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姜玉鹏 孙安琪）时
下，行走在鲁西新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
设画面，一处处忙碌有序的生产场景，一
幢幢拔地而起的新建厂房，给新区高质量
发展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这些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与新区招
引项目的精准策略、高效服务密不可分。

2月中下旬，市政协副主席、鲁西新区
党工委书记朱中华与市招商引资考察团
赴厦门、杭州考察招商；3月上旬，鲁西新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王新国与市
招商引资考察团赴广州、深圳开展招商活
动，走访对接重点企业……一家家企业去
考察，一个个项目去洽谈，一份份合作意
向去争取。这个春天，随着一次次的招商
之旅，一批大项目、好项目正在鲁西新区
这片热土全面铺开。

今年一季度，鲁西新区已签约项目 10
余个，协议投资额 40亿元，储备在谈重点

项目 20余个，实现招商引资“开门红”。
“开门红”的背后是项目投资、产业培

育、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是鲁西新区
“221”特色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的鲜活
写照，更是鲁西新区上下坚定不移推动实
施“产业兴区、工业强区”战略的有力印证。

“是鲁西新区招商人员的真诚，让我
们坚定了落地新区、扎根新区的信心。”签
约仪式上，中扬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山东凯大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同
行企业，扎根同一座城市，可以更好地进
行技术交流与人才互动，让创新思维不断
碰撞，激发更多新成果，提升行业影响力，
吸引更多上下游企业汇聚新区，构建起更
完善、更强大的产业业态。

招商引资，是一个地区产业转型升级
的重要抓手，更是发展的后劲所在。如何
实现高质量招商引资，推动其从单纯的

“量变”迈向具有深远意义的“质变”？

今年伊始，鲁西新区牢牢抓住高质量
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改革创新、先行
先试，紧紧围绕鲁西新区“221”特色现代
产业体系，全面完善产业链招商图谱，强
化配齐招商力量，精准抓好招商引资工
作。

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全面打好招商引
资这场攻坚战中，各镇街各部门也纷纷谋
措施、出实招、优服务，形成了人人重视、
全域动员的“大招商”格局。

以吕陵镇为例，该镇创新提出“三树
三化”工作要求，即树立“在其位、谋其政”
责任意识，树立“朝受命、夕饮冰，昼无为、
夜难寐”的使命意识，树立“今天再晚也是
早、明天再早也是晚”的效率意识，“任务
安排”台账化、“一线工作”常态化、“跟踪
问效”具体化，进一步强化了干部的责任
意识和效率意识。“这一创新举措不仅
转变了大家的工作作风，更有效激发了大

家招商引资、创新发展的积极性，为全镇
高质量招商引资奠定了坚实基础。”吕陵
镇纪委书记张明智说。

岳程街道同样也积极投身招商工
作。自全区工作大会召开以来，紧紧锚定

“开门红”目标，精准发力，一方面创新“一
企一策一清单”机制，以底数清筑牢经济
发展基本盘；另一方面全面开展“亮身份、
亮承诺、亮服务”专项行动，推行码上评议、
首问负责、限时办结等制度，倒逼服务质效
提升。同时，持续深化“服务+”工作机制，
围绕招商引资、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等领域
靶向施策，为“全年红”目标夯实了根基。

当下，随着招引渠道的多元化、谋划
措施的系统化、资源整合的高效化、服务
保障的精细化，一批投资规模大、科技含
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大项目、好项目，正在
逐步集聚新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聚
智汇力、聚势赋能。


















































































鲁西新区：招商引资实现首季开门红

本报讯（通讯员 苑肇波）近日，鲁西新区陈集镇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携手“华容爱心义剪”志愿服务队，共同走
进陈集镇敬老院，以温暖人心的“情暖夕阳 爱心义剪”学
雷锋活动，赢得敬老院老人的连连称赞。

活动现场，剪刀、梳子、吹风机等工具整齐摆放，理发
师耐心询问老人的理发需求，细心地为他们围上围布，然
后拿起剪刀和梳子，精心为老人修剪头发。修剪过程中，
理发师还与老人亲切交谈，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生活
情况，现场氛围温馨融洽。

近日，在鲁西新区宏励精密模具（山东）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工人正在制作模具。近

年来，该企业注重技术能力的投入和研发，以放大关键变量撬动效应，加快激活企业发展新动能。其生产的高

端模具主要应用于汽车、航空航天、精密电子等领域，年产值3000余万元。 通讯员 孙安琪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康君）为进一步营造全民阅读的良
好氛围，引导居民养成多读书、读好书、爱读书的良好习
惯，3月 18日，鲁西新区万福街道开展“春风送书香 阅读
润人心”全民阅读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简要介绍了此次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鼓励居民养成爱读书、读好书的习惯。随后，大家纷纷挑
选出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沉浸在阅读的海洋中，畅谈自己
的读书感想和心得，分享书籍中最触动人心的片段，互相
学习，共同进步。

万福街道将持续开展各类阅读活动，不断丰富活动
形式与内容，进一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为书香万福建设添砖加瓦。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安琪）近日，鲁西新区岳程街道全
民健身广场迎来新变化，一批智能公共体育健身设施正
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传统器械智慧化升级，成为周边群众
的健身新宠。

据了解，新亮相的智能健身器材品类丰富，涵盖了智
能扭腰器、智能太极推盘、智能推举训练器、双位健身车
等，不仅保留传统功能，还融入实时运动数据监测、操作
流程智能展示等科技元素，使用者能通过器材屏幕了解
运动数据，获取个性化锻炼建议，新手也能参照屏幕展示
的正确动作轻松上手。

除智能健身器材外，该广场还规划了力量健身区、
儿童游乐区、老年人健身区，满足了不同年龄段人群锻
炼需求。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安琪 左兰臻）随着 2025世界牡
丹大会 第 34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的日益临近，
连日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高新区大队以精心精细为
标准，以品质管理为目标，持续优化城区环境，力求以最
美姿态迎接八方来客。

精准施策，深化细化整治内容。以“规范整洁、文明
有序”为目标导向，采取分路段、分类别、分步骤的精细化
管理模式，徒步巡查、逐门逐户对沿街商户的违规行为进

行排查与纠正，确保整治无死角、无遗漏。
优化规范，共同维护城市形象。按照网格划分，对

辖区户外大型广告、店招标牌加强监管力度，利用电子
滚动屏及宣传栏强化牡丹节会标语和海报宣传。

聚焦重点，提升路域环境水平。联合镇街力量，集中
优质资源，加大城市规范停车管理力度，以文明有序的良
好出行习惯，提升城市整体界面水平，全力打造“畅通、整
洁、舒适、美观、安全”的道路通行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 孙安琪）眼下，小麦陆续进入返青
期。正值春管的关键时期，鲁西新区吕陵镇西任寨村种
植专业合作社积极探索现代农业服务模式，为当地农业
生产注入强大动力，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一抹亮色。

每到小麦生长的关键节点，西任寨村的田间地头便
会上演一场高科技助力农业生产的精彩“表演”。合作
社引入的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旋翼飞速旋转，按照预
设航线精准穿梭于麦浪之上，为广袤的麦田均匀喷洒农

药，确保小麦茁壮成长。
西任寨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任纪伟介绍，该

合作社注重专业人才培养，组建了一支技术精湛的无
人机操控团队，定期对无人机进行维护保养，确保每
次作业任务都能顺利完成。同时，为了让农户放心、
安心，合作社还会在作业前后对小麦的生长状况、病
虫害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并为农户提供专业的种植建
议，实现从“单一服务”向“全程托管式服务”的升级。

近日，走进鄄城县引马镇营子村心意种植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 30多个
大棚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希望的田野上，默默孕育
着丰收的喜悦与憧憬。

进入大棚，一股裹挟着温暖与湿润的气息迎
面扑来。放眼望去，嫩绿的甘蓝菜正铆足了劲儿
生长。合作社负责人张卫成一边查看甘蓝菜的生
长情况，一边介绍：“再有十多天，甘蓝菜就要‘包’
心了，到 3月底就可以采收。甘蓝菜采收后，紧接
着我们就会种上豆角。”

原来，心意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依托订单
农业模式，精心规划种植布局，除了种植甘蓝
菜，在不同的时节还会种植豆角、菜花等蔬菜。
得益于科学的轮作安排，基地四季都有新鲜蔬
菜产出，全年收益稳定，让这片土地真正实现了
四季生金。

张卫成说：“采用多种蔬菜交替种植的方式，
也是一种科学有效的养地策略。这种轮作模式
能够避免同一种作物连续种植造成土壤养分失
衡和病虫害累积，有效保持土壤肥力，让土地持
续‘活力满满’，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合作社采用订单轮作种植模式既保障了销
路，也为当地带来显著效益。合作社共带动 20多
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他们分拣、打包，各司其
职，用勤劳的双手描绘出乡村产业兴旺的美好画
卷 。

在引马镇马庄村的木耳种植基地，同样奏响
了点“土”成金的奋进乐章。

进入马庄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20多个木耳
大棚有序排列在广袤的田野上，在阳光的照耀下
反射出熠熠光芒。棚内，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
着。工人们穿梭其间，忙着上菌种，为今年的木耳
丰收做准备。

木耳种植户闫海涛介绍，马庄村这 20个木耳
大棚“钱”景广阔，一年能采收 7茬。得益于科学种
植和精心管护，每茬木耳产量稳定，品质优良，收
获后迅速送往各地市场，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这些大棚还成为了村民的‘致富车间’，为周
边 100多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涵盖菌棒制作、
菌种培育、木耳采摘、分拣包装等工作环节，让大
伙儿在家门口就能增收致富。”闫海涛说。

在引马镇土车刘新村鲁菌家庭种植场大棚
内，小平菇也正释放着致富的大“蘑”力。记者看
到，一排排菌棒整齐地码放着，密密麻麻的平菇从
菌棒的缝隙中探出圆润的“脑袋”，层层叠叠的菌
盖如同撑开的小伞，鲜嫩肥厚。种植场负责人刘
曙光凭借科学种植与精心管护，让平菇产量节节
攀升，优质的产品不仅畅销市场，还催生了采摘、
分拣、包装等一系列就业岗位，共吸纳 30多名群众
就业。

谈及平菇种植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时，刘曙光
的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他滔滔不绝地算起了“丰收账”：“除去人工费用、原材料
成本等必要开支，就拿我这一个大棚来说吧，还不到一亩地，经过精心管理与培育，一
年能净收入 8万元左右。”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引马镇着力在打造特色品
牌、发展特色种植上下功夫，让有限的土地发挥出了最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

提供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市
场信息共享等多元化服务，激
发了群众的创新活力和创业
热情，逐步蹚出了一条独具特
色的农业种植发展之路，不仅
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更为
乡村经济的繁荣发展注入了
强劲动力。 记者 焦同帅

通讯员 刘永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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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健身器解锁数字健身乐

春风送书香 阅读润人心

陈集镇：为老人爱心义剪

西任寨村：智能机械助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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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曹县成立多个农业服务专班和科技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科学抓好春耕备播和小麦管理，并检查农资门市，打击假冒伪劣农资，保障农

业生产安全。 通讯员 张茗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