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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先进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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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上午，由工业和信息
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的2022世界先进制造业大会在山
东大厦金色大厅举行开幕式暨主
论坛。大会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
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论述，聚焦世界先进制造业，共
话发展、共享机遇、共谋未来。

省委书记李干杰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联合国第八任秘书
长、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潘基文
视频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周
乃翔主持。

李干杰在致辞时说，近年
来，山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主
席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加快制造

业强省建设，传统产业焕发新生
机，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举办
本次大会，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浪潮，正当其时、恰
逢其势。我们希望与各方面加强
沟通交流，聚焦制造业高端化提
升、智能化改造、绿色化转型、服
务化延伸、生态化集聚，深化务
实合作，共同谱写互利共赢新篇
章。我们将全方位强化政策引
领，做好要素支撑，突出服务保
障，让世界先进制造业企业在

“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放心投
资、安心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
国斌在致辞时说，举办本次大
会，将对提振市场信心，稳定市
场预期，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发
挥重要作用。我们将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
力提振工业经济，着力提升产业
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着力培育
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培育优质
企业，着力优化发展环境，加快
推动制造业提质增效升级。工业
和信息化部将一如既往支持山
东制造业发展，为山东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省提供有力支撑。

大会展示了有关国际组织
发来的贺信，发布了先进制造业

“揭榜挂帅”十大重大产业技术
需求、十大领航项目、十大趋势，
宣读了沿黄九省（区）先进制造
业服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联合倡议及世界先进
制造业大会济南宣言，进行了重
点项目签约。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制造

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主任
周济，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士谢毅，中国科学
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
黄维作了主旨演讲。华为副总裁
刘超、ABB机器人中国区副总
裁邓奇作了主题演讲。

会前，与会领导嘉宾共同参
观了先进制造业创新成果展。

本次大会以“新格局 新动
能 新生态”为主题，共安排开
幕式、高峰论坛、国际交流对接
会、成果展示等多场活动。

省及济南市、青岛市领导曾
赞荣、张海波、凌文、于海田、赵豪
志，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
责同志，院士专家，驻华使节，山
东省各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企业家代表等参加。

记者 王杰 李梦瑶

8月31日，山东省政府召开
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了《济南
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发展规
划》有关情况，助力济南起步区
加快成形起势。

会上，省发展
改革委党组成员、
副主任，济南起步
区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副主任孙来
斌表示，自2020年
以来，省委、省政府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嘱托，充分发
挥山东半岛城市群
龙头作用，坚定不
移走绿色低碳发展
之路，推动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取得积极成
效。

“三年来，我们
坚持综合防治、‘四
水四定’，着力提高
水资源安全保障能
力。”孙来斌介绍，
为强力推进黄河防
洪减灾工程建设，
山东重点推进黄河
下游“十四五”防洪
工程 ,引黄涵闸改
建工程开工建设，
完成流域面积3000
平方公里以上骨干
河道和128条中小
河 道 防 洪 治 理 、
2420座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全面完成
黄河滩区脱贫迁建
工程。同时，强化水
资源刚性约束，颁
布山东省节约用水
条例，完成沿黄9市
65处引黄灌区农业
节水工程建设，制
定涵盖174个行业
类别的1045个用水
定额，用水效率保
持全国领先水平。

“三年来，我们
坚持重在保护、要
在治理，着力打造
黄河下游绿色生态
廊道。”孙来斌介
绍，近年来，山东突
出黄河三角洲湿地
保护修复，全力创
建黄河口国家公
园，顺利完成8项创建任务，累
计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补
水10 . 5亿立方米，鸟类由187种
增加到371种，成为东方白鹳全
球最大繁殖地；突出沿黄重点
区域生态治理，统筹河道治理、
堤防加固、水土保持等工程建
设，沂蒙山区域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修复、南四湖湿
地保护恢复成效显著，沿黄地
区生态功能全面提升；突出环
境污染综合治理，与河南省签
订《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
态保护补偿协议》，在全国率先
实现县际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全
覆盖，实施城市建成区雨污合
流管网和黑臭水体清零、城市
污水处理厂提标“两清零、一提
标”行动，黄河干支流17个国控
监测点位达到或好于Ⅲ类水体
的比例提高到88 . 2%。

文/片 记者 安臻
刘涛 厉昕月

黄渤海为期四个月的伏季
休渔期将于9月1日中午12时正
式结束。开海前一天，日照的渔
民们加紧“秣马厉兵”。

“你这船不能这么倒，得往
后靠靠，不然就剐到旁边的船
了……”8月31日下午4点，日照
山海天张家台码头渔港里，船主
张峰站在甲板上，指挥着旁边一
起调头的几条铁壳船，准备靠岸
加冰。

张峰在海上捕鱼有12个年头
了，现在是一位个体船主，他自己
一个人养了两条铁壳船，每条船
上又雇了7名船员。马上就到开海
的日子，他也在忙着为接下来的
海上生活做最后的物资补充。

在张峰的吆喝声下，四条靠
缆绳并排着绑在一起的船在其他
渔船的夹缝之间缓缓腾挪，十几
分钟竟原地调了个头。守在岸边
的运冰卡车将碎冰一筐筐送到甲
板上，看着船上工人把冰都运到
船舱里，张峰也松了口气。“我手
里这两条船都是36米长，在东港
区算是最大的了，一艘船最多可
以装满40吨冰。”张峰介绍说。

张峰的船出海时主要是以
捕螃蟹和海螺为主，捕捞时两条
船一左一右相互配合，一起收
网，捞出来的蟹、螺就要放进船
舱用冰将它们冻起来以保证鲜
活。冰块在海上是一个很大的消
耗品，张峰说装满一次冰够他们
出海三四次的。

海上捕捞，消耗的不仅仅是
碎冰，吃的、喝的、开船烧的柴
油，作为船主张峰这些都要操
心，挨个记好理顺每一样要采购
的数量、花费。

“我们出海时间不长，基本在
5天左右，所以吃的我们备得并不
是很多。”张峰说，“蔬菜昨天就备
好了，自己开车去运的，超市要是
送到码头还得另收钱，主要是50
斤白菜还有些萝卜、芹菜，这些东

西好存储。主食是米和面，船上有
厨房，我们平时可以蒸馒头吃。出
海最常吃的其实是海鲜，但我也
会给船员们备上二十几斤肉蛋，
让他们在海上吃得好些。”

一条36米长的船，看着很大，
当7个人一起工作生活时，空间难
免有些紧促。这些船员的卧室分
布在船的各个地方，有的旁边是
厨房，有的旁边是机舱，船长就睡
在驾驶室的后面，不到4平方米的
卧室放着两张一米宽的床，不管
睡到哪里，都有轮机轰隆的声音
相伴。张峰回忆自己第一次上船
出海的时候，他说：“我一开始根
本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出海4天只
吃了一顿饭，现在海上待了十几
年，也都习以为常了。”

走进渔船的机舱里，船机马
达声轰隆作响，温度也骤然上升
了不少，机舱里挂着几条绳，上
面还晾着些衣服和鞋垫。张峰
说：“这里可是晾衣服的好地方，
等着船开起来气温能到七八十
度，衣服在这里面一会就晾干
了，不过人光着膀子进去，一会
汗能湿透全身，这里面不能待时

间太长。”
在船上生活，不管是饮用还

是洗衣服、洗澡，都离不开淡水，
船每次出海都要装满8方自来
水。“在码头上加一方水要15块
钱，看着花销最少，可在家里一
方自来水才两块钱，这么一算就
心疼。”与8方共120元的自来水相
比，燃料柴油的花销才是真正的
大数目。谈到海上航行，张峰脸
上露出一丝苦笑：“油也已经加
满了，不过这两年柴油价格每吨
涨了两三千，一条船能加30吨，现
在加满两船的油就要花掉50多
万元，每次出海的成本都会增加
不少。虽然贵，但还是要出海。”

大海总是寄托着无数人对
远方的幻想，但来到现实，以海
为生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极
不容易的。张峰说：“在海上捕
捞，晚上下好网子，早晨三四点
就要起来收网，光将捕捞上来的
海货收进船舱这一项工作就能
干到晚上八点。”如果捕捞的是
螃蟹，还会有额外的绑蟹钳这个
工作，螃蟹捞得多的时候，绑蟹
钳的人一天只能睡两小时。对这

些打鱼的人来说，海上唯一的休
息与放松，就是睡觉。

艰苦的工作环境换来的是可
观的收入。船员老王说：“我自己
家里有两个孩子，日常开销不少，
上船捕鱼两个月就能拿到四万到
五万块钱，剩下的时间再做些别
的营生，家里过得就会宽裕些。这
么想，上船的辛苦也就值得了。”

晚上10点，调试了一下午新
设备的张峰和船员终于休息了
下来，在甲板上围成一圈吃起晚
饭，大葱蘸酱还有米饭就炒鸡
蛋，就是他们今晚的口粮。吃过
晚饭他们便要在船上休息，明天
一早5点就要起床，为再次驶向
大海做最后的准备。

张峰说，自己是2010年出海
的，从最初两条小船，中间换成
了两条中型船，到现如今升级成
大型铁壳船，船越换越大，自己
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重。聊起开
海的期盼，张峰说：“还是希望能
多捕回来海货的，这样不仅是自
己，也能让跟着我的这两船兄弟
多赚一些，这样大家生活都好
了，明年再上船还能更有盼头。”

全
国
率
先

山
东
实
现
县
际
流
域
横
向
生
态
补
偿
全
覆
盖

葛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济南8月31日电
围绕电焊及特种机器人技术，需
研制能在狭小焊缝下自主焊接
的机器人；围绕急倾斜薄细矿体
开采，需突破传统采矿技术与安
全控制模式；围绕半导体关键工
艺，需解决系统精度可靠性等技

术瓶颈……
在8月31日开幕的2022世界

先进制造业大会上，本年度先进
制造业“揭榜挂帅”十大项目需
求正式对外发布。这些项目需求
总金额预估近4亿元，涵盖机械
自动化、矿山开发、动力能源等

领域，均征集自生产研发一线的
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希望联合
有识之士共同突破相关技术难
题和壁垒。

除“揭榜挂帅”项目需求外，
大会还对外发布了先进制造业
十大领航项目。诸如自主研制的

13吨级大型民用直升机AC313A
顺利完成首飞，国产大型邮轮实
现“双轮”建造，自主开发的大尺
寸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保障
空间遥感卫星应用，联合设计制
造模式（JDM）应用于服务器制
造领域等成功入选。

2022年度先进制造业“揭榜挂帅”十大项目需求发布

休渔期结束，日照渔民在开海前作最后的准备

希望装满船 今日再扬帆

船员们通过缆绳将船与船固定，以跨船运输物资，为出海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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