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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牢经济大省责任 实现“走在前、开新局”
——— 访山东省委书记林武

统筹做好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

问：聚焦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有哪些总体谋划和思
路安排？

答：新一年，山东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推动高质量发
展要求，锚定“走在前、开新局”目标，以绿色
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统筹
做好稳增长、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

一是更好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把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大力实施“山
东消费提振年”行动，多措并举推动汽车、
家电、住房等大宗消费回暖，加快恢复批零
住餐、文旅等接触性消费。

二是更好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抓好
既拉动当前、又支撑长远的重大项目，推动
实施2000个左右省级重点项目。加快推进
交通、能源、新基建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推动裕龙岛炼化一体化等重大制造业项目
加快落地，全年完成投资3万亿元以上，为
扩内需、稳增长、促转型注入持久动力。

三是更好发挥出口的支撑作用。实施
“境外百展”市场开拓计划，助力企业出海
抢订单、拓市场。开展跨境电商跃升三年行
动，全面深化济南、青岛、威海服务贸易创
新发展试点。推动自贸试验区、上合示范区
等重大开放平台提级扩能，加快打造对外
开放新高地。

激发创新“第一动力”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依靠创新

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山东将如何继续发
挥科创优势，实现创新驱动发展？

答：我们始终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去年谋划实施了科技研发、人才
引育、数字变革、要素保障、推进落实等“十
大创新”行动计划，今年将继续抓好落实。
尤其在科技研发创新方面，进一步加力提
效、务求突破。

一是聚力搭建创新平台，提升科技创
新体系效能。力争全国重点实验室达到25
家左右，高标准建设省实验室10家左右。积
极推动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等重大平台
落地。实施科技型企业培育行动，力争高新
技术企业达到2 . 8万家。

二是聚力突破创新技术，实施技术攻
关工程项目。通过“揭榜挂帅”等方式，实施
100项左右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着力突破
“卡脖子”技术。

三是聚力引育创新人才，打造高水平
创新团队。深化领军人才“筑峰计划”，建立
顶尖人才“直通车”机制，更大力度吸引集
聚战略人才力量。推进一流学科建设“811”
项目，启动新一轮部省共同推进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试点。

四是聚力完善创新政策，夯实创新制
度支撑。落实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
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畅通科技成果转
化渠道，支持建设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推
动大中小企业科技设施、科研数据、技术验
证环境共享共用。

塑造“十强产业”竞争新优势

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山东将如何进行落实？

答：山东工业门类完备、产业基础雄
厚，但仍有不少短板。我们将持续培育壮大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
等“十强产业”，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进一步挺起山东“产业脊梁”。

一是推动先进制造业“固本强基”。对
传统产业，以技改转型为方向，推动实现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对优势产业，以
巩固提升为方向，推动智能家电、轨道交
通、动力装备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向
世界级集群迈进。对新兴产业，以强力突破
为方向，新培育一批国家级和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对未来产业，以超前布局为
方向，加快培育一批示范集群。

二是推动现代农业“接二连三”。实施
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支持有条件的
市开展“吨半粮”产能建设。推进农业全产
业链提升工程，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延伸
融合，培育沿黄大豆、半岛渔业等千亿级优
势产业集群，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农业产业强镇。

三是推动现代服务业“扩量提质”。实
施生产性服务业百企升级引领计划，新认
定一批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开展农业社会
化服务创新试点，发展休闲农业、创意农业
等农文旅融合发展新业态。推进国家智慧
港口建设试点，补齐航空物流短板，构建现
代流通体系。

四是推动数字经济“赋能增效”。深入
开展“工赋山东”专项行动，高水平建设国
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区。实施制造业数字化
转型三年行动，“一业一策”制定转型目标
和实施路径。建设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力
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超过8 . 5%。

营造民企发展好环境

问：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山东将
有哪些举措？

答：受疫情冲击影响，民营经济、中小
微企业生产经营面临较大困难，亟待提振
发展信心。山东将坚定落实“两个毫不动
摇”，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营造
良好发展预期。

一是着眼提振企业信心，以更大力度
强化政策支持。修订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出
台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意见，优化民
营经济法规政策体系。围绕市场主体需求，
集成制定、动态出台政策清单，更好发挥降
本减负、助企纾困的积极作用。

二是着眼激发市场活力，以更大力度
优化营商环境。对标最优最好，实施营商环
境优化提升工程，强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管理，开展市场准入隐性壁垒清理行动。全
面落实招商引资承诺，用心用情为企业解
难题、办实事。

三是着眼壮大企业主体，以更大力度
推动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高质量市
场主体培育行动，出台创建世界一流企业
实施意见，设立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
新”专板，力争新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00家、单项冠军企业200家、“小灯塔”企
业100家以上。

四是着眼营造良好环境，以更大力度
弘扬企业家精神，推动建设高素质企业家
队伍。持续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尊重和保护
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的良好氛围。

据新华社

记者 杨璐

“去年合作社负责的部分‘吨半粮’创
建核心区小麦亩产1300多斤，秋收玉米亩
产1700多斤，实现了‘吨半粮’。”德州市临
邑县富民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魏
德东获得2022年度“全国十佳农民”称号。
他流转土地2000多亩，年产粮食2500余吨，
连续十年承担了山东省农科院“玉米-花
生宽幅间作高产高效栽培模式”实验项
目，在保证玉米产量的前提下，一亩地靠
花生多收入500元。科技是打开农民富裕之
门的金钥匙。目前，魏德东的合作社带动
周边近300个农户成为种粮大户，托管土地
3万多亩。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种粮大户发展
的背后是山东坚定扛牢农业大省责任，严
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全面实施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稳定粮食
产能。2022年夏粮总产528.32亿斤，比上年增
加0 .88亿斤，增长0 .17%；秋粮总产580 .44亿
斤，比上年增加7 . 74亿斤，增长1 . 35%。

山东省人大代表、泰安市岳洋农作物

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薛丽娜注意到，今年的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决维护粮食安
全，实施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开展
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提振行动，推进种源卡
脖子技术攻关，实施种业振兴计划和良种
工程，推进良种繁育基地建设的工作重

点。“对一名一直奋斗在基层的职业农民
来说，感觉下一步特别有干劲，报告为推
动乡村振兴加力提效！”

今年是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起步之
年，农业农村部提出以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为抓手，全力以赴端牢端稳
中国饭碗。为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山东粮，
2023年山东省将新建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
田440万亩，整体创建一批吨粮县、吨粮
镇，支持德州等有条件的市开展“吨半粮”
产能建设、打造沿黄“齐鲁粮仓”。

按照《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

（以下简称“三年行动计划”），高质量建设
黄淮海平原粮食安全产业带，推进以小
麦、玉米“两主”为重点的核心保障区，以
大豆、薯类“两辅”为重点的优势提升区，
以水稻、杂粮等“多极”为重点的特色发展
区建设。到2025年，建成一批稳产高产的国
家粮食安全战略性保障基地，全省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

东营市垦利区，黄、白、紫、灰、赤、红6
种颜色的水稻勾勒出的稻田画，成为初秋
黄河口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原来寸草不生
的盐碱地变身大粮仓，经过不断改良土
壤，种植耐盐碱水稻，面积超过40万亩。

滨州市博兴县依托粮食加工和水产
养殖两大产业，明确了“一虾一豆”作为绿
色高效产业发展的新重点，开辟“种养结

合、渔粮共赢”绿色生态发展新模式，打造
自西向东绵延20公里的生态对虾产业带，
沿黄高效生态农业迸发出新的活力。

山东在黄河两岸建设特色农产品基
地，通过大力发展绿色生态农业，沿岸优
质蔬菜、特色水果、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
等产业遍地开花，一条千里黄河绿色高效
农业长廊正在形成。五年来，创建沿黄小
麦、沿黄牛肉等6个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济麦”“齐黄”“登海”等作物品种多次
刷新全国高产纪录。

三年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全省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1 . 3万亿元，基本实
现农业现代化的县（市、区）达到80%以上。
建设一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打造
沿黄绿色高效农业示范带。

去年8月，第三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创建名单公布，山东省金乡县和阳
谷县入选。加上第一批入选的枣庄市、第
二批入选的齐河县，全省目前共有4个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全
省现代农业建设迎来新机遇。”山东省人
大代表、汶上县蜀山源家庭农场负责人、
鲁迎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晓晓
说，发展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产品和产
业，建基地、兴园区，向打造高质量高效益
的农业产业集群方向努力，促进农业走上
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的发展轨道。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议在部署
2023年工作时强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起好步。

迈上新征程勇当排头兵。经济大省山东将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勇挑大梁，做好2023年经济
工作，为实现“开好局起好步”多作贡献？山东省委书记林武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打造沿黄齐鲁粮仓，创建一批吨粮县、吨粮镇
到2025年，全省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

“全国十佳农民”魏德东在地里检查玉米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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