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2023年，全市资质内建筑业企业达475家，是1989年的29.7倍。

2023年，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成功晋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全市特级资质实现“零”的突破。

到2023年底，全市资质内建筑业企业拥有各类施工机械设备1.5万台，是1989年的4.9倍。

2023年，全市建筑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57.6万元/人，是1989年的34.7倍。

2023年，全市资质内建筑业企业中总承包企业达339家，专业承包企业达136家。

2013年以来，全市建筑业企业累计签订合同额3861.5亿元，年均增长9.6%，平均每年新签351.0亿元。

2023年，全市建筑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1038.8万平方米，比1989年的46.8万平方米增长22.2倍。

2021年以来，全市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奖”1项，“华东地区优质工程奖”12项，“中国建筑工程装饰奖”38项。

新中国成立 75 年来，滨州市建
筑业在困难中起步、在曲折中前进、
在竞争中发展，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规模不断壮大，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
幅提升。2023 年，全市建筑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达到 4.3%，成为国
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行业规模持续扩大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

滨州市建筑业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
期，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企业没
有自主经营权，工作任务按计划分
配，技术装备落后，人员素质低，建筑
业企业规模小、发展慢。1984 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
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招标投标制、百元产值工资含量包干
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建筑行业逐步
推开，到 1989 年全市县以上建筑业
企业发展到16家。

随后，滨州市建筑业进入高速发
展期，市场主体数量迅速增加，技术
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并在市场竞争中
锻炼培养了一支专业人才队伍。截
至 2023 年，全市资质内建筑业企业
达 475 家 ，是 1989 年 的 29.7 倍 。
2023 年，山东滨州城建集团有限公
司成功晋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
级资质，全市特级资质实现“零”的突
破；天元建设集团滨州有限公司在正
式落户滨州，与中化学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目前，全市一级以上资质企业已
达 70 家，基本上形成了以总承包企
业为龙头，专业承包为依托，劳务分
包为基础，中介服务相配套的产业组
织体系。

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施工技术和装备水平有效提升。

75 年来，全市建筑业企业不断提高
施工技术水平，坚持用新技术、新知
识、新装备、新管理模式改造提升传
统建筑业。到 2023 年底，全市资质
内建筑业企业拥有各类施工机械设
备1.5万台，是1989年的4.9倍；全市
资质内建筑业企业自有机械设备年
末总功率 28.8 万千瓦，是 1989 年的
8.4 倍；自有机械设备净值 7.7 亿元，
是1989年的46.6倍。

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75
年来，全市建筑业企业经营管理水平
不断改进和调整，企业成本进一步降
低，经济效益逐步趋好。2023 年，全
市建筑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 57.6 万
元/人，是1989年的34.7倍。

市场活力不断增强
以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引领，

民营经济主体较快增长。2023 年，
全市资质内建筑业企业中总承包企
业达 339 家，专业承包企业达 136
家。从整体行业看，国有及国有控股

企业继续发挥领头羊作用，全市国有
及国有控股建筑业法人单位达 47
家，完成产值 108.9 亿元，占建筑业
总产值的 39.6%。民营企业成为行
业发展主力军，企业数量占全部建筑
业企业的 90% 以上，完成产值比重
占建筑业总产值的60.4%。

工程总量大幅增长。2013 年以
来，全市建筑业企业累计签订合同额
3861.5 亿元，年均增长 9.6%，平均每
年新签351.0亿元。其中，2023 年签
订合同额达648.2亿元。签订合同额
的大幅增长，为全市建筑业后续发展
提供了坚强保障。2023年，全市建筑
业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1038.8 万平方
米，比 1989 年的 46.8 万平方米增长
22.2倍；竣工面积353.9万平方米，比
1989年的27.9万平方米增长12.7倍。

转型升级有力有效
持续推进转型升级，拓展发展空

间。面对传统动能减弱、市场竞争加
剧等挑战，滨州市建筑业向基础设

施、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更具生机活
力和发展前景的领域加速拓展。其
间，滨州市建筑业围绕行业产业链，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实现纵、横双向
延伸，构建多极增长的发展新格局。
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集中优势资
源，不断推进建安主业向高端产业链
方向发展，积极推进高、大、精、尖、难
等技术含量高的市场开发。

行业创新创造。2021 年以来，
全市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奖”1项，“华
东地区优质工程奖”12项，“中国建筑
工程装饰奖”38 项；全市评出市级工
法 469 项，获评省级工法 32 项，新技
术应用示范工程立项73项，验收合格
19项，新技术应用竞赛39项；积极推
进建筑业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获评
省级QC成果121项、国家级QC成果
20项，创造了历史新高。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滨州市建筑
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以量变
的积累实现了质变，为全市的经济发
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取得了辉煌成就。

滨州建筑业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大幅提升
——新中国成立75周年滨州市建筑业发展综述

本报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田英超

本报讯（记者 隆卫 通讯员 邱馨平 
王自强 报道）11 月 23 日，记者在市
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我市以综合评价第 1 名的成绩成
功入选全省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
市级区域综合性试点城市，从资源、
产业实际来说，主要有四大优势。

我市具备坚实的产业基础。近
年来，滨州始终坚持“工业立市、实业
强市”不动摇，培育形成了高端铝业、
精细化工、智能纺织、食品加工、畜牧
水产五大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全市

工业经济规模效益稳居全省前列，连
续三年入选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
53 项产品产量或市场占有率列全国
第1位，其中15项列全球第1位。省
政府专门出台 30 条政策支持滨州产
能转移退出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我市具备得天独厚的新能源发
展优势。滨州市沿海盐碱滩涂资源
丰富，拥有 167 万亩未利用地，是山
东省五大清洁能源基地建设主战场
之一。鲁北（滨州）盐碱滩涂地风光
储输一体化基地总规划装机容量
2118 万千瓦，占山东省鲁北基地规
划总容量的 44.1%，已纳入国家和省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渤
中19-6天然气处理终端项目正式投
产。全市风电和光伏装机容量及发
电量连续三年居山东省前列，2023

年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
量居全省第 5 位。拥有每年 20 万吨
工业副产氢优势，成功入围首批京津
冀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

我市具备良好金融业态。夯实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体系，提升金
融服务能力，增加创新绿色金融和转
型金融产品，推动绿色信贷和绿色债
券稳步增长。截至 2024 年 3 季度
末，全市绿色贷款余额 724.52 亿元，
同比增长 41.25%，高出全省平均水
平5.71个百分点，增速高于各项贷款
增速29.5个百分点。其中，绿色贷款
中与高耗能高排放企业相关的清洁
生产和清洁能源产业贷款余额212.7
亿元，占绿色贷款余额的 29.4%；发
行民营企业绿色债券5只、15亿元。

我市具备广阔的发展需求。当

前，滨州市正谋划布局实施一批重大
工程、重点项目，推进绿色转型金融
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从工
业重点领域企业转型需求看。我市
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便煤的问
题依然存在，是未来几年投资和融
资增量的主体。预计未来三年新增
转型融资需求 600 亿元以上。从新
能源产业发展需求看。我市正围绕
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新型电力系
统，着力打造“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
地”“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在工
作推进上，规划建设了鲁北基地首批
总规模 860 万千瓦的 14 个项目、国
家第三批大型光伏发电基地等一批
新能源发电和产业装备制造项目。
据初步匡算，将新增融资需求300亿
元以上。

四大优势助力滨州入选全省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市级区域综合性试点城市

我市预计未来三年新增转型融资需求600亿元以上

本报讯 （记者 葛肇敏 通讯员 
刘斐 报道）日前，由中国计生协联合
多部门推出的“好家风·健康行”家庭
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基层行——“家风
和美 健行惠民”群众性宣传服务活
动在惠民县举办。

活动中，传统文化舞蹈、婚育新
风歌舞剧等精彩节目依次上演，工
作人员还通过健康脱口秀、“孕妈
萌宝小鸟餐”分享、健康知识有奖
互动竞答等一系列活动，向群众倡
树家庭健康理念，推动健康成为新
时代好家风。活动现场，还为惠民
县家庭健康指导员队伍授旗，并为
10 户 滨 州 市 健 康 家 庭 代 表 授 牌 。
同时，举行了惠民县“体重管理年”
启 动 仪 式 ，助 力 2024 年 度“ 好 家
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
动启航。在惠民县孙武广场分会
场，还举行了家庭健康嘉年华活动，
现场设置亲子运动区、健康运动区、
家庭健康指导区、健康义诊区，为群
众带来一场沉浸式、互动式家庭健
康“盛宴”。

近年来，滨州市以群众健康需
求为导向，深入推进健康家庭促进
行 动 ，着 力 打 造“ 家 健 康 ”服 务 品
牌，推动健康行动在千家万户落地

生根。截至目前，我市已建设国家
级“向日葵亲子小屋”3 处，在全国
健康家庭、“亲子小屋”建设和优化

生 育 政 策 等 会 议 上 作 典 型 发 言 。
其中，惠民县通过打造“健康小屋”

“暖心家园”“向日葵亲子小屋”，积

极构建党委政府领导、社会多方参
与、群众广泛受益的家庭健康促进
工作新格局。

家风和美 健行惠民
“好家风·健康行”家庭健康主题推进活动在惠民县举行

本报讯（记者 任斐 通讯员 付可聪 
刘梅 报道）为进一步增强树木御寒
和抵抗害虫的能力，提升园林景观
效果，近日，市城管局组织各养护片
区全面开展园林树木涂白工作，为
市主城区的园林树木穿上一层“防
寒衣”，确保树木安全越冬。

市城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北方
地区的园林树木涂白工作会在苗木
休 眠 期 进 行 ，一 般 气 温 在 0℃ 至
15℃之间，气温过低或过高都会影
响涂白剂与树干的附着效果以及树
木的正常生理功能，因此每年 10 月
至 12 月是树木涂白的最佳时期。
通过树体涂白，可以反射一部分太
阳光，缩小树体昼夜温度变化幅度，
从而减少“日灼”和冻害。此外，涂
白还能延迟树木春季萌芽和开花时

间，使树木免遭春季晚霜的危害。
同时，树干涂白也有防治病虫害的
作用。

在此次园林树木涂白工作中，
市城管局组织养护人员进行了人工
涂白，确保涂白效果达到最佳。各
养护人员根据树木的长势情况，在
涂白时力求“一字线”高度效果，严
格做到上口平齐、下不露“脚”，并对
树皮缝隙、洞孔等处进行重复涂刷。
同时，还特别注意避免涂白剂外溅，
保持树穴和路面的整洁，确保树木
涂白的效果与植物的整体美观相协
调。进入冬季后，市城管局将继续
加大园林树木精细化养护工作力
度，在加快树木涂白工作的同时，及
时浇灌防冻水、搭建防风帐，保证次
年树木成活率。

市主城区园林树木
穿上白色“防寒衣”

本报讯（记者 齐宁 通讯员 赵鹏 
鲁文青 卢红燕 报道）11 月 21 日，世
界银行贷款山东黄河生态示范项目
启动会在滨州举行。世界银行项目
团队专家和各级项目办成员单位有
关负责同志共计 120 余人参加活
动。

该项目全称为“世界银行贷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污染
治理示范项目（二期）山东子项目”，
共涉及东营、聊城、滨州 3 市的 20
多个子项目。项目应用多个国际先
进理念，包括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小流域生态综合景观管理等，将有
效示范带动国内同类项目水平提
升。

2021 年，滨州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围绕黄河重大国家战略，积极
指导邹平市谋划申报“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修复和环境污染治理示范项
目（二期）”，获得世界银行3500万美
元（折合人民币 2.38 亿元）贷款支
持。我市项目分为“邹平市南部山
区荒山造林、综合治理项目”“滨州
市项目培训推广监测”“滨州市森
林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变化监
测”3 个子项目，根据结果导向型贷
款工具使用要求，使用“邹平市农
村污水处理项目”作为配套。通过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增加区域内
绿化面积，持续改善当地生态环境，
为黄河流域生态修复、环境治理、生
物多样性保护提供示范引领和实践
路径。

世界银行贷款山东黄河
生态示范项目在滨启动
我市项目分为3个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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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斐 报道）今年
以来，滨达集团紧抓当前建筑消防
行业发展机遇，与惠民县政府联合
引入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防火
研究所入驻滨州，共建中国消防新
技术产业基地，推动防火新材料产
业链在滨州落地。

中国消防新技术产业基地项目
致力打造集新技术研发、消防检测
评价、标准规范研编、高技企业招
引、科技人才引进、高科技项目孵化
和投融资、全国性消防产业大会举
办、全国性消防产业联盟设立运营
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消防产业集
群，一期总投资25亿元，主要建设内
容包括“两中心、一基地和 N 配套”。
其中，“两中心”为中国（滨州）消防
产业创新中心和山东省消防检测中
心，以中国（滨州）消防产业创新中
心为先导，将在我市打造“十四五”
建设工程防火领域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实现我市国家级创新中心“零”
的突破；“一基地”为中国消防新技
术产业基地，规划招引江西远洋威
利实业有限公司新型防火板材等投
资企业及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
20 亿元，年产值达 30 亿元，年缴纳
税收超 2 亿元，带动就业 1500 余人；

“N配套”包括中国消防产业联盟、中
国消防产业大会、滨州市消防产业
基金、山东省消防产业大脑等配套
基金及技术服务，为项目顺利实施
和产生效益提供坚实保障。

中国消防新技术产业基地项目
将防火所的“唯一性、引领性和产业
创新资源集聚性”优势与滨州的区
位、交通、政策等独特优势相结合，
将打造成为国内消防产业原始创新
策源地、前沿成果输出地、技术标准
引领地、产业孵化示范地和高新技
术企业聚集地。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建筑防火研究所入驻滨州

共建中国消防新技术产业基地，推动
防火新材料产业链在滨州落地

稳进新好

本报讯（记者 李伟伟 通讯员 
刘晓惠 侯寅昊 报道）11月23日，全
市发展改革系统召开2024年重点工
作推进暨2025年重点工作谋划务虚
会议。

会议指出，发改部门作为综合
经济管理部门，各项工作任务完成
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整个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要切实把思想认识
统一到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上来，
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攻坚冲刺，圆满
完成好承担的各项经济社会发展重
点工作，全力守好守牢安全底线，确
保高水平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坚持高点定位，高
质量谋划好明年工作。按照“争第
一、干唯一、创一流”的要求，紧紧围
绕重大战略实施、重大项目建设、重
大产业发展、重点领域改革、重点事
项推进等方面对明年工作进行谋
划。要围绕改革抓谋划，把明年可

实施、能落地的改革举措，充实体现
到工作谋划中。要围绕规划抓谋
划，围绕实施重大战略、发展新质生
产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等重点领
域，创新谋划一批引领性工程项目，
抓好前期工作，全力争取上升到国家
和省级层面加快推进。要围绕政策
抓谋划，既要把如何用足用好上级出
台的稳经济一揽子增量政策以及“两
重”“两新”等各项支持政策谋划好，
也要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实施一
批既利当前又管长远的政策措施，为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支撑。

会议要求，全市发展改革系统
干部职工要立足出精品、创精品，始
终把“完成、完好、完美”作为干事标
准，敢树品牌争第一，敢当先锋打头
阵，敢于创新走在前，力争单项工作
争第一、特色工作干唯一、整体工作
创一流，努力干出更多在全国全省
出彩的工作。

全市发展改革系统召开2024年重点工
作推进暨2025年重点工作谋划务虚会议

全力以赴攻坚冲刺今年任务
围绕“五重”谋划明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