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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纸 蝶 变 只 为 一 城

要素汇聚，济宁发展有活力

人流、物流、钱流，城市“流”光溢彩
【钱流】

信贷投放全省第三
经济活力加速释放

4月27日，济宁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全市一
季度金融运行情况。

今年一季度，全市各项贷款
新增566 . 2亿元，增长8 . 83%，同
比多增111 . 1亿元，增量、增速分
居全省第3位、第1位，增速高于
全省各项贷款3 . 06个百分点，顺
利实现首季“开门红”。

金融数据常被看作是经
济数据的先行指标，从中可以提
前窥探实体经济的动向。一季度
信贷投放新增566 . 2亿元背后，
反映出市场信心提振，市场主体
融资需求持续回暖，正在为下一
步生产发展做好资金准备。

济宁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介绍，一季度信贷投放
强劲背后，一方面是银行业加力
支持实体经济、护航“拼经济”，
另一方面则是地方经济活力积
蓄释放的直观反映。“近年来，济
宁主要金融指标在全省名列前
茅，势头强劲，说明地方经济活
力正加速释放。”

产业发达、基础厚实。济宁
市第十四次党代会确定了发挥

“九大优势”、实施“九大战略”，
各项工作奋力“争一流、争第一、
争唯一”，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
面。尤其是大力实施制造强市战
略、持续深化“干部助企攀登”，
全市“231”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
崛起。

经济活力释放，信贷资金
“流”通得更欢快。2022年，全市各
项贷款余额达到6410亿元，增长
14 .5%，居全省第3位，贷款增幅连
续四年保持全省前3位，实现逆势
上扬，强力支持了实体经济。

今年1月31日，继2023年高
质量发展动员暨干部作风建设
大会后，济宁又接续召开新年首
个高规格的专题会——— 全市金
融加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会
议，确定全年新增贷款1000亿元
的目标，护航新时代现代化强市
建设。

这场新春高规格的专题会
将金融工作置于战略性、全局性
的高度，大张旗鼓地引导培育金
融生态，加力释放“金融+”效应，
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在城市发展、
项目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的杠杆作用，给投资、发展、兴业
等吃下一颗定心丸。

在持续优化金融环境的同
时，济宁抢抓重大战略机遇，不
断优化和完善全市营商环境，持
续提升城市竞争力、辐射带动力
和承载力。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资者落户
济宁、投资兴业。

目前，落户济宁的世界500
强企业达58家。备案国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1660家，增幅居全省第
1位。宁德时代新能源电池、山能
智慧产业园等一批过百亿重大
项目落地开工。

今年一季度，全市实有市场
主 体 9 8 . 6 2 万 户 ，同 比 增 长
6 . 14%，增幅居全省第2位，雨后
春笋般涌现的市场主体为城市
发展注入新生力量。

【物流】

现代港航强势崛起
打造国家物流枢纽

4月26日，《光明日报》头版
刊发《千年运河流淌新传奇》，点
赞济宁现代港航物流强势崛起。

济宁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京沪高
铁、鲁南高铁纵横交汇，高铁2小
时到北京、3小时到上海，兖州中
欧班列直通欧洲六国。

济宁辖内内河航道长达
1100公里，千吨级轮船、万吨级
船队可直达长江、淮河等主要水
系的45个港口，物流贸易覆盖
100多个城市。

如《光明日报》文章所言，这
背后是济宁为“通江达海梦”而

付出的努力：整治改造运河河
道、南水北调东线补水、提档升
级基础设施、将龙拱港建成全国
内河首个全流程自动化集装箱
港口……今天，大运河济宁至杭
州段的内河航运能力已仅次于
长江，“江上帆樯万斛来”的繁忙
景象回来了！

2019年，济宁市委、市政府
立足京杭运河黄金水道独特优
势，审时度势作出“以济宁能源
为主体，以梁山港为龙头，组建
济宁港航发展集团，整合全市港
航资源，全力打造北方最大的内
河航运中心”的重大决策部署，
拉开济宁港航产业大发展的序
幕。

建设亿吨大港口，发展亿吨
大物流，培育千亿元大产业，昔
日“黄金水道”重现繁华盛景。
2022年，济宁市港口货物吞吐量
完成5843 . 5万吨，同比增长27%，
稳居全省港口第5位、内河港口
首位，逐步在全国内河港口物流
发展大格局中占据重要战略地
位。

内河航运复兴全面起势，为
济宁城市发展打开广阔空间。港
航能级跃升、多式联运、港产城
融合不断助力济宁加速构建港
口型国家物流枢纽城市，物流商
贸、加工制造、供应链金融等产
业快速集聚，临港外向型产业集
群成链成势。

今年，济宁锚定“亿吨大港、
百万标箱”目标，大力推动“物
流、贸易、产业”一体发展，积极
融入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络，确
保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2 . 5万标
箱。

一季度，济宁港口货物吞吐
量完成1530万吨、增长44%。不难
看出，济宁的物流集聚能力和辐
射能力大幅跃升，建设山东对内
陆和国际开放桥头堡已成发展
新引擎。

【人流】

城市底蕴内涵丰富
发展汇聚全新动能

诗仙李白在济宁生活23年，
期间写下《将进酒》等众多脍炙
人口的佳作。马可·波罗游览济
宁，激动地在游记里写道：“这是
一个雄伟美丽的大城，河中的船
舶往来如织、数量之多，令人不
敢相信……”可见在历史长河
里，济宁这座城一直充满吸引
力，令人向往。

今天，济宁聚力打造青年发
展友好型城市，持续释放对青年
人的吸引力。城市青春活力激
荡，青年人才“近悦远来”，呈现
加速涌入局面，最近3年有13万
名青年人才选择在济宁就业创
业，年均增幅约17 . 4%。

“待在山东济宁，吸一口气，
都像是2000多年前孔子、孟子时
代的风，有一种深邃的浪漫和宁
静。”今年2月初，资深媒体人胡
锡进走进济宁，连续三天在社交
平台发文，不吝赞美之词宣推这
座城市，引发全网热议。

济宁，头顶“光环”。从孔、
孟、颜、曾、子思子五大圣人到国
际孔子文化节、中国（曲阜）尼山
世界文明论坛，从穿城而过的京
杭大运河到碧波万顷的微山湖，
从太白楼、东大寺到太白湖……
这些超级IP正吸引着国人乃至
世界的目光和脚步。

济宁抢抓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战略机遇，全力打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先行示
范区、新标杆。孔子研究院、孔子
博物馆、尼山圣境与世界文化遗
产“三孔”(孔庙、孔林、孔府)完
美呼应，优秀传统文化在科技加
持下散发出迷人魅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济宁将
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干部政德
教育有机融合，打造了全国第一
家以“政德”为主题的教育基地，
学员可在基地实景实情中领略
儒家“修齐治平”的政德智慧。

2022年9月，济宁政德教育
干部学院纳入中央组织部公布
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性教育
干部学院目录，是目录中全国唯
一一处创新运用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培训干部、唯一一处以“政
德教育”为办学主题的干部学
院。

截至目前，学院已累计承接
中央和国家部委、国家级培训机
构、中央企业、31个省份的各类
班次1700余期、培训学员10万余
人次。“一带一路”沿线25个国家
的300余名高等级公务员走进基
地学习培训，聆听中国故事，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魅力。

济宁之“热”，不止在优秀文
化。4月8日至9日，济宁召开全市
人才科技创新发展大会，一鼓作
气聘请了11名院士作为“人才大
使”，突破新赛道之意显而易见，
相信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金凤
凰”择济而栖、为济赋能。

机场旅客吞吐量是衡量一
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开放
程度和活跃程度的重要统计指
标之一。济宁曲阜机场如今通航
26个城市，是全国百强机场，今
年一季度旅客吞吐量252600余
人次，增长22%。

今年，济宁大安机场将转场
通航。通航后，济宁大安机场旅
客年吞吐量将稳步提升，设计能
力2025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260
万人次，货邮年吞吐量达7000
吨，成为鲁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
纽，将为济宁发展注入新动能和
活力。

人、财、物是经济活动的资源要素，这些要素的量能变化反映
着经济发展的活力与潜力。济宁一季度信贷投放新增566 . 2亿元，
超出市场预期。强劲“开门红”背后，一方面是济宁银行业担当护航

“拼经济”，另一方面也是地方经济活力积蓄释放的直观反映。除了
资金流，济宁在物流、人流等资源要素方面，近年来均有不俗表现，
日益展示出“流”光溢彩的城市发展活力与潜力。

记者 张夫稳

【物流】
【人流】

【钱流】

五一假期期间，邹城市上九山景区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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