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报记者 初磊 邹平报道

郡县治，天下安。连接城

乡的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

重要支撑和纽带，也是区域经

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五年取得突破”之后，山东

新旧动能转换继续深化，着力

探索转型发展之路。这意味

着，26个县级市，要在推进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过程中，走出一条特色化、多

元化建设之路。

9月20日，滨州邹平市举行

“聚焦九大工程 建设先进制

造业强市 献礼二十大”行进

式主题采访活动，经济导报记

者走进邹平，实地探访这座县

级市的动能重构。

培育铝消费新增长点

202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名单上，50家山东民企入选，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依

然位居第一。作为全球最大的

铝产业基地，邹平在“腾笼换

鸟”的动能转换中，延伸产业

链条，发展下游产业，向“轻

量化”迈进。

山东万通金属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内，智能化生产线

旁，不同规格的铝卷等待“出

仓”。“按照目前的行情，这两

卷可以买一套房。”车间工作人

员介绍，每一卷都是高附加值的

“好货”，且市场价格越走高

时，货越抢手，企业库存越低。

万通金属有56条铸轧生产

线和6条冷轧生产线及相关辅助

设备，铝卷产业全国第一，是

最早入驻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

内的三家企业之一。其余两家

企业——— 阳光房行业标准制定

单位沐易阳光、易开盖拉环材

国内市场占有率居首位的新三

元铝材，也已成为全国同行业

的领军企业，这些企业在魏桥

铝深加工产业园集聚发展，增

强了抵御市场风险能力，推动

了铝业全产业链的优化升级。

走进沐易阳光的展厅，茶

室、花房、健身房等智能铝合金

阳光房，充分满足消费者高品质

生活所需。山东沐易阳光门窗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宝飞介绍，

断桥隔热铝合金为框架的阳光

房，攻克了国内目前无法解决

的“自承重”技术难题。

这样的“轻量化”铝项目

还有很多。为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邹平市委、市政府自2018

年开始，重点打造魏桥铝深加

工产业园。

园区规划占地5000亩，也

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邹平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园中

园。截至目前，全园入驻企业

突破65家，铝深加工能力达到

145万吨，产值突破280亿元，其

中高端铝深加工项目38个，建

成投产28个。园内已有28家规

模以上企业，带动就业6000余

人，预计今年底，全园铝深加工

能力能够达到160万吨，产值突

破300亿元大关。瞄准“国家级

绿色全链高端铝深加工产业聚集

示范区”，魏桥铝深加工产业园

力争2025年底，园区入驻企业达

到100家以上，铝深加工能力达

到 2 0 0万吨，规上企业达到 5 0

家，全园产值突破500亿元。

采访获悉，邹平的铝产业

规模领先，在技术上，曾经存

有明显的高深加工短板；经过新

旧动能转换，这几年，邹平企业

由原来只能生产铝棒、铝锭，到

了生产铝箔、型材，并开始向轨

道交通、航空用中厚板、铝车身

板等领域扩展应用空间，培育新

的铝消费增长点。

山东三星集团裕航合金公

司拥有业内最全资质认证，围

绕陆海空领域，构建起了从自

主研发设计、铸造、型材挤压

到精深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延展铝精深加工产业链

条，匠心高品质、高性能新型

材料的研发制造，产品广泛应

用于汽车轻量化、3C电子、轨

道交通、航空航天等工业制

造、装备开发及新型基建产业

及技术领域。其轨道交通型

材，列入山东省第五批制造业

单项冠军产品。“高强、高

精、超导轨道是公司重点研发

的主导产品之一。”山东三星

集团裕航合金公司技术总监赵

书锋介绍，这个产品可直接降

低线路运营用电耗能4%到6%，

目前公司系列导电轨产品在国

内市场占有率近70%，推动了国

内轨道交通产业的智能化、绿

色化、轻量化。

2022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名单上，山东创新金属科技有

限公司位列第375位，比去年上

升54个位次，在上榜的50家山

东企业中排名第30位，山东创

新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创新

集团控股子公司)总经理王伟介

绍，“创新集团参股了年产500

万只汽车轮毂项目，其中100万

只供应奔驰， 1 0 0万只供应宝

马，其余的供应了大部分的国

产汽车主流品牌。”

据了解，山东创新集团生

产经营高端铝合金棒材、板

材、线材、型材、汽车轮毂五

大产品，高端铝合金棒材市场

占有率多年霸榜全国第一，华

为、小米、OPPO、苹果等多个

知名品牌的手机、电脑等电子

产品所需要的铝合金材料超80%

以上来自该企业。“餐盒、一

次性烤盘等快消品快速增长，

这是铝合金消费的一巨大市

场。”王伟介绍，专注于满足

下游应用领域的多元化、定制

化需求，公司将继续开拓高附

加值铝制品市场。

为加快创新步伐，创新集

团先后与中南大学、山东大学

等名校联合开展产学研合作，

并承担了百余项国内顶尖科研

课题，被认定为省级高强高韧

铝合金新材料工程研究中心、

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院士工

作站”，成为“山东省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山东省新型

研发机构”和全国合金棒、合

金电缆标准制定的主要发起及

参与单位。在交通轻量化和电

子型材两个“省重点建设项

目”的基础上，创新集团加大

投入，新建和扩建了高端铝型

材等一大批市场前景好、附加

值高的优质项目，进一步拉动

了转型升级，促进了高质量、

高水平发展。

稳固“中国油瓶”

创新，是驱动县域发展的

动力。新旧动能转换五年来，

滨州奋力蹚出高质量发展的新

路子。邹平，亦在这个过程

中，经历过阵痛，滚石上山，

跳出思维惯性，引领企业“创

新”，让传统产业一步步实现

了蝶变升级。

今天，市民健康食用油的

囤货清单上，常见邹平产玉米

油，这一滴油，或是西王，或

是长寿花，都处于玉米油企业

的“第一梯队”。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

国内最大的玉米胚芽油生产基

地，依托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中国糖都——— 西王

集团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实

现了玉米油的充足原料保障及

毛油自主生产能力。

金秋时节，走进西王食品

玉米油小包装车间，本以为会看

到金灿灿的当季玉米，而整个厂

区内，看不到一粒玉米，“黑灯

工厂”里，智能化设备载着玉

米，走完了从进厂生产到包装下

线的全流程。

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技术

副总孙淑华说，公司打造了国内

领先的全产业链、全配套、全自

动智慧化生产线，实现了从产品

到外包装物的全面自主可控生

产，形成了企业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核心技术品牌，保证了产品

的绿色、健康、营养和安全。

如今，西王食品有国内最

先进的玉米油生产工艺和全套

生产线，精炼和灌装车间分别

采用瑞典阿法拉伐设备和法国

西得乐公司的吹瓶线、意大利

原装进口灌装线等，生产过程

实现了全自动化控制，是国内

唯一一家从原料到产品实行全

程质量监控的企业。

其中，小包装灌装线，是

选用德国克朗斯公司的吹灌一

体机，实现了吹瓶和灌装的有

机结合。这一设备可以开发生

产多种小规格高端油种，为西

王实施品牌战略、走高端路线

打下厚基。

据了解，西王集团正结合

行业发展实际，主动融入绿色

低碳的发展战略，并积极扩建

年产60万吨玉米胚芽油项目，

助力国家粮油行业健康发展，

提高国内食用油自给率，“稳固

‘中国油瓶’，让消费者‘用国

油、吃好油’。”

一滴健康油，背后是企业

耗时数年的长跑。去年年底，

山东三星集团旗下长寿花食品

高端产品——— 零反式脂肪高养

玉米油上市，这是继2019年长

寿花浓香玉米油之后，又一次

产品品质升级。

为了降低精炼植物油中反

式脂肪酸的含量，山东三星集

团围绕工艺升级和品质进阶，

花了6年时间做科研，通过“两

突破一加持”国家发明专利技

术，将油脂中的反式脂肪酸含

量控制在0 . 13%左右。这项重大

关键技术突破，对于提升中国

玉米油精炼技术深度、保障国

家食用油料安全及提高国民食

用油健康水平具有实实在在的

积极意义。

据悉，基于这一技术创新

研发的零反式脂肪酸高养玉米

油，也已列入了2022年“中国

好粮油”产品开工项目，三星

集团将继续加大创新，推进优

质粮食工程建设。

一滴油，是一座城的“好

品”，折射出了一座县级市的澎

湃动力。今年7月20日，赛迪顾

问发布《2022中国县域经济百强

研究》，山东13城上榜，邹平位

列其中。在统筹疫情防控之下，

城市发展动能也要看经济大盘。

半年，邹平完成工业总产

值1604 . 42亿元、规上工业营收

2 0 4 5 . 5 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 . 98%、29 . 14%，其中，五大主

导产业完成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2 . 59%。同

时，规上工业营收效益稳定增

长。上半年累计实现利润总额

63 . 33亿元，增长1 . 96%。数据表

明，“工业提质提效”工程实

施以来，邹平主要经济指标稳

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

5年动能转换，工业强县完

成了动能重构，铝业、纺织服

装、食品医药、装备制造、钢铁

冶炼等传统产业主动承压，建链

补链延链强链，现代产业体系跃

步升级，预计到2026年，邹平规

上工业营收有望达到6000亿元，

稳居全省县域前列。

铝业转向轻量化 一滴油开启创新长跑

一个县级市的动能重构

◆导报记者 初磊

秋季清晨5点半，邹平黛溪

湖，水面雾气笼罩，健身步道绕

湖一圈，长约3公里，市民三三

两两沿湖慢跑，细看湖边，每隔

十多米，就有钓鱼竿垂下，“你

看，我们‘6线’城市的幸福，

就是这么简单。”市民调侃说，

工业大市的自然景色格外让人觉

得亲。

这多少有点“凡尔赛”，毕

竟，当不少县级市苦于工业产值

占比低之时，邹平率先开始了产

能“瘦身”。

山东广富集团有限公司一名

相关人士对经济导报记者感叹：

“我们是最早一家签订目标协议

的企业。”她所说的目标协议，

是2018年开始，7个京津冀大气

污染传输通道城市细颗粒物

(PM2 . 5)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 . 5%

至4%的目标，当年，全省钢铁

产能压减退出355万吨。彼时，

广富集团具备年产焦炭1 9 0万

吨、生铁350万吨、粗钢396万

吨、钢材320万吨的生产能力。

但企业直面改革，一边压减产

能，一边寻找出路。

回忆转型之路，受访的邹

平钢铁、铝业、纺织服装等企

业负责人，给出同一个答案：“必

须转。”

而这个过程，注定需要滚石

上山的韧劲。邹平青阳镇和西董

街道办的交界处，有两条穿山隧

道，分别是广富一号隧道和二号

隧道。一号隧长625米、二号隧

道长280米，这两条隧道，是山

东省内首条由民间投资的隧道，

投资方正是广富集团，其出资

1 . 8亿元建设，2018年9月全线贯

通，永久免费通行，拉近了城乡

区域发展，给邹平这座城留下了

深深的“钢铁大亨”印记。

时隔4年，广富集团厂区

内，炼钢高炉依旧，只是与往昔

热闹不同，这个厂区，以“壮士

断腕”的勇气，选择在原址新建

一个年产20万吨锻件项目。今年

5月，项目开始建设，预计明年

12月将建设完成。

项目面向魏桥集团“轻量化

战略”，开发新一代空心传动轴

用钢生产制备技术，投产后，年

产轻量化汽车用高强钢配件200

万件，这是广富集团为钢铁行业

按下“暂停键”后，重新注入的

新动力。

广富隧道车来车往，在市民

心中，钢铁行业的“辉煌”就像

隧道的一头，而另一头，是高端

化、绿色化。

根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

持山东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山

东要继续深化新旧动能转换，着

力探索转型发展之路。

山东 2 6 个县级市、 5 2 个

县，无疑是转型发展的主阵

地，企业是主阵地上当之无愧

的主力军，对他们而言，接下

来的转型之路，宛若在隧道中

穿行的车辆，迎着出口那缕微

光“踩油门”，才能豁然开朗、

光芒万丈。

就一个答案：必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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