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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巍峨伫立，黄河奔腾入海。

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 ，齐 鲁 大 地 发 展 日 新 月

异。习近平总书记 3 次考察山东，多次发表重

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山东发展把舵领

航、指引方向。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

时，嘱托山东“努力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上走在前、在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

前、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

走在前，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促进共同富裕，开

创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的系列重要指示要

求，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赋予我们‘走在前、开

新局’的光荣使命。我们必须牢记嘱托走在前，

勇担使命开新局，努力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蓝

图变为美好现实。”山东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说。

找准定位，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上走在前

作为东部沿海的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经济

大省，山东应当如何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十年来，山东释放内需潜力，农业大省转向

农业强省——

粮食总产量连续 8 年稳定在千亿斤以上，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020 年率先突破万亿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21 年首次突破 2 万

元，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

社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均居

全国前列……一组组数据体现山东农业的硬核

实力。

2012 年，淄博市博山区，房利军和他的山

东华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一头扎进 21 平方公

里的山沟沟，将秀美风景一步步建成红叶柿岩

景区。据统计，2021 年景区带动周边返乡村民

约 500 人再就业，营业收入超过 6000 万元。“一

企带九村”的示范效应正在凸显。

东营市广饶县发展红色教育，聊城市东阿

县壮大特色产业，高唐县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济

宁市培育“乡村振兴合伙人”……放眼齐鲁大

地，一个个乡村呈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

崭新面貌。

十年来，山东畅通经济循环，开放大门越开

越大——

今年 4 月 30 日，一列中欧班列（齐鲁号）由

济南南站发出，满载空调配件、太阳能设备等货

物，驶向匈牙利布达佩斯。至此，“齐鲁号”用三

年半的时间，开行总量超过 5000 列，稳居全国

前列，国际运营线路达到 52 条，直达“一带一

路”沿线 23 个国家 54 个城市。

2021 年 ，山 东 实 现 外 贸 进 出 口 2.93 万 亿

元，2012 至 2021 年年均增长 7.3%，高于全国年

均增速。全省实际使用外资首次突破 200 亿

美元，2012 至 2021 年年均增长 16.7%，规模跃

居 全 国 第 四 位 。 截 至 目 前 ，已 有 223 家 世 界

500 强企业在山东投资兴业。数据表明，十年

间，山东省开放指标实现量的稳步增长和质的

稳步提升。

山东自贸试验区实施 110 项试点任务，形

成 142 项制度创新成果；上海合作组织示范区

全力推进国际物流、现代贸易、双向投资合作、

商旅文交流发展“四个中心”建设，一批高能级

平台支撑山东塑造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十年奋斗，山东发展基础更加坚实：三次产

业齐头并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新老动能相得

益彰，各类企业比翼齐飞，陆海资源统筹开发，

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对外开

放提档升级，人文沃土深度耕作……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山东将比较优势化为

发展胜势，一定能够赢得主动权，既为一域增

光，更为全局添彩，为全国大局作出山东贡献。”

山东省发改委副主任王栋说。

矢志创新，在增强经济
社会发展创新力上走在前

黄海之滨，今年 3 月开工的万华化学低碳

新材料产业园，建设场面热火朝天。万华化学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增太说，这里将为

公司打造世界级高端石化产业基地增添强劲

动力。

烟台市锚定世界一流绿色石化产业基地目

标，全力推动绿色石化产业链条化、园区化、智

能化。

从挖煤炭、烧水泥的“一黑一灰”，到高端装

备、高端化工、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两高四新”，枣庄工业正重塑新辉煌。

近些年，菏泽市瞄准生物医药产业，推动

“一港四园”快速发展，投资额年均增长 64%，产

业规模年均增长 30%、达到 605 亿元，实现 3 年

翻一番。

行走齐鲁大地，触摸经济发展脉搏，山东经

济发展处处呈现新气象。

这些年，山东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改造提升

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顶住阵痛、迎难而

上，新旧动能转换闯过一道道难关，经济发展步

入快车道。

工信部公布的 6 批共 455 家国家级“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中，山东以 109 家居全国第一，其

中淄博市以 17 家列全省第一。更令人惊喜的

是，淄博老工业基地产业调整改造成效明显，这

个 走 过 120 年 历 程 的 老 工 业 城 市 ，正 在 华 丽

转身。

最近 5 年，山东省加速淘汰落后动能，压减

钢 铁 产 能 占 全 国 12% ，万 元 GDP 能 耗 下 降

18.4%。传统动能提档升级，实施 500 万元以上

工业技改项目 6.7 万个，一批重大工程支撑强

劲。新动能不断壮大，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

突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0%，“四

新”经济增加值占比提高 10 个百分点，数字经

济规模增长 40%以上。

从“粗、黑、重”到“高、精、尖”，山东省经济

新旧动能转换呈现趋势性、转折性、关键性变

化，迈向高质量发展呈现出由“量”到“质”、由

“形”到“势”的根本性转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山东省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

入实施包括加强科技研发创新、人才引育创新、

营商环境创新等在内的“十大创新”行动计划，

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力。

浪潮集团突破 140 多项关键技术，海尔集

团在全球建立了“10+N”创新中心，中铁十四局

不断刷新大盾构施工穿山越海新纪录……一批

优势企业，乘上创新东风，破浪前行；世界首套

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交通系统成功下线，

全球首艘 10 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工船投入运

营……在全国乃至全球创新版图上，山东元素

愈发闪耀。

勇当先锋，在推动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上走在前

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兴东社区，白墙红

瓦的小楼整齐排列，活动中心、幼儿园、学校、超

市等一应俱全。

“家再也不在洪水里飘摇了！”2021 年 3 月，

村民冯留海全家搬进一栋带院落的二层小洋

房。历经 3 年奋战，山东 60 万黄河滩区群众喜

圆安居梦，住上了安稳的家。

万 里 黄 河 ，奔 腾 依 旧 ；千 里 滩 区 ，换 了 新

颜。从过去黄河滩里的“穷窝窝”，到如今幸福

河畔的“美家园”，滩区百姓生活发生翻天覆地

的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乡村全面振兴的方向，

我们发展产业干劲更足！”东营市垦利区杨庙社

区党委书记张麦荣说，农业示范园、粮食烘干基

地、果蔬冷链仓储物流园等项目相继落地，一个

沿黄农业产业示范带正在形成。

眼 下 ，全 国 第 一 家 陆 海 统 筹 型 国 家 公 园

——黄河口国家公园创建方案确定的 8 项任务

圆满完成。

争当沿黄高质量发展“排头兵”，山东在沿

黄 9 省区率先制定实施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专项规划，成立黄河流域首个生态环境观测站，

与河南省率先建立黄河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

机制。2021 年，山东境内黄河干流国控断面水

质全部达到地表水Ⅱ类标准。

过去一年，山东出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规划，390 个年度重大项目完成投

资 2100 亿元，286 个项目集中开工，102 个跨省

合作事项加速落地，划定沿黄 9 市陆域生态红

线，累计修复湿地 2.3 万亩。

夏日的东平湖，碧波荡漾，芦苇丛生，青头潜

鸭、白鹭等众多珍稀鸟类成群结队，动静之间尽

显生物多样性之美。然而多年前的东平湖，25万

多亩水域，网箱网围占到一半，采砂船日夜采砂，

餐船餐余垃圾直排入湖……

近年来，泰安市东平县坚定开展清网净湖、

清违拆障等九大攻坚行动，清除违法建筑 447
处，清理网箱网围 12.6 万亩，湖水水质常年稳定

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

东平湖新生，折射出山东省落实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决心和信心。

发展环保产业培育新动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

升群众幸福感，加强环保治理深入推进清洁生产

……7月 12日，山东发布各地各部门“抓环保促发

展”100 个典型案例，各具特色，各有侧重。“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成

为山东领导干部的自觉行动。”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副厅长侯翠荣说。

大河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山东干部群众

凝心聚力，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铭记于

心，把“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付之于行，

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落到实处。

“走在前、开新局”，其时已至、其势已成。

亿万齐鲁儿女牢记嘱托，勇于担当、踔厉奋发，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努力在新

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征程上赢得更

大荣光！

下图：山东济南奥体中心片区夜景。

刘悦琛摄（人民视觉）

齐鲁大地“走在前、开新局”
本报记者 徐锦庚 侯琳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