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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农业生产如
此，对于不少工业企业亦然。记者近日
走访山东多家工业企业，探生产、聊创
新、话转型，在火热一线感受蓬勃发展
的脉动。

打印机除了在纸张上打印，还能
打印什么？走进位于济南市槐荫区的
金恒丰科技集团产品展厅，只见其自
主研发生产的工业打印机正匀速“吐
出”印有精美图案的广告布。在这里，
布料、地板砖、电路板都可以通过打印
变得色彩斑斓。

从最初只有 6 笔订单，到成为占
据高端市场的行业龙头，金恒丰十几
年来潜心研制超宽幅环保打印机，可
以在各种工业板材和柔性材料表面打
印。“我们的产品售价与进口产品相
当。初步测算，今年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6.7%，净利润增长11%。”金恒丰董事
长施乾平说。

今年以来，山东把工业经济作为
“头号工程”抓紧抓实，工业生产加力
提速。逆势增长、增资扩产、加码研发

……一个个企业的生动实践，共同绘
出山东工业经济上扬曲线。

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8.2%，较去年同期提高1.1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2.4个百分点，延
续较快增长态势；全省41个工业大类
行业中有40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增长面达 97.6%，高于去年同期 17.1
个百分点，工业作为稳经济大盘压舱
石的作用更加凸显。

“我们取得了超预期的成绩，纳税
在去年增长31%的基础上，预计今年
将继续增长25%以上，总额超过15亿
元。”豪迈集团董事长张恭运说，目前
豪迈集团手握轮胎模具、螺旋绕管式
热交换器、碳化硅热交换器、连续流装
备、气门芯5 个国家级和省级单项冠
军产品。

在张恭运看来，持续研制先进装
备，是竞争制胜的有力“法宝”。这家企
业从生产、研发、管理等关键岗位，到
钣金钳工、架子车师傅等一线员工，全

员皆是创新源头。展望明年，豪迈集团预
计8个项目保持增长态势，总体业绩有
望增长15%以上，高端数控机床和海工
油气领域增幅可达50%。

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下，科技
创 新 为 企 业 赢 得 了 底 气 ，换 来 了 信
心。前三季度，山东省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增长 20.5%，虚拟现实设备、服务
器、集成电路等智能化产品产量增长
20%以上。

以“研值”论英雄，向“智造”要效
益。记者在不少企业感受到，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的应用，不断刷新企业
竞争力，“含新量”源源不断转化为“含
金量”。

连日来，位于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
步区的济南鼎点数控设备有限公司里，4
条组装调试产线开足马力，20余台重型
激光切管机正在进行最后调试，10余台
完成包装的设备整装待发。

短短20天集中交付40台个性化定
制重型设备，公司总经理于银坦言“以前
这种订单不敢接”。在相关政策支持下，

他们自 2022 年以来持续推动采购生产
交付全周期数字化改造，目前产能较改
造前提升20%，生产效率提升15%，交付
期缩短15天。“我们对下一步增资扩产
充满信心，准备在起步区追加投资，建设
行业领先的智能激光装备制造数字化工
厂。”于银说。

数字赋能、智能制造，成为激发工业
经济新动能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全面
推进“万项技改、万企转型”，前三季度实
施投资500万元以上技改项目1.1万个，
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覆盖率接近
90%。

作为宏观经济“毛细血管”的企业越
坚韧，工业脉搏就更强劲。山东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副厅长张庆表示，下一步全力
抓好工业经济运行，“一业一策”稳定重
点行业，随着国家和山东省系列增量政
策落地实施，以及一批重点项目投产达
效，全省工业经济稳健增长的基础更牢、
动力更足。

新华社济南11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 陈国峰

向“新”谋变 借“智”攀高
——山东部分工业企业走访见闻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记者任
沁沁）记者3日从公安部获悉，为进一
步扩大改革惠及面，公安部部署自11
月4日至12月2日在全国分三批全面
推广应用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进一
步简化办事手续资料，提升证件使用
便捷度，更好便利群众办事出行。车主
可以对照本地启用时间安排，通过全
国统一的“交管 12123”App 申领电子
行驶证。

今年7月1日，公安部推出实施公

安交管 8 项便民利企改革新措施，其
中在北京、天津、苏州等 60 个城市试
点推行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目前已
累计为 5000 多万名车主核发电子行
驶证，取得良好效果。

电子行驶证进一步强化交管政务
服务数字赋能，深化电子证照应用，为
车主提供在线“亮证”“亮码”服务。电
子行驶证式样全国统一，群众可以在
办理车辆登记、违法处理、事故处理等
交管窗口业务时出示使用，支持机动

车所有人授权他人使用，便利委托他人
代办业务。同时，可以拓展办理客货运输
证照、保险理赔等应用场景。电子行驶证
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
动态显示机动车检验、抵押、交通违法和
交通事故处理情况等状态，方便实时查
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便利在车辆抵
押、二手车交易等场景使用。

据了解，今年 7 月 1 日公安部推出
8 项交管改革新措施以来，已惠及 1 亿
多人次，为群众企业减负超过30亿元。

30 多万摩托车主凭身份证跨省异地办
理摩托车注册登记等业务，免予提交
暂住地居住证明。各地公安交管部门
通过“交管 12123”App，向350多万车主
发放机动车注销证明电子版，便利群众
网上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北京等城
市在6.3万余个路口推行非机动车左转
一次过街措施，江苏等省份在1.1万个城
市路口实行慢行交通一体化设计，提
升城市路口非机动车过街的便利性、
舒适性和安全性。

公安部：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
11月4日起分三批全国推广应用

又到金秋时节，形如“四叶草”的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即将迎来四海宾
朋，共赴一年一度的“进博之约”。

11月5日至10日，第七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将如期在上海举行。届
时将有 152 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
参加国家展和企业展。连日来，新华社
记者走进多家参展企业，跟随他们忙
碌的备展脚步，感受他们眼中的中国
大市场魅力。

11 月3 日一早，源自智利安第斯
山麓高海拔地区的佳沃雪山车厘子
顺利运抵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馆内，
鑫荣懋集团市场总监赵芳华终于舒
了口气。

作为进博会七届“全勤生”，在
全球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水果业
务的鑫荣懋集团每年都会带着多款
全球首发新品赴约。从秘鲁沙漠蓝
莓到泰国易开椰，这些在往届进博
会上首次亮相的“明星产品”，如今
已成为中国各大商超货架上的热销
之选。

赵芳华告诉记者，今年他们将把

马来西亚猫山王鲜果榴莲首次带到进
博会上。今年6月，中马双方签署了关
于马来西亚鲜食榴莲输华植物检疫要
求议定书，马来西亚成为继泰国、越南
和菲律宾之后，第4 个获准向中国出
口鲜食榴莲的国家。

“参展进博会的鲜榴莲将赶在开
幕前一天进馆首发，欢迎大家来尝

‘鲜’。”赵芳华说，需求多样、营养追求
等催生了中国万亿元规模的水果零售
市场，期待通过进博会进一步深化全
球果业朋友圈，共享发展机遇。

巴基斯坦客商哈比抱着“试试看”
的心态参展了第四届进博会，没想到，
他带来的巴基斯坦盐灯一下子成了

“爆款”，“这些年累计卖了6万件”。第
六届进博会上，他带来有着数百年历
史的“非遗”骆驼皮灯，短短六天时间
就收获了来自中国 20 余个省份的大
量订单。

今年，老朋友哈比又来了。“中国
市场不仅让我们的商品有销路，更助
力巴中两国的文化深入交融。”第七届
进博会上，哈比将带来为中国市场定

制的骆驼皮灯，“这一次，皮灯上画着鱼，
象征年年有余、欣欣向荣”。

在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武田
企业事务与患者赋能部负责人连晶这
几天正忙着和同事们一起完善展区布
展工作。

连晶告诉记者，第六届进博会结束
以来，武田已在中国连续获批了6个创
新产品或适应症，都是登上过往届进博
会的展品。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助力企
业在中国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也坚
定了我们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希
望通过本届进博会与更多本土伙伴加强
合作。”

自2018年以来，年年如期举行的进
博会让越来越多展品变商品、展商变投
资商，为中外企业搭建了互利共赢的合
作桥梁。

连续七年参加进博会的德国贺利氏
大中华区沟通部与市场传播负责人陈立
斌对此感受颇深：“我们有很多重大投资
项目是通过进博会牵线搭桥、开花结果
的。贺利氏如今在中国的知名度有一定
提升，进博会功不可没。”

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今年进博会
首次设立新材料专区。贺利氏成为入驻
新材料专区的首批企业之一，将发布新
型贵金属催化剂等新品，助力中国绿色
化工等产业发展。

忙着策划布展之外，陈立斌还有一
个“业余身份”，那就是一个覆盖上百家
进博会参展跨国公司的进博“邻居群”网
络群主。

2018年首届进博会上，作为贺利氏
进博会协调人的陈立斌和同在技术装备
展区的二三十位“邻居”们组建了一个网
络小群，开展交流、互帮互助。如今这个
群的成员已超过 300 人，延伸到食品及
农产品、汽车、消费品、服务贸易等更多
展区。

这几天，群里热闹非凡。“又到了
一年一度的进博时间。群里的‘邻居’
们都是进博会的参与者、见证者，更是
受益者，大家相互鼓励打气、分享合作
机会，期待进博会越办越精彩。”陈立
斌说。

新华社上海11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 唐诗凝 周蕊 古一平

开幕在即，进博老友们都在忙些啥？
云雾环抱的山地茶园里，

白墙灰瓦的民居点缀其中，三
三两两的游人在慢行道上骑行
观光……记者来到陕西省安康
市紫阳县向阳镇富硒茶观光园
时，看到在当地从事电商行业
的林红梅正带领几名主播在茶
园中边走边直播。

“今天的直播不带货，就是
让观众和主播一起闲聊赏景，
这既推介了当地文旅，也会让
观众加深对产品产地的印象。”
林红梅说。

凭借时代契机与自身努
力，如今有越来越多像林红梅
一样的电商“新农人”，在乡村
振兴的大舞台上逐梦前行。“新
农人”把网络变成“新赛道”，把
科技当成“新农具”，把服务干
成“新农活”……他们为农村赋
予鲜活生机，吹来理念新风。

多年来，林红梅以陕西紫阳
县为基地做大电商公司，围绕市
场需求发展订单农业，打造从农
户到工厂的完整供应链，销售当
地及周边区域的茶叶、土豆等多
种农副产品，每年销售额可达数
千万元，2023年带动农户近800
户实现产业增收。

为了在网络和市场竞争中
发展，林红梅不断开拓新的经
营模式和思路。今年以来，她和
公司围绕紫阳县文商旅相关产
业，对当地从业人员开展免费
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的线下
服务接待能力和线上宣传营销
能力。

“接受我们培训的，有各个
村和社区的茶农、茶商、农家乐
经营户、景区工作人员等 650
人，培训内容包括视频编辑、直
播运营技巧和使用人工智能的
文本处理软件等。培训完成后，
他们也成为我们的‘家乡推荐
官’‘网络分销员’，大家一起把
家乡推介得更好，把产品销售
的蛋糕做得更大。”林红梅说。

此外，还有许多西部“新农
人”投身农业科技领域，用科技
手段促使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32 岁的陈玉坤是甘肃省科学
院生物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她
主要从事微生物功能开发与菌
肥创制、农牧废弃物高质化利
用等方面研究，形成的科技成
果——生物质地膜，已落地到
实际农业生产中，目前已先行
在甘肃省推广示范2万亩。

陈玉坤介绍说，生物质地
膜具有传统地膜的各项作用和
优点，又能减少塑料污染，实现
农牧业有机固体废弃物绿色循
环利用。同时，使用了生物质地

膜的马铃薯，其淀粉含量、维生
素含量和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等
各项品质指标均有提升。

据了解，陈玉坤每个月需
要来回奔波数百公里，观察不
同试验田里作物的生长状况，
以掌握对比菌剂的作用效果。

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
副所长韩融冰介绍，所里像陈
玉坤这样的“新农人”还有 70
多名，年龄最小的只有 26 岁。
所里目前共取得国家专利100
余项，通过研究新技术，为农业
带来新发展。

在西部广袤的土地上，许多
乡村的面貌和人居环境正在不
断更新改善，传统农业的生产方
式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一些

“新农人”也在通过土地托管、提
供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方式，加入
到粮食稳产增产的队伍中。

眼下正是四川的秋种季
节，在四川粮食生产大县中江
县，“90后”种粮大户常滔忙着
指挥旋耕播种机整地，种植小
麦、油菜等作物。此间，他还不
停接到来自合作社和农户的需
求电话。

常滔是中江县永太镇金穗
源粮食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
从2019年起发展至今，他的合
作社已形成产、供、销为一体的
综合经营模式，能够对水稻、小
麦、油菜、玉米的耕、种、管、收
开展全程机械化作业，并能进
行加工、包装、销售业务。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为扶持“新农人”，四
川作出系列安排部署，包括量
质并重建好“天府良田”、实施
粮食扩面增产工程，同时出台
提升省级财政种粮大户补贴标
准、适当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
投资补助水平等硬政策。

在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扶持
下，常滔的合作社发展蒸蒸日
上。目前合作社服务面积已发
展至 4 万亩，覆盖从本县至周
边县区的 9 个乡镇，年经营收
入达到 800 万元，固定用工人
数达25人，拥有包括无人机在
内的各式农用设备165台套。

“赶上乡村振兴的好时代，
农村处处都有我们的新机遇、
大舞台。通过开展新业务，为农
民提供‘新服务’，我们蹚出了
致富路。很快，农村也一定可以
用上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云计算这些新技术，让广大
农民的农活更轻松，生活更美
好。”常滔说。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新华社记者邵瑞崔翰超高健钧

西部“新农人”
提升乡村振兴“活力值”

在位于江苏南通如东经济
开发区的南通宁芯微电子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在装片焊线车
间内作业（11月2日摄）。

近年来，江苏省南通市如
东县聚焦打造新能源、新材料、
新装备等新兴产业集群，升级
改造生产车间和仓库，提升自
动化、智能化、数字化程度，为
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截至
目前，如东县已建成 7 家省级
智能工厂、28 家省级智能车
间、49家市级智能车间。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以“智”聚能
向“新”发展

11 月 3 日，农民驾驶农机
在江苏省兴化市周庄镇西浒村
收割水稻（无人机照片）。

深秋时节，多地持续开展
秋收作业。

新华社发 周社根 摄

晚秋忙收获

11 月 3 日，在广西柳州市
柳江区百朋镇里团村，村民在
收果蔗。

金秋时节，广西柳州市柳
江区百朋镇果蔗种植基地迎来
收获季，蔗农们积极收割抢运，

加紧供应市场。
果蔗种植是柳江区百朋

镇的传统特色产业之一，也
是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产业
之一。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金秋蔗园“甜蜜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