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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蓓 杨国胜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的保温节能材料
项目正在有序推进着，该项目因为有效解决
了高炉砟热量回收和高附加值资源化综合利
用问题，被列入潍坊市“十三五”规划。

时间回到2009年，出于发展生产的需求，
特钢集团曾打算规划建设一处高炉，但是项
目报告打上去，却因属于国家禁止的新增产
能，等来了一纸禁令。然而，配套建设的三座转
炉已经投入使用，项目下马，就意味着每年要
有90万吨的产能就此废掉。

此事件带来的剧痛，促使特钢集团进行
了企业整体转型升级的规划，决定牺牲一部
分产能，坚持走“精、专、特、新”道路。
加速转型升级后，产能下降了，但是产品附
加值提高了，能耗降低了，碳排放量减少
了，能源消耗量降低了，客户群从低端变成
世界500强。

“积极化解过剩产能，具体目标是2017年
钢铁、水泥、炼油等6个过剩产能行业，产能
利用率达到80%以上。”潍坊市经济和信息化
委员会党委副书记王春国说，近年来，潍坊
市深入推进节能降耗，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通过推进实施绿色发展十大工程，2017年全面
建成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具体而言，推
进工业余热余压利用、工业余热暖民工程和
“互联网+工业节能”平台建设，扎实落实散
煤清洁化治理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方
案，深入推进工业绿动力计划。

和特钢集团一样，盛瑞传动股份有限公
司从一家柴油发动机零部件供应商，通过转
型升级抢占行业制高点，实现了世界首款前
置前驱8AT的产业化，并荣获2016年国家科技
进步一等奖。

产业是发展之要、强市之基。潍坊市第
十二次党代会报告提出，要把握产业发展新
趋势，按照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要求，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突出振兴实体经济，瞄准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方向，加速产业迈
向中高端，在全省率先构建现代产业新体系。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潍坊市提出，
以新技术新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优势产业，完善
汽车、动力机械、化工等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发
展一批、改造提升一批、优化重组一批、转产迁
出一批、淘汰出清一批，建设传统优势产业转

型发展示范区。
从潍坊市的传统优势产业来看，机械装

备、汽车制造、石化盐化、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造纸包装等6大产业既是优势产业，也是产业转
型的重点和关键。“加快机械、汽车制造等六大
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往新高端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特别是加快化工产业升级，优化产业布
局，打造全国生态化工聚集区。进一步壮大电
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规模，建设
电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基材料产业三大
国家级产业。”王春国说。

在山东赛马力发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线
一直处于满负荷生产状态。“我们这个高端的
机组，不管是数量上，还是金额上，都超过了低
端机组。”副总经理陈光亮说，如今赛马力公司
销售的大部分产品都是高端机组。

定位高端是赛马力公司逆势上扬的法宝。
几年前，赛马力公司就意识到国内同质竞争严

重，产品不转型，企业就没有未来。转变了思
路，赛马力公司一边实施大客户战略，一边注
重产品技术改造、创新提升，向国际一线品牌
看齐。短短两年的时间，新产品质量就比肩帕
金斯、康明斯等国际品牌，让赛马力公司在当
下产业困境中脱颖而出。

目前，赛马力公司已独立掌握微控电子喷
射、多级智能增压技术、气体压力自动控制系
统等20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并获得了智能电子
调节点火系统等20多项专利。

和赛马力公司一样，山东元旭光电有限公
司也是靠过硬的技术站住脚的。在LED领域，目
前业界都是用“干法”来制作图形衬底，用等离
子体来进行加工。元旭光电凭借独创的技术，
利用化学溶液的“湿法”方式使得衬底产生图
形，从而提升LED的光效达40%。凭借独创的技
术，成功将投资成本降低60%，受到客户青睐。

2017年，潍坊市将实施重点技改项目1000

项，计划总投资4000亿元，重点推动8AT、虚拟
现实、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行业项目产
业化和规模化发展，建设全省VR基地、全国重
要的互联网汽车生产基地、国际知名的自动变
速器研发制造基地，争创“中国制造2025”示范
城市。

“进一步强化完善企业创新载体，2017年潍
坊市计划新增省级企业技术中心15家以上，新
认定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工业设计中心40家以
上。”王春国说，重点打造商用汽车动力系
统总成创新中心、智能农机创新中心、声电
及VR虚拟现实创新中心等十大创新中心；大
力推动质量品牌创新，开展消费品工业企业
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三品”行动；继续推
动实施规模企业规范化改制，2017年完成规模
企业规范化改制800家左右；加快化工产业转
型升级，优化产业布局，打造在全省乃至全
国有影响力的生态化工聚集区。

化解过剩产能 推进节能降耗 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潍坊制造业转型升级释放新动能

□都镇强 王 建

刘明志 报 道

日前，临朐县大棚樱桃陆续

进入采摘期，比露天樱桃提前两

个多月上市，每斤售价在60元至

80元，一亩地能挣8万元左右的

大棚樱桃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

点。图为3月22日，山旺镇柳行

沟村农民在采摘大樱桃。

□记者 都镇强 通讯员 郭忠春 报道
本报潍坊讯 3月20日，记者从潍坊市农业综

合开发办公室获悉，为聚焦精准扶贫，坚持生产、
生活、生态统筹规划，积极探索农业综合开发与脱
贫攻坚的无缝对接，切实发挥农业综合开发专项扶
贫的重要作用。

潍坊市农业综合开发用于支持脱贫攻坚的土地
治理项目以贫困村为核心安排，开展高标准农田建
设和生态综合治理；优先支持贫困村的企业、合作
社等符合政策条件的新型经营主体申报产业化经营
项目，用于发展种养殖、加工及开展基地建设。

据了解，潍坊市2016年投入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6750万元，占全市土地治理项目财政资金总额的
45 . 1%，建成旱涝保收田5 . 3万亩，惠及69个省定贫
困村6 . 4万人；2017年计划安排财政资金3000万元，
治理面积2 . 4万亩，覆盖26个省定贫困村1 . 5万人。
通过项目建设，项目农业生产、生活条件将得到很
大改善，为加快贫困区农户脱贫致富步伐奠定良好
基础。

项目建设的好坏事关农业综合开发扶贫成效的
关键，因此注重从源头上开始从严管理。潍坊市坚
持现场勘察、听取基层意见、聘请专家论证，进行
工程科学合理布局。严格按照项目建设公示制、工
程招投标制、施工监理制、县级报账制的“四制”
管理，构建部门监管、专业监理、群众监督的质量
保证体系。在项目建设成效评价上，完善评价指标
体系，通过第三方开展专业评价、绩效评估，为扶
贫项目的推进保驾护航。

农业综合开发

助力精准扶贫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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