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产业崛起挺起高质量发展“脊梁”

谁的技术领先，谁就能抢占市场份额。
作为了未元大健康产业园重点项目之一，抗癌药及外用

制剂项目是智能化柔性共享制造平台的成果转化。目前，该
项目正处在GMP准备认证阶段，预计今年 12月份完成认证，
明年年初投产运营后，主要生产具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壁垒的
抗癌药及外用制剂产品，填补了菏泽无自产抗癌药物的空白。

在国内最大的心脑血管中成药和中药注射剂生产基地，
山东步长中药绿色智能化制造项目将现代工业信息化技术
集成应用到中药生产，实现了中药材从进车间到成品发货出
车间的全线自动化。

山东步长制药不仅拥有稳心颗粒、丹红注射液这样的拳
头产品，还布局安宫牛黄丸、六味地黄丸等一批传统经典产
品，形成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现代中药产品集群。

在菏泽这方热土的滋养下，二十多年来，山东步长制药坚
持“生产在菏泽、税收在菏泽、制造在菏泽”的战略，一步步成
长为行业内的参天大树。

生物医药是菏泽着力打造的首选主导产业，菏泽举全市
之力加快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积极构建生物医药产业生
态圈。当前，业态一流、产业一流、模式一流的现代医药港初
具气象，鲁西新区、定陶区、鄄城、郓城四个专业园区集聚发
展，形成了“一港四园”发展格局，规上企业营业收入去年达到
729亿元，千亿级产值、百亿级税收的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初冬的曹州大地，依然艳阳高照，一处处建设现场热潮涌
动，一个个重点项目振奋人心。在东明石化 30万吨/年UPC科
技试验工程建设现场，工程车来回穿梭，基础设施施工全面展
开。

创新是产业发展的最强动能。作为山东省重大项目，该
工程技术水平先进，主要建设世界首台套 30万吨/年原油裂解
制烯烃装置，该装置突破了原油催化裂解制烯烃“卡脖子”关
键技术，打破全球石化行业现有工艺路线格局。项目建成后，
生产同等规模的烯烃产品，原油资源消耗降低约 60%，有效破
解国内化工原料短缺难题，推动石化产业向下游和高端延伸，
是东明石化产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工程。

高端化工产业扩能提质，形成以东明石化、旭阳化工、中
信国安等为龙头，涵盖石油化工、煤化工、精细化工全链条的
产业集群，石化产业列入全省“一基地、两集群”发展格局。

锚定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菏泽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强基
固本、提质增效”三年行动，“231”特色产业裂变升级，10条重
点产业链加快塑成。

如今的菏泽，生物医药产业加速崛起，高端化工产业乘势

而上。聚焦培大做强“231”产业体系，重点打造化工、生物医
药、机电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木材加
工、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和商贸物流等 10条产业链，加快实施
重点产业突破，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质效。

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方可枝荣。龙头企业带动下，一
批批大项目、好项目的加快建设，菏泽重点产业链正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现代产业发展的“四梁八柱”愈加
稳固。

不断拉近与世界的距离
打造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现在回菏泽，不到两个小时，就能从杭州飞回牡丹机场
……”在杭州师范大学工作多年的韩维晨，回家的方式不断在
变，时间也越来越短。

杭州第 19届亚运会期间，他所在的杭州师范大学（仓前
校区），承担亚运会女子排球和 7人制橄榄球两项决赛赛事。

“因为有了机场，不少菏泽的朋友来杭州观看赛事，虽然身处
异乡，但感觉和家乡的距离越来越近。”韩维晨告诉记者。

交通，曾是多年来制约菏泽发展的突出瓶颈，现已转变为
实现后来居上的巨大优势。几年间，高速公路、内河航道、铁
路等基础设施接连取得重大突破，机场、高铁相继开通，菏泽
与外界的时空距离越来越近。

2021年 4月 2日，菏泽牡丹机场正式通航，首航航班自济
南出发到菏泽起航直飞西安，菏泽人民实现了“航空梦”。菏
泽牡丹机场在“十三五”期间规划、建成并投用，创造了华东地
区建设速度最快、行业验收时间最短、实现通航最早的典范。

牡丹机场通航以来，航线共通达 28个城市，旅客吞吐量
累计达到 134.3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旅客吞吐
量达 2.1万人次。现已初步形成“南北互通、东西串联、辐射西
北”的航线网络布局，开辟了迈向全国、走向世界的空中走廊，
成为后来居上的新引擎。

同年 12月 26日，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正式投入
运营，结束了菏泽不通高铁的历史。现在，菏泽东站日开行列
车达到 56列，至北京最快运行时间为 2小时 54分；至济南最
快运行时间为 1小时 20分；至青岛最快运行时间为 2小时 53
分。今年以来，菏泽东站客运量达到 164万人，其中，中秋国
庆“双节”期间客运量超 6.6万人。

机场通航、高铁开通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多便利，对于城
市而言，交流“朋友圈”也随之扩大。

现在的菏泽城区，绿波带上车流通畅，不仅道路更加宽
敞，群众的心情也更加舒畅。11月 6日，长江路快速通道全段
开启试运行，全线不设置红绿灯。“这条快速路通车后，大大缩
短了去往机场和高铁站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菏泽也有了一条
城市快速通道。”出租车驾驶员王德国告诉记者。

交通兴，百业兴。2018年洙水河航道通航，我市内河航
道实现从无到有；2021年 10月 29日，新万福河航道一期建成
通航，被升级为国家级干线航道，内河航道实现从有到优。目
前，巨野麒麟港日吞吐量超过万吨，巨野万丰港日吞吐量超 2
万吨，成武安济河港实现试运营。

近年来，我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不断增加，实现了县县通
高速。先后建成德上高速鄄菏段、菏宝高速菏泽段、德上高速
巨单段、枣菏高速、日兰高速改扩建、濮新高速菏泽段等，通车
里程从 260公里增长到 590公里，市内高速出入口增加到 36
处。

地处鲁苏豫皖四省交界的菏泽，机场、高铁建成投用，6条
高速贯穿境内，内河航道直通京杭大运河。随着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菏泽正展现出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日
益成为综合性立体交通新枢纽。

守好粮仓 端牢饭碗
“科技之犁”深耕希望的田野

11月 8日，立冬。田野间万物萧条，东明县小井镇东开百
鲜农业科技（菏泽）有限公司温室大棚内绿意萌动、生机勃
勃。该公司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占地 1200余亩，其中高标准大
田 600亩，设施大棚 300亩，主要种植礼品西瓜、甜瓜和口感西
红柿等。

“随着市场行情变化，我们不再单纯追求高产，开始瞄准
高端市场，走精品果蔬路线，今年春节前后上市的礼品西瓜，
每公斤售价在 30元至 40元。”该公司办公室主任王建仓说。

顾不上自家的“一亩三分地”，60岁的小井村村民李青莲
成了现代农业产业工人，每天在基地大棚内忙碌。“从前种粮
产量少，大伙儿吃不饱，现在种瓜靠科技，价钱卖得高。几十
年间，生产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像俺这样的‘泥腿子’
也成了基地的产业工人，每月能领 3000多块钱工资。”李青莲
说。

基地实行订单式种植，按照统一供苗、统一标准、统一服
务模式，打造规模化生产基地。农户只需要专注田间管理，瓜
果成熟后，由本地企业集中收购，订单农业成为农户稳产增收
的致富产业。

20世纪 70年代，小井村曾是“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
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1978年，小井村启动包产到户、包
干到户改革，成为全国最早一批实行分田到户、落实家庭联产
承包责任制的村庄。通过“包产到户”，1979年，小井村粮食总
产量比 1977年翻了四番，村民温饱问题得到解决，迈出农村
经济改革的第一步。

45年过去，这片土地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成为国家级农业
产业强镇。小井镇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品牌农业，
传统优势产业规模不断提升，富硒小麦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 2
万亩，生猪养殖规模超过 70万头。同时，不断延伸优势产业
链条，孵化富硒面粉加工、花生饮品加工、生猪屠宰等下游产
业，拥有“东明红”“小井故事”“维榕”等特色品牌，以种植业、
养殖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为支柱的产业结构格局初步形成。

“我们这里虽然属于塌陷地，但是种植小麦收成很好。”近
日，郓城县张营街道刘一村村民曹翠香介绍，“有山东省农科
院的技术扶持，村里的采煤塌陷地经过治理，没法耕种的荒地
已经变成良田。”

在郓城县张营街道澎湖湿地，游客或悠闲垂钓，或漫步湖
边，一片欣欣向荣景象。难以想象的是，这里几年前还是一片
因采煤而形成的沉陷区，地表塌陷、道路断裂、房屋倒塌、沼泽
遍地……

“去年雨水多，村里地势洼，11月份才种上小麦，种的是省
农科院提供的优良品种，小麦收成很好。今年又因为天气原
因，小麦种植日期推迟了，但是有省农科院专家指导，根本不
担心产量。”曹翠香说。

郓城县是全省 4个国家级超级产粮大县之一。该县依托
山东省农科院“三个突破”工作组技术、人才等优势，积极示范
推广粮食新品种、新技术，延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粮食产
业。今年，郓城县小麦收获面积 143.36万亩，比上年增加 0.2
万亩，平均亩产 901.76斤，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

扛牢农业大市责任，敢为人先的菏泽儿女，全力推动农业
全产业链发展，粮食总产连年稳定在 150亿斤，9个县区全部
是产粮大县，矢志不渝地守护着国家的“粮袋子”。

补精神之钙 强作风之骨
过硬作风激发干事创业强大动能

“三年攒钱，三年筑台，三年盖房，三年还账。”曾几何时，
这是黄河滩区群众生活的真实写照。

“第一次到俺对象家，没想到村里条件这么差……”日
前，在东明县沙窝镇尚庄新村，36岁的李改芳对记者说。
十年前，李改芳与尚庄村青年韩换城相恋，尽管已经听说
该村的贫困情况，但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坑坑洼洼的道
路、孤岛一般的房台和破旧的房屋，想想以后的生活，她忍
不住哭了一场。

结婚后有了孩子，教育问题是李改芳最头疼的事。村里
没有学校，她只能将孩子送到几公里外的学校上学。每到下
雨天，出村的道路泥泞湿滑，她和孩子不止一次在路上摔倒。

“现在好了，社区啥都有，想想还跟做梦一样。”2021年，李
改芳一家搬进尚庄新村二层小楼。漫步社区，幼儿园、小学、
卫生室、超市等一应俱全。文化广场上，老人三五成群聚在一
起晒暖、聊天，其乐融融；社区服装厂内，村民务工挣钱、照顾
家庭两不误；宽敞的道路两旁，收获的玉米码得整整齐齐，传
递着乡村丰收的喜悦……

但在启动搬迁前，村民对滩区迁建工作不理解，尤其对于
老人来说，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故土，抵触情绪很重。各级干
部一遍遍上门，耐心地给村民描绘未来的规划，讲解搬迁的巨

大好处，提供无微不至的帮助。民心是杆秤，基层干部的担当
逐渐赢得群众信服，群众慢慢转为理解支持。

黄河滩区迁建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没有任何可借鉴
的先例。为了确保工程质量和如期完工，菏泽各级责任人员
先后攻克了清障拆迁、引黄淤沙等十大难关，让黄河滩区群众
的安居梦一步步照进现实。

产业发展是保障滩区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
键。菏泽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依托
滩区自然资源丰富、土地污染少、生态环境优美、历史文化悠
久等优势，建设黄河滩区生态和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带，实现安
居与富民同步推进、生态与产业同步发展，真正让黄河滩成为
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花果滩、幸福滩。

举全市之力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累计减贫 170万人，
855个省定贫困村全部出列，历史性高质量解决绝对贫困问
题。圆满完成黄河滩区居民迁建任务，累计投资 150多亿元，
高标准完成了菏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28个村台、6
个外迁社区全部建成投用，14.6万滩区群众彻底摆脱黄患之
苦，实现安居梦。

近年来，广大菏泽干部群众投身于脱贫攻坚、滩区迁建、
乡村振兴等急难险重任务，啃下了一个个硬骨头，打赢了一场
场硬仗，思想观念明显转变，能力作风持续提升，干事激情竞
相迸发，人心思齐、人心思干、人心思上的氛围日益浓厚。

8月 2日，菏泽市委十四届五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菏
泽市委关于提升干部队伍能力作风的 20条意见》，明确要求
锻造六种作风、提升六种能力、强化八种保障，为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提供了行动方案。

在全市干部群众的努力下，曾经落后的菏泽奋起直追，经
济总量实现了由“全省垫底”到“跻身中游”的历史性跨越，经
济总量突破 4000亿元，菏泽后来居上迈出新的步伐。前三季
度，菏泽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3402亿元，主要经济指标中，7项
增幅居全省第一位，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加快恢复、持续向
好态势，彰显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活力。

如今，菏泽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观念明显转变，能力作风持
续提升。相信在这样的氛围下，菏泽定能用不懈奋斗创造一
项项新的奇迹，书写一个个新的绚丽篇章。

当前的菏泽，正站在积厚成势、蓄势跃升的新起点，但真
正实现后来居上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需要广大党员干
部顽强拼搏、苦干实干。

滴水穿石，滚石上山。菏泽干部群众不曾放弃，一届接着
一届干，人心思干、谋事力做的氛围日益浓厚，全市上下铆足
一股劲，正沿着后来居上奋进方向阔步前行。

文/图 记者 张啸仝志华 冯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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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居上，是千万菏泽
儿女的奋进方向；突破菏泽，菏泽

儿女一步一个脚印践行使命担当。
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菏泽在重点产

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品质提升等
方面持续练内功、下苦功、做实功，探索出一条
后来居上的“菏泽路径”，成为全省发展速度最
快、综合实力提升最明显的地市之一。

城市蝶变、万象更新。菏泽这方热
土，正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

章。

山东步长制药稳心颗粒生产车间山东步长制药稳心颗粒生产车间

牡丹机场牡丹机场

新万福河航道巨野万丰作业区新万福河航道巨野万丰作业区

德上济广高速互通枢纽德上济广高速互通枢纽

东明县长兴集乡兴东新村东明县长兴集乡兴东新村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通车运营鲁南高铁曲阜至菏泽至庄寨段通车运营

———菏泽奋力谱写后来居上崭新篇章—菏泽奋力谱写后来居上崭新篇章

全 面 深 化 改 革全 面 深 化 改 革 赋 能 菏 泽 高 质 量 发 展赋 能 菏 泽 高 质 量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