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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巨大的铝锭进入全自动生产线，等到

产品从生产线下来，价值已经增加了几倍……

在山东烟台龙口市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智能制造车间，一块块铝锭正经历着“蜕变”，

从低端初级原材料转变为高附加值产品。快

速发展的高端铝产业，正是龙口市科技创新

突破的缩影之一。

近年来，龙口市坚持以创新型城市建设

为引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产业提

供优质的科技服务，充分激发企业的创新活

力和创造潜能。

2022 年 8 月，科技部公布首批创新型县

（市）验收通过名单，龙口市成功入选。今年

一季度，龙口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比例达 71.97%，为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政策惠企，激发科技创新动能

走进南山铝业智能制造车间，一条长达

138 米的生产线上，仅有 5 名员工在操作，人

数比传统工艺生产线减少了一半。工人少

了，产品“身价”却倍增——

普 通 的 铝 锭 原 材 料 ，每 吨 价 值 约 2 万

元。进入这条生产线后，经过热轧、冷轧、精

整、裁剪等工序，原材料成为飞机、高铁、汽车

等所需的铝合金材料，每吨价值超 6 万元。

过去，龙口市的经济基础建立在铝加工

产业和汽车零部件产业两大支柱产业上。“两

大产业起步早、规模大、盘子重，处于‘微笑曲

线’的低附加值区域，亟待转型突破。”龙口市

科技局局长任武说。

“我们希望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推进新旧

动能转换，提升产品竞争力，拓宽高端产品市

场。”南山铝业董事长吕正风介绍，“想换条新

路子，人才、资金、技术从哪里来？这些是转

型路上要过的几道坎。”

怎样摆脱困境？《龙口市 2020—2022 科

技创新三年行动计划》《龙口市高层次人才创

业项目扶持政策落实细则》《关于加快建设

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政策措施》等 10
余项扶持政策措施陆续出台，激发了企业

科技创新动能。

引导企业转型，除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还有“真金白银”的投入。龙口市每年安排

2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科技计划、研发投

入、项目成果转化等。

“政府帮我们招揽人才，同时给予专项

资金支持，鼓励我们自主创新。”吕正风说，

“企业顺势提出高端制造、精深加工的发展

思路，不断开发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推动铝

产业链向高端发展。”

不到两年时间，南山铝业就分期将原

来 的 两 台 6 万 千 瓦 老 旧 落 后 燃 煤 机 组 拆

除，建起一座变形铝合金型材智能制造车

间。依托智能生产线，汽车板、航空板材及

动力电池箔等高端应用产品产量实现了快

速增长。

“龙口市铝产业链入选 2022 年度国家

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和山东省 2022 年

度特色产业集群。”任武说，龙口市持续释

放政策红利，县域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主动服务，专员上门解决困难

“公司此前在设计一款新能源汽车电机绕

组装备时碰了壁，我们团队反复讨论，始终没

能拿出有效的解决方案。”提及之前碰到的困

难，中际智能装备公司技术人员马金丽记忆犹

新。发愁之际，龙口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正滨

来到公司。

组织部的干部，怎么跑到车间来了？为了

让优惠政策更好地在科技企业“落地生根”，从

去年开始，龙口市推出专员企业服务制度，专

员陆续走进企业，解读政策、答疑解惑。

“100 名市直部门干部，负责服务该年度

按地方纳税额顺序选取的前 100 户工业、商

贸 流 通 企 业 以 及 部 分 有 税 收 增 长 潜 质 的 企

业；各镇街区干部，负责服务百名重点纳税企

业以外的所有规上企业及拟纳入统计企业。”

任武解释。

对于这些专员来说，除了做好政策宣传工

作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了解企业诉

求、解决企业困难。

走访中，企业技术人员向吕正滨提出需

求：“能不能帮我们跟科研院所牵线搭桥，一同

攻关电机绕组装备研发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吕正滨记下企业需求，随即对接市科技

局。在了解到具体情况后，市科技局联系了山

东省机械设计研究院，提出企业合作诉求。

政府部门牵线搭桥，企业与研究院两方见

面、一拍即合。“两方签订合作协议后，发挥各

自优势，解决了多项技术难题。”马金丽说，“现

在我们的产品研发进度大大加快了。”

“未来，我们将继续完善专员企业服务制

度，深抓走访调研，了解企业难题，拿出可行解

决方案，推动常态化助企工作走深走实。”任武

表示。

专人专责，科技系统审批提效

申报研发补助，本是件好事，可接到通知

时，龙蓬精密铜管有限公司技术研发部负责人

姚广芝的心里反而有些犹豫。

“以前不是没申报过，得先打印出纸质材

料，再交到市科技局，待审批完成后，还要继续上

报、层层把关审核，要等不少时间。”姚广芝说。

今年 6 月 6 日，龙口市启动企业研发费用

补助申报工作。姚广芝接到通知后，本以为

又得在繁琐的程序里“走一遭”，没想到，申报

流程变了样——

“科技部门工作人员告诉我，现在只需网

上申报，不用再跑了，并详细告知了申报流

程、所需材料、注意事项等，操作简单快捷。”

姚广芝说。

近 几 年 ，龙 口 市 深 入 推 进“ 放 管 服 ”改

革 ，将 科 技 系 统 审 批 服 务 事 项 分 成 行 政 许

可、审核认定、推荐转报、咨询服务等，进一

步明确办事流程，确定具体对接科室，并推

行一次告知、首问负责等制度。“专人专责来

推动科技系统审批工作，就是为了更好地提

高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龙口市科技局副

局长孙兆刚说。

在此基础上，龙口给科技系统审批服务

开了绿色通道，出台了即时秒批技术合同、优

化创新补助申报流程、创新科技立项方式等

改革措施，用电子数据代替纸质要件，大力推

行网上办、掌上办、远程办，推动科技政务服

务事项便捷化。

申报前，姚广芝仔细检查了一遍材料，便

提交至线上平台。很快，姚广芝再次接到工

作人员的电话，得知少上传了一份材料。工

作人员说，只需扫描文件再上传一次即可。

按照要求，姚广芝重新上传，不到 10 分

钟，就完成了审核。“便捷的服务、优惠的政

策，让我们推进科技创新的动力更足了。”姚

广芝说。

“有了专人负责，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对申

报材料进行网上审查。符合要求的，会迅即

提报给上级业务部门认定；不符合要求的，联

系企业在线上操作修改，尽可能减轻企业负

担，实现‘少跑腿’甚至‘零跑腿’。”孙兆刚说，

目前，全市已有 50 余家企业通过线上平台进

行网上研发费用补助申报。

“除构建产业集群的‘硬环境’外，我们还

要继续下大力气，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营造

宽松、包容、协同的科技创新‘软环境’，为企

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成

果转化，更好地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龙口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万平表示。

山东龙口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创新活力

提升服务质效 推动企业转型
本报记者 李 蕊

核心阅读

近年来，山东烟台龙
口市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提供专项资金促进企业转
型，地方干部当好政策宣
传员和企业服务员，科技
系统审批更加便捷高效。
以创新型城市建设为引
领，龙口市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不断提升服务企业、
产业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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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在一线
县域看创新

R

广西统筹下达稻谷补贴超10亿元
重点支持双季稻规模种植

本报南宁 7月 27日电 （记者庞革平）记者从广西壮族自

治区财政厅获悉：为认真落实国家稻谷补贴政策，保障农民种

粮收益基本稳定和稻谷生产稳定，自治区财政厅近日下达

2023 年中央目标价格补贴等稻谷补贴资金 10.19 亿元，支持

稻谷生产和储备粮收购，开展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片创建，切实

保障粮食安全。

据介绍，广西大力支持稻谷生产，对年内种植单季稻、

双季稻原则上均给予补贴，重点支持双季稻规模种植。补

贴 资 金 发 放 给 实 际 种 植 水 稻 的 生 产 者 ，包 括 农 户 、专 业 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实施水稻高产攻

关行动，支持 62 个县（市、区）实施水稻高产攻关示范片创建

项目，引导实现水稻单产明显提升，通过示范带动全区水稻

均衡增产。

本版责编：林 琳 吕中正 韩春瑶

（上接第一版）正在参观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苑的上

海游客李萍说。寿山石雕、莆田木雕、唐卡漆画……这里展

出的非遗精品，吸引了一批批游客专程前来参观。各地将

传统民俗、民间艺术有机融入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戏剧

场、电影院等文化空间，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文化和旅游

部 的 专 项 调 查 显 示 ，端 午 假 期 访 问 文 博 场 馆 、历 史 文 化 街

区，体验各类非遗项目，参加音乐节、演唱会等文化活动的

游客占比高达 87.9%。

政策助力，护航创新。仅在端午假期，北京就统筹全市文

旅资源，各区各单位举办活动 1700 余场；内蒙古推出文旅节

庆、美食体验、乌兰牧骑演艺等 8 类活动 300 余项；重庆在端午

节前后推出超过 200 项特色活动、70 余条旅游线路和 80 余项

惠民措施；福建文旅系统以线上线下结合方式，推出 230 余场

主题活动。各地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创新旅游场景、提升服

务品质，激发消费新活力。

主题引领，推动创新。上半年，文化和旅游部以“旅游中

国 美好生活”为主题，开展了冰雪旅游、茶文化旅游、城市休

闲旅游等主题旅游推广活动和“二十四节气”旅游创意宣传活

动，实施“畅游一夏”国内旅游市场促进行动，支持东中西部跨

区域游客互送，营造浓厚旅游氛围，联合在线旅游平台加大旅

游产品线路供给。

“文旅市场持续恢复得益于供需两端发力。”美团研究院

副院长厉基巍认为，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从供给侧和需求

侧两端发力，积极采取举措推动国内旅游市场复苏，激发了

人 们 出 游 意 愿 ，有 效 拉 升 旅 游 消 费 预 期 ，提 振 旅 游 行 业 信

心。不断创新的文旅供给，让更多人愿意走出家门拥抱诗

和远方。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旅游市

场空间广阔，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不断丰富文化和旅游

产品供给，加大国内旅游宣传推广力度，释放文化和旅游消

费活力，促进文化和旅游供需适配，以旅游业恢复振兴助力

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