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魏 东 李 明

本报通讯员 姜晓玲

黄河奔涌入海，东营志存高远。作

为山东省唯一纳入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

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战略

的城市，东营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

为引领，坚持高效生态基本定位，通过

持续深化改革、精准发力简政放权，不

断加大推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力度，探索

出一条多元产业协同发展之路。

以“新”立业

产业加速转型

“我们公司独立研发的10余款新

能源车型，已被列入国家工信部《车

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和《节

能与新能源示范推广应用工程推荐目

录车型》。”9月17日，山东吉海新

能源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主任房德

顺对记者说。自主研发是该公司的制

胜关键，他们拥有80余人的产品研发

团队，并取得了 1 0余项国家发明专

利。

创新是转型之魂，对一个工业经济

占主导的城市尤其如此。新常态下，东

营更加坚持高效生态基本定位，深入实

施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双轮驱

动，实现产业高端高质高效和经济多元

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和上水平“双管齐

下”，东营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

设，力促其向产业智慧化、品牌高端化

升级。围绕石油化工及盐化工、橡胶轮

胎、石油装备、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集

群，扶持创新、检测、展销、物流和协

会“4+1”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山东省

有色金属研究院、石油装备等产业技术

研究院挂牌运行。建设了石油装备、橡

胶轮胎等3个国家级产品质检中心和7个

省级检验中心，正在推进建设国家采油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推广了“子午胎生

产动力循环节能系统”等引领行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研发并投用了超深井石油

钻机等一批世界先进技术成果。

为强化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引导

支持，东营市出台了《加快推进智能制

造发展行动方案》，着力推动企业创新

品种、提升品质、培育品牌，加快促进

创新链、产业链、财税链融合发展；设

立了6000万元的“互联网+工业”、创

新发展和产业集群公共服务平台等专项

资金，推动工业提档升级。

“四新”“四化”是培育新动能、

新兴产业的关键。东营市新认定市级科

技型企业160家，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

值2480亿元，占比达35 . 5%。设立了2000

万元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帮助111家

企业落实研发费用7 . 1亿元。

以“改”促活

建优质营商环境

今年东营有18家民

营企业入围 2 0 1 7

年中国民企500强榜，占全省的近1/

3 ，是山东上榜企业数量最多的城

市。

民营企业的发展是营商环境的

“晴雨表”，为此，东营市不断深化改

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近年来，东营

探索实行干部驻企联络、部门联系企

业的“双联”制度，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确立了“企业按规章行事，干部按规矩

办事”原则，对企业既精心服务培育，

又依法从严管理，取得了“企业有所

需，干部有所为”的良好效果。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领域的

改革成效明显。东营市深化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今年以来调整市级行政权

力事项209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各类市场主体达到16万户，同比增长
16 . 5%。深化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

有制经济，培植了一批新型市场主

体。推进科技体制改革，整合设立重

点研发计划、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计

划、科技金融专项、科技成果转化专

项，出台办法实施分类管理；推进中

小企业贷款风险资金池、科技金融企

业库、科技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一池

一库一平台”建设，构建了科技金融

融合模式。全市科技型企业达到237

家，高新技术企业111家。

以“开放”促发展

造经济发展新优势

东营是黄河三角洲的中心城市，也

是环渤海地区重要节点城市和京津冀协

同发展城市。近几年，东营抓国家开放

发展战略，推进全方位开放，不断提升

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密集寻求对外合作，东营市“朋

友圈”不断扩大。东营市委书记申长

友率队先后到北汽集团、中华慈善总

会、首创集团对接项目、推进合作；

东营市政府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

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重点围绕临空

产业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全方位

合作；中国中铁与东营市人民政府进

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东营与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公司总部推进合作，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东营市自今年5月份部署开展新一

轮招商引资，在快步“走出去”中引进

来一系列显著的成果。与商飞公司、北

航合作发展航空服务业；与中海油、胜

利油田三方共同出资新注册公司，合作

开发渤海南部海域油气块；东营市政府

与中国商飞公司、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三

方共建北航东营飞行学院；与英国萨里

大学等战略合作正在加快推进；与科技

部签约共建科技领军人才创新驱动中

心；与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签约共建黄河

三角洲研究中心；新设立了1家院士工

作站，2个海外技术转移及人才引进工

作站。目前全市在谈央企24家，推进合

作项目28个。

越来越多的“东营身影”也在积

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东营

市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不

断增长，山东科瑞集团、东营和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在哈萨克

斯坦等国家和地区投资建厂。借中蒙

俄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

廊，东营综合保税区、临港产业区等

开放平台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

坚持高效生态定位 深化改革简政放权

资源城市多元产业协同发展

□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宋静 冯建华

“前几年，我在外地投资建设了两

处加气站，仅项目备案这一个环节，就

足足等了两年时间。现在在利津县落户

企业，从提交申请到备案成功，通过网

络平台操作，只用了不到3个工作日，

更不用一趟趟跑服务大厅。”9月18

日，客商李东晓拿着办理好的《山东省

建设项目备案证明》，跟记者感叹。

行政审批能跑出这样的“加速

度”，要归功于4月18日起，利津县互

联网与政府审批工作的“联姻”。该县

在相关网站上公布出详细的申报流程

图，并标明需要注意的细节。项目申请

人只需要登陆在线平台，按照流程图要

求提供相关资料，办理审批事项，由工

作人员进行后台审核，审核通过后，申

请人自行打印即可，“不见面”的审

批，将“群众奔波”变为“信息息跑跑

腿”。

在李东晓看来，跑项目审批是一项

技术活和麻烦事，不仅要熟知审批流

程，还要衔接审批环节，更要备齐各类

审批材料。“以前光申报材料就有七八

种，需要准备一厚摞原件、复印件，这

次咨询工作人员时，她跟我说一切纸质

材料都取消了，我还有所怀疑，办理过

程中发现完全电子化操作，真太方便

了。”李东晓说。

利津县在审批法定程序的基础

上，取消了备案类项目的所有前置条

件，压缩了不必要的审批环节，企业

在申请备案期间，只需要一次申请，

一次审批。同时，严格实行服务承

诺、限时办结、首问负责等制度，规

范了服务行为，提升了审批效率，让

能办的事“马上办”，真正体现出

“不见面审批”的优越性。

“不见面审批”乐了李东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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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樊京龙 王文超

在新的国际钢帘线生产排名中，位于东营市垦利区的山东胜通集团
跻身全球前三。钢帘线是胜通集团金属制品板块中的重点项目，也是其
主导产业之一，自2003年项目开工建设以来已完成投资超过60亿元，建
成了占地1200余亩的三大厂区，技术水平、产业规模和持续创新能力全
球领先。

“我们公司依托现有省级技术中心、科研团队和中心实验室，探索
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加大科研投入和技术合作，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
向高端产业集群发展，增加对高精尖钢丝制品的研发生产。”胜通集团
胜通钢帘线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延涛说。胜通集团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积极应对市场新变化，持续加大技术投入，开展技术创新，以创
新谋发展，以创新促转变。

胜通集团的求新之路，与近年来垦利区以推动企业改革创新为重要
抓手、助推新旧动能转换的思路一脉相承。该区鼓励骨干企业突破主
业，上马一批高水平的“四新四化”项目，围绕精细化工、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实施专业招商、上门招商，力争年内到位
固定资产投资6 . 5亿元以上，其中投资3亿元以上项目2个。

胜通集团的制胜高招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本报通讯员 徐淑霞 王颖芳

9月18日，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蕾带记者走
进了山东科瑞集团。站在贴有近千张专利证书的“专利墙”前，科瑞石
油总裁张玉平介绍：“这么多专利是科瑞打造响当当品牌的有力证
明。”

一个成立仅仅十几年的企业，何以获此殊荣？“优质产品是打造科
瑞品牌的根基，科瑞集团按照国际石油工业质量管理认证标准建立了企
业标准化体系，引入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并借助企业首席质量官制度
(CQO)，建立起涵盖产品设计、采购、制造、检测、交付等全环节的质
量管控体系，确保产品品质与世界接轨。”张蕾说。

走进科瑞集团的石油装备厂区，在偌大的室外设备组装现场，发往
海外的钻机正在装车。张玉平介绍，企业业务遍及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
区。集团现有专职研发人员2000余名，掌握核心技术80余项，世界领先
技术40余项，专利技术1000余项，整体数量在国内石油装备和服务行业
内处于顶尖水平。

“科瑞集团是在东营高新区诞生并迅速成长起来的企
业代表。多年来，高新区一直致力于发展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着力实现产业智慧化、智慧
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快速走在

创建千亿元级国家高新区之路上。”摊开一
张东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规划
布局图，张蕾向记者介绍。

国际“大牌”从这里走出

□ 本报记者 李明 本报通讯员 钟文峰

9月19日，在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三期年产1GW太阳能硅
片生产车间，一位个头不高，手拿笔记本，夹杂着南方口音的人正在察
看生产情况，与车间职工交流操作细节……他就是甘大元，现任山东大
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2009年10月30日，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启动全省第一批战
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项目——— —— 太阳能硅片生产项目，将业务触角“伸
向”新能源领域，急需晶硅研究方面的人才。在部队工作26年的甘大元
是国内晶硅方面的专家，自主研发的“半熔法高效多晶硅锭的铸锭技
术”及“螺旋结构钢线切割太阳能级硅片技术研发”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2015年2月，山东大海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优厚条件引进甘大
元，全面主持公司生产及技术研发工作。

加入大海新能源后，甘大元一直从事太阳能级多晶硅材料铸锭与切
割技术研究。他先后承担了国家多个项目，突破了产业共性关键技术，
填补了国内空白。

甘大元承担的《太阳能高品质多晶硅片》项目、《半熔法高效多晶
硅锭的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等已实现产业化，产能达到1 . 2GW，实
现年新增产值24400万元，出口创汇13560万元。同时，获得东营市科技
进进步步奖奖二二等等奖奖，，1166项项实实用用新新型型专专利利，，申申请请发发明明专专利利22项项。。在在科科研研““引引
擎擎””的的驱驱动动下下，，山山东东大大海海新新能能源源发发展展有有限限公公司司已已经经成成为为山山东东省省内内最最大大的的
硅硅片片生生产产商商，，在在全全国国排排名名前前四四位位，，形形成成规规模模生生产产效效应应。。

科研专家的“新能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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