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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重点布局预制菜产业四大核心增长极
打造“四极三片多点”发展格局，加快建设“三区一中心”
  据《大众日报》消息 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等12
部门联合印发《山东省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规划
（2024—2027年）》（以下简称《规划》），规范有
序发展预制菜产业。根据《规划》，我省将把潍坊、
青岛、烟台、临沂4市作为四大核心增长极进行重点
布局，整体带动全省预制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
级。力争到2027年，全省预制菜市场经营主体数量突
破8000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6600亿元。
　　我省是农业大省，农产品门类齐全、产量稳定、
供应充足，为预制菜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原料基
础。同时，我省也是食品产业大省，产业规模连续30
余年居全国首位，具备发展预制菜产业的良好产业基
础。目前，全省已培育起龙大、得利斯、惠发、美佳
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产品覆盖国内主要一、二线城
市，远销日韩、欧美国家。
　　引导全省预制菜产业规范有序发展，《规划》对
全省预制菜产业区域布局、发展目标、推进举措等加

以明确。
　　在区域布局上，《规划》提出以核心增长极为引领、
以特色发展片区为联动、以产业重点县为支撑的“四极
三片多点”发展格局。“四极”是指产业发展优势明显的
潍坊、青岛、烟台、临沂4市，打造引领产业发展的“领头
羊”和“隆起带”。“三片”是指围绕畜禽、水产、果蔬菌等
预制菜三大品类，统筹考虑全省东、中、西部区域相对
均衡，以设区的市为基本单元，兼顾特色优势产区，在
全省划分畜禽产品、水产品、果蔬菌产品三大特色发展
片区，辐射带动全省区域整体发展。“多点”是指从牛羊
肉及特色肉食、禽蛋、海珍品等8个细分品类着手，在全
省筛选出53个特色突出的县（市、区），积极培育“一县
一业”“一县多品”，因地制宜推动全省预制菜产业差异
化发展、特色化布局。
　　总体目标定位是加快建设“三区一中心”，即将
山东打造成为全国预制菜精深加工集聚区、全国预制
菜科技创新先行区、全国预制菜质量标准样板区以及

全国预制菜商贸流通集散中心。
　　在推进举措方面，《规划》提出了加快预制菜产
业集聚发展、打造鲁派预制菜“爆品”、培育“好味
山东”金字招牌、构建高质量产业生态圈等四项重点
举措。其中加快预制菜产业集聚发展方面，我省将以
“链长制”为依托，加快形成集种植养殖、食品加
工、生产装备、冷链物流、产品营销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式”发展格局，培育一批预制食品产业高效集聚
区。持续开展年度特色优质食品目录产品和特色优势
食品产业集聚区培育认定工作，打造省级特色优势食
品产业集群、强县、强镇。
　　在打造鲁派预制菜“爆品”方面，我省支持各地
打造“一城一品”“一城多品”，构建以水产品、畜
禽产品、蔬菜等特色食品为品牌引领的鲁派预制菜品
牌“矩阵”。加大鲁派预制菜研发创新力度，鼓励引
导预制菜企业将传统经典鲁菜和创新鲁菜转化为预制
菜，打造彰显鲁派特色的预制菜“单品”“爆品”。

  年中购物节打响促销战，各大电商
平台竞相争夺消费者。可消费者打开电
商App的原因，却可能不是买东西，而
是遭遇其他App广告页面的强行跳转。
记者调研发现，相关部门虽已治理多
年，跳转广告却屡禁不止，而且花样翻
新、迭代升级。  （据《半月谈》）

别让跳转广告
“想跳就跳”

□本报评论员 孙瑞荣

  当下，“注意力经济”为各大平台所必争，
“条条道路通电商”的“跳转”策略，不失为抓取
用户注意力的有效途径。然而对于用户而言，这
种泛滥的跳转广告无疑让人不堪其扰。
  事实上，消费者真正讨厌的并不是广告本
身，而是它的打开方式。在实际情况中，普通
用户根本就来不及点击“跳过”按钮，手机稍
微动一下就进入广告了。跳转广告可谓一种变
相的“强制交易行为”，不仅影响了用户体
验，给用户带来了困扰，且侵犯了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甚至可能涉嫌违规收
集用户信息、侵犯用户隐私等问题。
  近年来，虽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
规定进行整治，但跳转广告仍然屡禁不止。跳
转广告之所以成为“牛皮癣”，甚至“越跳越
欢”，根源在于企业畸形的盈利模式，在商业
利益驱动下，凭借技术优势翻新花样，从而与
用户“拼手速”、与监管玩“捉迷藏”。
  广告投放的目的是吸引消费者，是为了提
高产品或服务的知名度、美誉度。“条条道路
通电商”是互联网流量变现的一种扭曲表现，
是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惜牺牲用户体
验和品牌声誉的结果。广告商这种以牺牲用户
体验博来的不会是流量，反而是厌恶，是一种
唯利是图的做法，也是一种短视的行为，换来
的恐将是用户的厌弃。
  整治跳转广告，需要各方形成合力。一方
面要进一步细化明确规则和责任，加大违法违
规行为的惩罚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相关信
息普及力度，特别是为弱势一方的消费者群体
维权提供清晰路径和指引。此外，还要提高用
户参与跳转广告治理的积极性，并将选择权、
决定权充分交给消费者，防止消费者权益受到
侵害。

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28.52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
中心30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
（2024年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
财市场存续规模达28.52万亿元，较年初增加6.43%。
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54万只，募集资金33.68万
亿元。
　　从产品结构看，截至6月末，固定收益类产品存
续规模为27.63万亿元，占全部理财产品存续规模的
比例达96.88%，较年初增加0.54个百分点。
　　从产品期限看，今年上半年，新发封闭式理财
产品加权平均期限在303天至392天之间，为市场提

供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截至6月末，1年以上的
封闭式产品存续规模占全部封闭式产品的比例为
67.87%，较年初增加0.85个百分点。
　　从机构类型看，截至6月末，全国共有239家银
行机构和31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其中，
理财公司存续产品数量和金额均最多，存续规模占
全市场的比例达85.29%。
　　今年上半年，理财投资者数量维持增长态势。
报告显示，截至6月末，持有理财产品的投资者数量
达1.22亿个，较年初增长6.65%。上半年，理财产品
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413亿元。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7.5%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家统计局30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
业企业（简称“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64961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7.5%。
　　统计数据显示，文化领域九大行业延续全面增
长态势。上半年，文化领域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延续
一季度全面增长态势。其中，文化装备生产、内容
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3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较快
增长，分别为10.4%、10.2%和9.8%，增速分别快于全
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2.9个、2.7个和2.3个百分点。文
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创意设计服务、文化传播
渠道、文化投资运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文化消

费终端生产6个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介于3.7%至
7%。
　　文化新业态行业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文化
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
2702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2%，快于全部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3.7个百分点。文化新业态行业对全部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60.5%。
　　文化企业盈利能力稳步提升。上半年，规模以
上文化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5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8.9%，增速快于一季度3.1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利
润率为8.08%，比上年同期提高0.11个百分点，比一
季度提高1.27个百分点。

上线！中国为中小企业服务打造一张“网”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
7月30日正式上线。作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建设并
运营的综合在线服务平台，服务网通过政策、技
术、服务“一张网”汇集，为中小企业提供“一站
式”服务。
　　记者了解到，该网已完成对现有省级中小企业
服务平台和地（市）服务平台的联通，现可提供2亿

多项招投标项目信息、15万条政策信息，初步实现
全国企业数据库等大数据服务能力。
　　“建设中国中小企业服务网是构建优质高效服
务体系、支持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说，要提升服务的普惠
化、便利化、精准化水平，助力中小企业“强身健
体”，提升核心竞争力。

  新华社石家庄7月30日电 截至2023年底，我国
公交车保有量达68.25万辆，其中新能源公交车55.44
万辆，占比81.2%。运营线路达7.98万条，公交专用
车道突破2万公里，20 2 3年完成客运量41 6 . 3 亿
人次。
　　这是记者30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的。“我的公
交我的城”主题宣传活动同日在河北沧州启动。
　　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在启
动仪式上介绍，近年来，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部门加
快完善法规、政策、制度和标准，依托国家公交都市建

设、绿色出行创建等行动，指导各地深入实施城市公
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公交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去
年印发的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若干意见提出了15项任务举措，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已
列入《国务院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正在加快
出台。
　　“城市公共交通正迎来新一轮政策窗口期。”
耿晋军表示，交通运输部正在研究起草进一步推进
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政策以及公交车和动力电
池更新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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