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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阅读 7月15日，山东鲁中工
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工科院）在莱芜
市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揭牌成立，结束
了莱芜没有综合研究院所的历史。这是莱
芜市委、市政府依托省会副中心和济莱一
体化建设，把莱芜打造成为全省新旧动能
转换先行区的重大举措。

这是莱芜市工业发展和科技创新领域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作为传统工业城
市，打开莱芜钢铁、化工、机械制造等传
统行业改造提升的“金矿”，“钥匙”就
在新技术、新业态里；破解莱芜产业结
构、区域结构、产品结构等难题，出路也
都在培育新动能、发展新经济上。创新能
力培育新的产业竞争力，新的产业竞争力
实现新的盈利能力，新的盈利能力给经济
提供新的增长点，这是科技创新与经济发
展的正向循环。从根本上讲，工科院的建
设就是抓住了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
之源这个“牛鼻子”，将对莱芜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形成一种更
为强劲充沛的动能体系，为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技术保障。

新旧动能转换

需要工科院

莱芜缺少工科大学和工业综合研究院
所，造成技术创新能力弱、缺乏高端创新
人才。在经济新常态下，这块短板愈发成
为长期制约莱芜产业向高端高质高效发展
的重要因素，也影响全市经济做大做强。

为此莱芜作了很多尝试。莱芜高职院
校从产学研出发，在全国首创“校企一体
化”办学模式，积极引入山东财经大学分
校落户莱芜，这都是莱芜人为了解决人才
短缺所作的努力。但是，高职院校通常的

产学研企业与大学点对点的合作深度不
够，持续性不好，解决了企业的单一问
题，无法解决企业长远发展战略问题和产
业集群整体发展战略问题。更重要的是，
高职院校只能培养技能型人才，而高层次
精英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特别是随着莱芜市“十大产业振兴提
升工程”的深入推进，去年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585家，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920亿元，对人才、技术和科研成果的需
求日益强烈。显然，建立一个工业科学研
究院，为提升工业企业整体水平和综合竞
争力提供持续的智力和人才支撑，已是大
势所趋、迫在眉睫。

正是着眼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这个
大战略，市委、市政府决定筹建成立工业
科学研究院，在莱芜具备比较优势的粉末
冶金、汽车及零部件、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新能源新医药技术等领域建设专业研
究院和院士工作站、科研大数据中心，引
进各类高端研发人才，开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型工业设计等方面的研究，为全市
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人才库和动力源。

工科院

创莱芜历史先河

山东鲁中工业科学研究院在多个方面
都是莱芜首次尝试。

在运作机制上，工科院的建设以政府
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市场化运作
机制。实施开放多元混合所有制与共享合
作体制，以工科院为主体、以“国内外合
作研究院”和“市产业技术研发协会”为
两翼的技术创新体系，整合“政产学研金
服用”各方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协同创
新。工科院和各专业研究院按照“一产一
院一组研发团队”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稳步推进，成熟一个，启动一个。

在人才激励机制上，工科院为激发科

研人才创新活力，积极探索实施“互联网
+ 专 家 系 统 、 物 联 网 + 专 家 系 统 ” 和
“2718”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等一系列
新机制。通过“互联网+专家”系统进行
科研试验方案研究和科学问题探讨，通过
“物联网+专家”系统连通所有实验设
备，国际专家远在国外、国内专家远在北
京深圳等，可全程观察试验过程和全部实
验数据，既节约了科学家的黄金宝贵时
间，又提高了科学家为全市更多企业指导
科研工作的效率，能够为更多高端人才加
入工科院创新团队提供信息化大数据时代
高 科 技 的 科 研 和 工 作 便 利 条 件 。 而
“2718”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机制，是经第
三方评估扣除研发成本后，科研成果入股
孵化新公司，工科院所占股份的70%归属
研发团队，转让方式转化收益的70%奖励
研发团队，许可方式转化收益的80%奖励
研发团队。

目前，工科院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目
标”：力争到2020年，研发人才达到360—

380人，实现“一产一院一团队”，持续
对产业的关键和共性技术进行研发，支撑
产业做大做强；与10—15个大学研究生院
联合招收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持续培
育和储备创新人才，力争2025年达到600—
1000人。

“山东鲁中工业科学研究院的成
立，必将对深入改善莱芜市招才引智环
境，打造汇聚人才的区域生态，产生重
大影响；也必将成为推动莱芜市科技创
新、新旧动能转换、加快产业提升发展
的新引擎。”山东力创科技股份公司董
事长郝振刚说道。

打造科研成果

“转化器”

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常被称为“死亡
之谷”。从大学实验室到产品化、产业
化，这之间有一道鸿沟。科研成果中试
到产品化周期长、所用资金量大、影响
因素多，科研人员和大学不可能单独跨
越这道鸿沟。

“在政策引导与创新项目资金的扶持
下，工科院通过‘两位一体’的成果转化
公司吸引金融机构的介入，分散市场风
险，加上高校的技术和研发力量与智力资
源融合，就能赢得市场，走出科技成果转
化转移的‘死亡之谷’。”市政协副主
席、山东钢铁股份技术中心副经理董杰介
绍说，目前，工科院已与10多家大学，银
行、信托等金融机构，全市部分企业进行
了初步对接，“大家对参与建设工科院的
意愿都很强烈。”

目前，工科院确定了高端人才引进与
培养、产业共性及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与企业孵化、“政产学研金服用”融
合、国际交流与合作、政府产业发展智库
和工业技术创新体系核心等“七位一体”
的目标定位，并设定了切实可行的“小目
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工科院将以更
丰硕的科研成果、聚集更多的高端人才，
为把我市建设成为全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
先行区作出贡献。”董杰说。

□赵冰

省委、省政府提出把新旧动能转换
作为统领全省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莱
芜市委、市政府正积极谋划推进6个重大
项目和重要平台，以推动经济发展变轨
换道、加快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积极为
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先试打下基础。

大力发展

医养健康服务产业

与上海绿地集团合作，在雪野旅游
区建设面向省会城市的医养结合示范
区。雪野省级旅游度假区与济南南部山
区相连，山水生态资源富集，森林覆盖
率达到70%以上，是中国国际航空体育
节永久举办地，雪野湖水面面积13平方
公里，兴利库容1 . 48亿立方米左右，非
常适合发展健康文化旅游产业。近期，
莱芜市与上海绿地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计划在雪野湖总投资600亿元建设健
康旅游特色小镇，这也是绿地集团在全
国和山东重点布局的特色小镇项目之
一。该项目预计开发周期为5到10年，重
点发展医疗护理、健康养生、机构养
老、体育健身、旅游度假等产业。

同时，引进中国中医研究院、省中
医院等相关机构和院所，并与上海多家
医疗机构达成合作意向，在雪野建设
“中医谷”，打造立足省会、服务省会、
面向全国的医养结合示范区。目前，已
聘请美国阿特金斯公司编制了相关规
划。同时以旅游区为带动，大力发展全
域旅游，力争到2020年成功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

大力发展

现代物流产业

与中国五矿集团合作，建设与济南物
流中心相配套的鲁中铁路物流基地。莱芜
是华北地区重要的钢铁及能源基地，境内
有莱钢、泰钢、九羊三家大型钢铁企业，
有华能莱芜、华电莱城两家电厂，每年钢
铁、煤炭大宗货物吞吐量接近1亿吨。

五矿集团计划利用瓦日重载铁路运
力，与济南铁路局共同在全市建设鲁中铁
路物流基地，同时利用五矿集团的销售渠
道和资源优势，主要发展煤炭、矿石、钢
铁、化工、农副产品等货物的运输集散业
务，打造现代物流“旱码头”，建设全省
重要的铁路物流运储中心，辐射带动莱芜
周边及河北、河南等地区物流发展。项目
一期投入运营后年货物吞吐量3000万吨。

以阿尔普尔中德清洁能源小镇为重
点，在莱城工业区建设与济南相配套的
新能源新医药生产基地

主要是抢抓环保部要求京津冀大气污
染传输通道“2+26”城市全面推进冬季
清洁取暖的机遇，依托阿尔普尔公司，
在莱城工业区规划建设中德共建清洁能
源小镇。小镇规划占地3 . 6公顷，将推动
超低温空气源热泵产品的研发生产和规
模化应用，这是全省三个获批的“中德
小镇”之一，建成后小镇生产生活100%
使用新能源，年可实现销售收入3 6 0亿
元，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城市清洁能源
替代提供解决方案和示范支撑。

同时，莱芜市瞄准医药健康产品前
沿领域，依托抗癌创新药物生产企业珅
诺基药业，在莱城工业区规划建设2平方

公里的珅诺基新医药小镇，助攻原研药、
首仿药、新型制剂，着力突破一批医药
领域核心技术，抗癌新药阿克拉丁年内
有望实现规模化生产，计划3年内产值达
到100亿元，目前，已经吸引医用超导核
磁共振、可降解心脏支架、生化分析仪
等一批生物医药项目入驻，努力打造一
条从顶尖特效药、高端成套医疗设备到
医疗保健药品的高端医药产业链。

建设国家级

钢铁产业转型示范城市

发挥钢铁支柱产业的资源优势，建设
国家级钢铁产业转型示范城市。莱芜一直
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
基地，年产能2200万吨。莱芜市从国家级
钢铁产业转型示范城市入手，全力加快钢
铁产业结构转型提升。重点立足莱芜钢结
构及H型钢生产能力，在钢城区规划建设
总投资60亿元的绿色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生
产基地，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仓储物
流、维护保养于一体，力争到2020年，创
建国家钢结构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同
时，依托泰钢80万吨不锈钢产品资源，与
揭阳中德金属集团公司合作建设中德高端
制造产业园，大力发展金属制品、节能环
保、先进装备制造，努力打造特色鲜明的

“千亿级”高端制造产业园区。

建设绿色

农产品供应基地

莱芜是“中国生姜之乡”“中国花
椒之乡”“中国蜜桃之乡”，姜蒜常年

种植面积30多万亩，年产量60万吨，农
产品加工储藏能力超过200万吨，“莱芜
黑猪”被列为国家级畜品遗传资源保护
品种，莱芜农高区为首批省级现代农业
示范区，全市生姜、大蒜、花椒等特色
农产品在济南市场占有率达20%以上，
是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为此，
莱芜积极发挥特色农产品优势，建立面
向省会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一方面
重点打造莱芜农高区，规划建设种质资
源培育、健康食品加工、农业装备制造
等现代农业发展功能区，打造供应济南
优质农产品的“菜园子”。另一方面，
重点依托鲁中塑机产业园和节水装备产
业园，扎实推进100个重点示范项目，着
力打造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建设成为全
国节水灌溉装备制造之乡。

成立山东鲁中

工业科学研究院

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创新，
要害在人才。莱芜成立山东鲁中工业科
学研究院，打造济莱科技人才共享共用
示范区，在莱芜具备比较优势的粉末冶
金、汽车及零部件、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新能源新医药技术等领域建设研究
分院和院士工作站、科研大数据中心，
引进各类高端研发人才，开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新型工业设计等方面的研究，
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人才库和动力源。
同时，深化与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高
校院所的合作，加快气动与风能研究中
心、省科学院莱芜技师转化中心等科技
创新平台建设，为区域创新发展提供有
力的技术保障。

积极推进六大重大项目和重要平台

莱芜：打造全省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山东鲁中工业科学研究院在莱芜揭牌成立

莱芜：打造新旧动能转换“动力源”

山东鲁中工业科学研究院揭牌仪式现场。

发挥特色农产品优势，建立面向省会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图
为国内最大的生姜出口企业山东万兴食品公司车间。

与上海绿地集团合作，在雪野旅游区建设面向全省的医养结合示
范区。图为美丽的雪野风光。

以阿尔普尔中德能源小镇为重点，在莱城工业区建设与济南相配套
的新能源新医药生产基地。图为龙头企业阿尔普尔公司车间现场。

与中国五矿集团合作，建设与济南物流中心相配套的鲁中铁路物
流基地。图为物流园货车正在装载铁矿石。

发挥钢铁支柱产业的资源优势，建设国家级钢铁产业转型示范城
市。图为正在建设的泰钢集团泰嘉80万吨冷轧不锈钢项目工地现场。

建设山东鲁中工业科学研究院，打造济莱科技人才共享共用示范
区。图为山东鲁中工业科学研究院一角。

莱芜国家高新区创业服务中心成为全市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储备的重要平台。

6 专版 2017年7月18日 星期二

电话:(0531)85196701 Email:dzad@dzwww.com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