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地处临沭县的山东常林集团自主研发的
高端液压产品通过国家鉴定，投入批量生产，从而彻
底打破了这一被誉为工程机械“心脏”的部件全部由
国外垄断的局面。常林由此一举从传统机械领域切入
高端装备制造业并占据了领军位置。

“这一成果得益于深化国际科技合作，集聚吸纳
创新资源。”常林集团董事长张义华告诉笔者，企业
与德国Hofer公司、意大利赛迈道依茨公司等国际巨
头建立合作关系，实现了国际前沿技术的消化、吸收
和创新，每年研发投入占到销售收入5%以上。正是
得益于持续不断的研发投入和科技创新，去年该集团
产销逆市上扬，同比大增51 . 6%。

在临工、常林等龙头企业带动下，国内外一大批
工程机械龙头企业和数百家配套企业集聚临沂，产业
链进一步拉长，打造出一个千亿级高端装备制造新高
地。

常林和临工正是临沂做活产业转调创文章的缩
影。

临沂把产业结构调整作为推进转调创的重要突破
口，做大农业、做优工业、做强服务业，形成了较为
合理的产业结构。2012年，全市三次产业结构由2011
年的10 . 1：49 . 9：40调整为9 . 7：48 . 5：41 . 8，第一产业
增加值占比首次降至10%以下，第三产业占比高于全
省1 . 8个百分点。

工业实施“双轮驱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培
植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了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主
导产业和具有发展前景的新兴产业。2012年，全市
3407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550亿元，增长
19%，列全省第4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7289 . 4亿元、利税621亿元、利润416 . 6亿元，列
全省第2位、第3位和第4位。

大力培育主导产业和大企业。突出发展机械、食
品、冶金、化工、木业、医药六个千亿级主导产业，
拉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形成“一个主导产业、一
批骨干企业、一个区域品牌”。2012年，全市六大千
亿级主导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65 . 6%，增长
2 9 . 9%，拉动全市增长1 9 . 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
70 . 3%。通过兼并联合、嫁接改造，开展高点对标赶
超活动，培育产业龙头、骨干企业。在全市开展服务
企业“四比四看”活动、百家企业大走访活动，把政
府口袋里的生产力全掏出来。

着力培育“四新一高”产业。重点发展新能源及
节能环保、新医药与生物、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和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组织实施重大示
范项目带动、骨干龙头企业培育等七大推进工程。
2012年，“四新一高”产业实现增加值218 . 6亿元，增
长19 . 5%，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4 . 1%，较年初提高
1 . 1个百分点。

服务业方面，以商城国际化为重点，加快改造提
升商贸物流业。争取省和国家出台了支持临沂商城试
行贸易便利化政策。目前，临沂港建设全部完成，近
期投入试运营；综合保税区建设加快推进。2012年，
临沂商城实现交易额1772亿元；直接出口额12 . 8亿美
元，同比增长687 . 5%。立晨物流与阿里巴巴共建了全
国第二家网商服务中心，金兰物流建成了全省最大的
专业物流信息配载中心。全力打造新兴服务业发展亮
点。着力建设软件和服务外包、文化创意、科技研
发、金融服务、商务服务、总部经济六大类新兴服务
业集聚园区。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总部经济集聚区内
成功引进了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采购中心、力诺瑞
特、格力电器等20多家企业总部进驻，2012年实现营
业收入14亿元，利税2亿元。

农业方面，重点发展以沂蒙优质农产品基地为核
心的现代农业，“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品牌影
响力进一步提升。2012年，优质农产品基地累计达到
547 . 4万亩，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229个，“三品一
标”1191个。

发挥重点项目对稳增长、调结构的引领作用，每
年都围绕产业链、价值链、财税链确定一批重点建设项
目，带动了全市投资快速增长。2012年，220个市重
点项目完成投资710亿元，同比增加159亿元，增长
28 . 9%。今年组织实施的220个市重点项目准入门槛进
一步提升，由2011年的1亿元、2012年的2亿元提高到4
亿元，总投资3194 . 4亿元，同比增长58 . 1%。实施过亿
元项目(不含房地产开发项目)692个，同比增加229个。

临沂：转调创“组合拳”打造经济升级版
临沂，一座以老区著称的城市，目前正

以转调创的“组合拳”，加速迈向经济升级
版。

且看这样一组数字：2012年，在万元
GDP能耗降低4%的情况下，临沂市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达到170 . 1亿元，增幅居全省第4
位，前移9个位次。利税过千万元工业企业

达到1366家，新增425家。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占比提高4 . 5个百分点。县域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增长34 . 5%，12个县区中有11个在全
省实现位次前移；镇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增
长58 . 6%，县域、镇域增幅分别高于全市
14 . 1个、38 . 2个百分点，发展呈梯次加快的
良好态势，昔日“短板”开始长长。

这些过硬的数字充分说明，近年来，临
沂市全面贯彻“四三二一”总体工作思路，
围绕“好中求快‘过四五’、富民增收‘双
翻番’”目标，坚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
效益为中心，以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改
善、县域经济发展、科技创新驱动和生态环
境提升等为重点，加快转调创步伐，主导产

业骨干企业加速成长，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不断提高，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对临沂这个千万人口的大市来说，要
实现与全省同步、比全国提前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就必须加快转调创步伐，这是应对困
难挑战、实现跨越赶超、推动科学发展的根
本之策。”临沂市委书记张少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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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市转调创大格局中，县域经济基础薄弱、
发展相对滞后是最大“短板”，也是最大潜力和空
间所在。

临沂市市长陈先运指出，要把提高发展质量和
效益作为统领经济发展的重大任务，明确当地发展
什么、怎么发展、发展的动力等问题，切实做到招
商不忘选商、落地不忘节地、生产不忘生态、富市
不忘富民，在转调中实现赶超。

为拉长短板，临沂市着力突破县域经济和小城
镇建设，全面打响了突破县域经济“新孟良崮战
役”，实施倍增计划，用三年时间，各县区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翻一番，全市乡镇地方财政收入均过千
万元。

为解决“发展什么、怎么发展、发展的动力”
问题，临沂对县域、镇域主导产业进行科学定位、
规划布局、政策扶持，每个县区重点培植三个左右
规模优势突出、辐射带动力强的主导产业。制定了
县域经济发展考核办法，把发展压力和动力传导到
县区。

157个乡镇街道分为综合发展类、优先发展
类、鼓励发展类和特色发展类，宜工则工、宜农则
农、宜游则游、宜商则商，逐一明确特色产业定
位，集中培植“一个特色集群、一批龙头企业、一
个区域品牌”。以重点镇为龙头，以“产业强镇”和
“功能兴镇”为两翼，加快“镇园合一”、“产城融
合”，打造新的县域增长极。对12个市级优先发展
重点镇，坚持高点定位，建设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新
兴小城市，带动中心城市、县城、小城镇和农村

“四点对接”。按照小城市定位，进行扩权强镇，
向重点镇下放部分县级管理权限，小城市管理架构
初具其型。投入“真金白银”，增强发展动力。从
2011年起，连续三年，每年给予每个市级重点镇
1000万元专项扶持资金，累计可达3 . 6亿元。

目前，临沂县域经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产业
支撑力和承载力明显增强。2012年，县域公共财政
预算收入增长34 . 5%，有11个县区收入总量、9个省
级以上开发区综合实力在全省位次实现前移。兰山
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突破40亿元，荣膺中国市辖区
综合实力百强。

从沂水县驱车南行7公里，一个工业发达、商
贸繁荣、生态靓丽的小城镇呈现在面前。在许家湖
镇2 . 2平方公里区域内，聚集了36家石化企业，企
业之间环环相扣，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产品附加值
随之节节攀升。

许家湖镇是临沂镇域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临
沂市把镇域作为整体突破县域的重要支撑点，在全
省率先实施重点镇优先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相对
欠发达地区以镇域支撑县域的新路子。2012年，镇
域和市级重点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增长
58 . 6%和82 . 6%，过亿元乡镇29个、新增13个，不过
千万元乡镇由61个减少到2个，12个重点镇公共财
政预算收入“三年倍增”目标两年超额完成。“中
国罐头第一镇”平邑县地方镇、“中国磨具第一
镇”莒南县大店镇、“中国制砖机第一镇”沂南县
大庄镇等一批专业镇，主导产品在全国市场占有率
超过30%。

去年，在全省推动县域科学发展整体提升综合
实力工作会议上，临沂市被评为“推动全省县域经
济工作贡献突出的市”，并介绍了经验。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对临沂市富民壮镇强县、整体提升县
域经济发展水平和优先发展重点镇、做强镇域支撑
县域的做法成效，先后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予以充分
肯定。

临沂市把加快科技创新作为把握新一轮
发展主动权、抢占区域竞争制高点的战略举
措，充分发挥政府主导和企业主体两个积极
性，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大幅提高科
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把单纯借助
“外力”，依靠拼土地、资源、环境发展转
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上来，转到
主要依靠提质增效、谋求内生增长上来。

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11项、省级395
项，申请专利24118件、授权16294件，累计转
化各类科技成果3441项(其中国际先进以上水
平的529项)，在全国革命老区率先成为“全国
科技进步先进市”、“国家知识产权工作试
点城市”，建成了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强化产学研合作，整合创新资源，加快
提升先进技术成果转化能力。在全省率先组
建了编制为117人的正县级专职产学研合作机
构——— 临沂市科学技术合作应用研究院，累
计实施各类计划169项，形成了富有特色的
“临沂模式”。国家级示范生产力促进中
心、技术市场等中介机构的建成，加快了科
技成果转化步伐，5年共促成技术交易722
项，完成技术交易额15 . 6亿元。全市超过50%
的规模以上企业与国内110多所科研机构建立
了紧密的科技合作关系，建立了14个院士工
作站、12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年均引进高
层次人才200多人次，转化实施科技项目300多

项，解决企业技术难题2000多个。先后与15个
国家21家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成功创建
为全国首批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获批建立了
16个省级国际科技合作研究中心，连续承担
了6项国际科技合作专项，高端液压主件、特
种复合软磁材料等20多项国际先进技术在临
沂市转化，填补了国内空白。

加快平台建设，增强创新实力，不断提
高重大科技成果承载能力。加快推进临沂应
用科学城建设。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服务临
沂、辐射全省的集高端人才聚集、高层次人
才培养、产学研合作转化、国际技术转移于
一体的“沂蒙绿色硅谷”。积极创建公共服务平
台。争创了临沭复合肥、沂水功能性生物糖2
个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了2个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进一步增强了承接高
技术项目落地转化的能力。扶持企业建设创
新平台。全市共建有国家级创新平台25个、
省级159个，其中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6个，国家级企业重
点实验室1个。鲁南制药集团同时建有4个国
家级创新平台，完成了200多项研究课题，连
续获得6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金正大集团

依托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承担
了国家、省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拥有发明专
利127项，荣获2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加大成果应用，加快产业升级，着力推
动县域经济科学跨越发展。截至2012年，全
市共有高新技术企业90家，实现产值1697 . 1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23 . 6%。在新能源领域，沂星电动汽车掌握了
车身轻量化、整车控制、动力电池、电机控
制四项核心技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高
端装备制造领域，常林集团引进“35兆帕液
压主件关键技术”，瞬间最高压力达到48兆
帕，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在生物医药领
域，培育了鲁南制药、罗欣药业、隆科特酶
制剂等骨干企业。通过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
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实现了传统产业的
转型升级。在新型肥料产业改造提升上，对
金正大、史丹利、施可丰、金沂蒙等骨干企
业重点支持、连续扶持，培育了2家上市公
司，建成了国家火炬计划复合肥特色产业基
地，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三分之一
以上；在机械制造产业改造提升上，培育了
山东临工、山重建机、义信机械等知名企

业，其中山东临工先后承担了42项省级以上
重大科技项目，制订了24项国家和行业标
准，成为全球五大装载机制造企业之一。

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集聚智力资
源，增强自主创新原动力。设立高层次人才
专项资金，努力打造聚人才、用人才、育人
才的氛围。“十一五”以来，累计引进外国
专家956人(次)来进行科技交流合作，引进3位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来临沂创业。建成留
学人员创业园、大学生科技创业实践基地等
人才创业基地，为开展创新创业提供了载体
支撑。联合上海人才金港建设了临沂人才金
港，设立了3个海外留学人员办事处，聘请14
名顾问进行对接，积极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
来临沂市创业和开展技术交流。鼓励高层次
人才向企业涌聚。拓普网络一次性引进印度
软件专家42名，组建鲁南(中印)软件园，开展
软硬件、物联网技术等IT产品研发，仅2012
年就取得发明专利2项，开发新产品10项，获
得著作权20项。

为营造有利于加快成果产业化的氛围，
鼓励多出成果，实行政策激励。设立了“科
学技术最高奖”等科技奖项，重奖在科技成
果转化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2006年
以来，累计承担省自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
项27项，获得补助资金9870万元，下达市级成
果转化重大专项187项，安排资金2367万元，
有力推动了各级各类重大专项的顺利实施。

实施“双轮驱动”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以镇域支撑县域

促全市整体提升

以科技创新驱动内涵发展

罗欣阳光医药包装项目

山东临工

格仑特电动车

中国(临沂)跨国采购中心未来新址

国际贸易合作洽谈会

县域大项目奠基

外商到临沂商城考察采购

第三届临博会开幕式

现代农业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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