画
文化产业，目前全国各大画廊画店销售的手
绘工笔牡丹画大多来自巨野。如今，巨野县
已有 49个农民画院，画工笔牡丹图的农民
画师达 1.1万人。

“如果说菏泽是一座把牡丹爱到骨子里
的城市，那巨野就是把画牡丹刻进血脉里的
地方。”大众日报记者毛鑫鑫感叹道。

牡丹食品、牡丹日用品、牡丹护肤品……
在牡丹区龙池牡丹实业有限公司，采访团一
行看到了多种多样与牡丹息息相关的商品。

据了解，该企业致力于牡丹产品技术
研发与市场转化，成功将菏泽牡丹的单一
观赏拓展至食用、药用、保健、日用品、护肤
美妆等多个领域，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牡
丹生物技术转化产业系统，在国内业界享
有盛誉。

“牡丹彰显了菏泽地域特色，并在乡村
振兴中体现出了‘乡村价值’。从单一观赏
到精深加工、文化创意等产业，真正实现一
朵花点亮一座城，发展一方经济，造福一方
人民。”光明日报记者冯帆赞叹不已。

东明县是菏泽高端化工产业的重要阵
地，经过多年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以炼油、精
细化工、新材料等为主的产业体系，涌现出
东明石化、旭阳化工等一批规模效益大、辐
射带动强的重点企业。

其中东明石化 30万吨/年 UPC科技试
验工程项目，是菏泽单体投资最大的高端
制造业项目，总投资达 220亿元，采用了世
界首创专用催化剂，实现原油到化工品的
直接转化，与传统“炼化一体化”工艺相比，
生产同等规模的乙烯可以减少原油消耗约
60%。

“在‘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加速推进的
背景下，东明石化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持续
秉持绿色低碳理念，炼化产业迈出了由中低
端向中高端的步伐。”中国新闻社记者沙见

龙说。
汉服全产业链发展，工厂和仓库遍布大

街小巷，农村电子商务蓬勃发展……采访团
一行还来到曹县大集镇淘宝产业园、曹县原
创汉服产业中心，感受曹县汉服产业、农村
电商高质量发展的魅力。

近年来，曹县依托电商资源优势，聚力
发展汉服产业，现有汉服上下游企业 2186
家、网店 12797个，汉服从业者接近 10万人，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品牌孵化体系。
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
乡就业、创业，为曹县汉服产业的持续迭代
升级提供了“新生力量”。

“曹县汉服产业蓬勃发展，不仅让乡村
不断‘蝶变’，而且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新
引擎’。”农民日报记者蒋欣然说。

采访团记者纷纷表示，通过采访，切身
领会到菏泽的一些好经验和好做法，将用文
字和镜头讲好菏泽故事，传播菏泽好经验，
让更多人了解菏泽、认识菏泽、走进菏泽。

记者 王振宇

讲好菏泽故事 奏响奋进强音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侧记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7月 27日，市政
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市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介绍我市上半年经济社会运行情
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市政府研究室主任
吴洪波介绍，今年以来，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全市上下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抢
抓机遇、主动作为，全方位推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良好增长态
势，经济运行持续向好，实现了“时间过半、
任务过半”。上半年，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
22项重点指标中，我市有 6项增速居全省前
3，有 16项增速居全省前 8，增速排名前 8的
指标占总指标的 72.7%。其中，全市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 2216亿元、总量居全省第 8位；
可比增长 7.1%，分别高于全国、全省 1.6个、
0.9个百分点，居全省第 3位。

一产形势稳定、二产稳定恢复、三产较
快增长。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实现夏粮应收
尽收、夏播应播尽播；全市小麦平均亩产
443.65公斤，总产 409.5万吨。工业生产稳
定恢复，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3.7%，高
于全省6.8个百分点，居全省第2位，连续5个
月居全省前 3位。服务业实现较快增长，1至
5月份，全市规上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131亿

元，同比增长 13%，居全省第 3位；其中，交通
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同比增长 24.4%，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同比增长 16.2%，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同比增长 25.9%，信息传输、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2.9%。

投资继续保持增长、消费稳步复苏。固
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同
比增长 9.6%，居全省第 4位；其中，工业投资
增长 8.9%，房地产投资增长 14.2%，基础设
施投资增长 23.5%。重点项目建设提质增
效，我市调度的 149个实施类省重点项目，
已开工 141个，开工率 94.6%。消费市场不
断恢复，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
额 998.2亿元、增长 14.2%，增速居全省第 1
位。全市网零额实现 128.98亿元，同比增长
23.5%。实物商品网零额实现 117.8亿元，
同比增长 25.1%。全市新增限额以上批零
住餐企业 154家。房地产市场逐步走稳，上
半年，全市新建商品房批准预售 451.6万平
方米、增长 19.1%。新建商品房销售 473.5
万平方米、增长 4%。

财政收入韧性较强，金融运行整体稳
健。财税收支稳定增长，上半年，全市完成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71.2亿元，完成预算的
54%，同比增长 4.7%，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352.5亿元，增
长 20.4%，增幅居全省第 1位，重点项目和重
点领域的财政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主要金
融指标稳中向好，各项贷款呈现持续增长趋
势，截至 6月末，全市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7082亿元、4371亿元，居全省第 8位、第 10
位，分别增加 11.8%、14.2%，居全省第 7位、
第 4位。债券资金保障充足，今年以来，我
市通过国家、省审核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共计 237个，已发行 93个、额度 118.5亿
元。32个 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
（基金）项目已全部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
436.8亿元，基金投放金额 39亿元，预计可
撬动项目贷款 400亿元左右。

市场主体持续活跃，企业总量持续攀
升，进出口延续向好势头。市场主体总量持
续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有市场主体注
册户数 95.4万户、居全省第 7位。“四上”企
业实现新突破，上半年，全市新入库“四上”
企业 409家，同比增长 97.6%。优质中小企
业培育数量持续攀高，上半年，新增省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 149家，累计达 407家。进
口出口同步发力，上半年，全市货物进出口
实现 329.7亿元，同比增长 4.9%，高于全省
3.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实现 138.1亿元，

同比增长 6.9%；进口实现 191.7亿元，同比
增长 3.5%。6月当月，全市货物进出口实现
59亿元，同比增长 36.5%。

安全生产、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屏
障守得更牢。安全形势持续稳定，今年以
来，全市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及
自然灾害事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空
气质量稳中向好，上半年空气质量综合指数
为 5.05、同比改善 3.1%，PM2.5平均浓度为
52微克每立方米、同比改善率居全省第 2
位。金融运行整体稳健，风险可控。

吴洪波表示，总的来看，我市经济整体
好转，呈现出加快恢复、回升向好的总体态
势，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下
半年，我市将紧紧围绕年初制定的任务目
标，坚持问题导向，坚定发展信心，找准抓
手，精准发力，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聚力
抓好项目建设，全面强化财税征管，着力畅
通经济循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推
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市经济运行持续向好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上半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216亿元、总量居全省第8位；可比增长7.1%，居全省第3位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现在给

大家推荐的是单县吊炉烧饼，饼皮金

黄酥脆,里面柔软美味……”7 月 21

日，在单县谢集镇一家电商直播基地

内，主播正在推介单县美食。近年

来，当地政府实施新媒体助力乡村振

兴行动，挖掘培育本土电商人才，提

供技能培训、流量扶持等赋能服务，

打造以数字经济助推乡村振兴为核

心的新经济增长极。

记者李若生摄

数字赋能

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时苏建）7月 27日，市
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今年第 5号
台风“杜苏芮”外围云系和台风减弱后形
成的低压影响，28日夜间至 30日夜间，
我市自南向北开始出现明显降雨，全市
过程平均雨量 40～80毫米，局部 150毫
米以上，小时最大降雨量 20～40毫米，伴
有 7～9级雷雨大风。

据市气象台台长景安华介绍，截至
27日 17时，台风“杜苏芮”位于福建省厦
门市南偏东方向约 360 公里处（北纬
21.4 度、东经 119.2 度），将以每小时
15～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将有所增强。根据最新资料分析，
预计台风“杜苏芮”减弱为热带低压之
后，低压中心将于 30日 5时前后在曹县
附近进入我省。

具体天气情况为，27日夜间到 28日
白天，多云间阴局部雷雨或阵雨，最高温

度 35℃，最低温度 25℃，东南风转东风
3～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 7～9级。
28日夜间到 29日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
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最高温度 30℃，最低
温度 24℃，东北风 3～4级，雷雨地区雷雨
时阵风 7～9级。29日夜间到 30日白天，
阴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雷电，最高温
度 27℃，最低温度 24℃，东北风 3～4级，
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 7～9级。另外，7月
31日至 8月 1日我市还有一次降雨过程。

气象部门建议，受台风“杜苏芮”影
响，有关部门应提前做好防台风抢险应
急工作；台风临近时，停止户外高空危
险作业，加固或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
物；广大群众应做好防范强降水、大风
天气对城市内涝、生产生活、交通出行
等带来的不利影响。由于台风“杜苏
芮”移动路径不确定性较大，请及时关
注天气预报。

市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

台风“杜苏芮”将影响我市
28日夜间至 30日有明显降雨，局部降水量 150毫米以上

新华社北京 7月 27日电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开幕式 7月 28日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

开幕式并宣布本届大运会开幕。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新华网进行图文直播。

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开幕式 28 日晚在四川成都举行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大运会开幕

夏日的乡村绿意盎然。走进鄄城县
郑营镇杨胡同村，40余亩谷子长势喜人，
在微风中翻滚着绿浪，展现着好“丰”
景。种植户于高根穿梭田间，查看谷子
长势，并随手拔掉田间的杂草。

于高根告诉记者，这是他种植谷子
的第五个年头，因为上市早，米质好，每
年都能卖个好价钱，而且，有不少客户为
了能买到“新米”，都是提前预订。

2018年，从事多年发制品生意的于
高根萌生了流转土地搞种植的念头，在
杨胡同村“村两委”的协助下，他成功流
转土地 600余亩，种植油菜、大蒜、玉米、
大豆、谷子等经济作物。

出生在农村的于高根对于“种地”并
不陌生，他一直认为种地不需要技术，只
要不怕热不怕累，谁都能种出好庄稼。
然而，正是这种想法让他吃了“大亏”。

“头两年刚种植谷子的时候，我完全
按照‘老式’种植法，一亩地最高只能产
200多斤。”于高根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结识了一位多年种植谷子的行家，人家种
植的谷子一亩地就能产出六七百斤。

“一打听才知道，种植谷子的门道多
着呢，不是浇浇水施施肥就可以了，啥时
候浇水、啥时候施肥都是有讲究的，这样
才能高产。”于高根说。

此后，于高根就开始关注谷子及多
种农作物的种植技术，并虚心向他人请
教。当积累的农技知识越来越多时，于
高根愈发感觉到“科技种田”的重要性。
改变了谷子的种植方法后，现如今，于高
根种植的谷子每亩也能产 600多斤，他感

慨道：“这要是不换个种法，吃亏还在后
头呢。”

通过学习农业种植技术，于高根还改
变了大豆和玉米的种植模式，目前他采用
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每亩地能增收
500多元钱。“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意义
在于提高土地利用率、充分利用光热资
源、发挥植株边行优势、培肥土壤、降低生
产成本、增加亩均经济效益。”于高根说。

于高根告诉记者，他采用的是“四六
式”复合种植，四垄玉米和六垄大豆穿插
种植，这种种植模式成功破解了大豆玉
米“争地”的难题，实现了玉米基本不减
产、能稳产，同时又多收一季大豆。尝到

“甜头”的于高根想尽快把自己学来的种
植模式推广给周边群众，带动大家共同
增产增收。

近年来，随着农业技术快速进步、生
产方式不断创新，鄄城县涌现出了一大
批像于高根一样的“新农人”，尽管他们
的工作内容和“种地”密不可分，但是种
植方式却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在这些

“新农人”的努力下，新业态、新模式不断
培育成型，稳步推动农业转型升级，更多

“新农人”成为“兴农人”，担起带领一方乡
邻勤劳致富的光荣使命。

记者 焦同帅 通讯员 刘永霞

“新农人”成为“兴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