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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国务院批复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建设总体方案，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新旧动能转换为主题
的区域发展战略。

济宁作为传统工业城市，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既是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大举措，也是促进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的重要方式，更是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
机遇和重大挑战。

为此，济宁市委、市政府全力以赴抓好顶层设计、
创新驱动、园区建设、产业培育、对外开放、项目推进
等重点工作，既注重“量”的增长，更追求“质”的提
升，以“四新”促“四化”，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现全面起势。前三季度，
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315 . 9亿元、增长5 . 3%，其
中税收收入227 . 9亿元、增长13 . 3%、增幅创6年来新
高；1—8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 . 2%，高于全省、全
国平均水平，特别是体现新动能的装备制造业、高新技
术产业投资增速分别达到55 . 2%、10 . 9%。

产业转型

打造新旧动能转换新引擎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核心是产业，关键在项
目。济宁从全局高度统筹规划，坚持因地制宜，有所为
有所不为，在“破”与“立”上做文章，淘汰落后产
能，培育新动能，不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围绕新旧动能转换重点发展的“5+5”产业，济宁
成立由市领导牵头、有关市直部门组成的十大产业推进
专班，各专班分别制订了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重点任
务，出台专班推进实施意见，成立产业专家智库，编制
十大产业专项规划，建立“三库一名录”(产业技改项
目库、产业链招商项目库、年度重点项目库和重点突破
的龙头企业名录)，对示范项目建立包保联系制度。

济宁聚焦增量崛起，聚焦“四新”经济发展，注重

关键技术突破、龙头企业培育，大力推进信息产业
“6501”培育工程，启动“企业上云”行动，完成华为
大数据中心建设，启动中兴智慧城市产业园二期工程，
荣获省智慧节能示范市。一批重点项目快速建成投产，
晶导微全国首创GPP芯片、玉樵夫世界首创热熔彩色打
印机等试生产，泰山玻纤5万吨电子级无碱玻璃纤维池
密拉丝生产线实现了“单体产能最大、品种最齐全、技
术装备最先进、综合运行成本最低、产品品质最优”五
个世界之最。今年前8个月，全市高技术产业产值增长
11 . 6%，代表先进、高端制造发展水平的装备工业增加
值增长8 . 7%，对全市规模工业贡献率达41%。

与此同时，济宁聚焦存量变革，加快产业升级、技
术改造，让传统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实现凤凰涅槃。
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济宁行动计划，全力推进“千亿
技改工程”，对传统产业逐行业逐企业制订精细化、智
能化改造方案，建设智能车间和智能化工厂，开展腾笼
换鸟、机器换人、科技换芯、电商换市“四换”工程。
今年，济宁新增6个省智能制造试点项目，居全省首
位。如意集团通过实施覆盖整个生产流程的互联管理系
统，实现全产业链智能制造；水泊焊割自主研发自卸车
厢板智能焊接机器人，制定平板自动对接焊割机行业标
准，均实现“零增地”技改。济宁市政府还与山能集
团、兖矿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建设兖矿新旧动能转
换示范区、山能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区，在做精煤炭主
业、做强非煤产业上率先突破。今年前8个月，全市煤
炭企业非煤收入1430亿元、同比增长12 . 5%，占全行业
营业收入的71%，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成绩亮眼。

为夯实新旧动能转换基础，济宁狠抓项目建设，从
今年开始连续4年开展“项目落实年”活动，对重大项
目实施挂图作战。在市、县两级建立指挥部体制，市里
成立挂图作战总指挥部，下设保障办公室、推进办公室
和15个作战指挥部，分别组建专班集中攻坚，全体人员
脱产办公、单独考核，对重点项目挂图上墙，按图研
究、按图指挥、按图推进、按图督战、按图问责。建立
“红黄蓝”牌督查奖惩机制，强化“一线工作法”，赴
县市区、专班现场督导项目推进情况，对在建项目实行
销号式推进，竣工投产一个、销号一个，完成一期、销
号一期。“说了算，定了干，按期完”，干部担当作
为、雷厉风行、尽职尽责蔚然成风。

济宁还建立了以“十大产业”以及重大基础设施为
重点的“10+1”重大项目库，市级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
目库入库项目384个，57个项目纳入省级项目库。在全
省率先建立新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实现对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以及市直部门、县市区、园区承
担考核指标进行督导调度，对企业反映问题及时解决，
发挥了很好的指挥、调度功能。

抓住机遇

开启共赢新时代

对外开放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深化改革的催
化剂。济宁市委、市政府将开放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
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层次和范围。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济宁市成立了
投资促进委员会，将市招商局更名为市投资促进
局，组建信息技术、文化旅游、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化工、食品加工及现代农业、重卡汽车及轨
道交通、专用汽车项目及汽车零部件、跨国公司
投资项目及电商物流、科研院所及研发中心、科
研及教育等十大产业招商办公室，分领域开展专
业化招商，并相继出台营造更优营商环境25条意
见、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在北京举办2018
年济宁市投资合作对接会，与知名央企集中签约项

目30个、总投资505亿元，基金3个、规模180亿元。举办
儒商大会2018嘉宾东方圣城行活动，总投资444 . 2亿元的
26个项目集中签约。

如今，华为大数据、凯赛生物、尼山圣境旅游综合
开发等一批投资规模大、产业结构优、经济带动作用明
显的项目落地建设，产生良好效益。引进的上海旗升电
气与位于济宁的山东山防防爆电机有限公司资产重组，
数字化防爆电机及新能源防爆车项目成功落地，“僵
尸”企业恢复正常生产，盘活了旧动能。

为提升利用外资质量，济宁举办了世界500强跨国
公司高管“东方圣城行”、对台经贸合作对接会等重大
经贸促进活动，市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分别率团参
加“香港山东周”“美国周”“德国周”“日本周”等
系列活动。去年与法国威立雅、道达尔、印度博拉、芬
兰凯米拉、香港恒基、中建国际等6家世界500强达成合
作项目7个、总投资额15亿元。今年以来，香港华润和
光大国际2家世界500强在济宁设立新项目或增资，合同
外资额3 . 4亿元。截至目前，共有52家境外世界500强企
业在济宁落户，设立投资项目94个，累计投资总额99 . 5
亿美元。

与此同时，济宁市积极推动优势企业“走出去”，
到要素优势明显的国家和地区并购优质资产、设立研发
机构、建立生产基地，提升国际竞争能力。2017年全市
新批境外投资企业13家，完成境外投资80 . 6亿元、居全
省首位，占全省比重21 . 3%。今年先后推动如意集团、
菱花集团、海富电子等10余家企业开展了系列境外投资
合作对接洽谈活动，如意集团投资169亿元并购Arteva
(阿尔蒂瓦)全球控股公司项目完成报批；投资60亿元在
埃及建设如意泰达现代化纺织工业区项目完成签约，近
期将开工建设。太阳纸业投资43 . 7亿元在老挝建设120
万吨纸板项目已开工建设。全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实际投资17 . 36亿元、增长103 . 2%，占全市对外投资总
额的比重达87 . 7%。

强化服务

为新旧动能转换保驾护航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发挥好政府推动作用，首先要在鼓励创
新上下功夫。近年来，济宁强化创新驱动，激发新旧动
能转换动力。

济宁积极培育创新企业，今年启动实施“510”企
业培育工程，从工业企业、高成长性企业、煤炭企业、
上市后备企业、现代服务业企业中分别选择10家有潜力
的企业，实行一对一、保姆式重点扶持。全市共有5家
企业入选全国“瞪羚”企业、9家入选全省“瞪羚”企
业。如意科技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示范企业，霞光集团获
批省新旧动能转换行业公共实训基地建设试点。积极搭
建创新平台，市政府与山东大学签订全面合作协议，共
建山东大学济宁产业研究院、新药创新研究院、微生物
技术研究院、大数据人才培养基地。加快推进省级人才
改革试验区建设，省院士工作站新增备案9家，建成国
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科技企业孵化
器、企业技术中心19个、国家备案众创空间16家、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66家。

园区是新旧动能转换的先行区、主战场、主阵地。
济宁坚定不移把发展园区作为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大
举措，加大园区改革创新力度，引导各类资源、政策、
要素向园区集聚，推进各开发区特色发展、错位发展、
竞相发展。去年，市里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推进经济开发区改革创新开放发展的意见》，每年
列支2亿元支持园区发展。

各园区内改革管理体制，推行区辖镇模式，改进机

构管理方式，实行“扁平化”管理，提升办事效率，优
化运行机制，改革用人薪酬机制，建立绩效考核薪酬奖
励机制；深入推进“放管服”，通过创新一站式服务、
并联审批、限时办结等举措，不断提升开发区发展环
境。目前，全市开发区产业定位逐步明晰，落地项目质
量明显提升，运行质量稳中求进，起势上扬。今年1—9
月，全市开发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3764 . 2
亿元、增长9 . 4%；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05 . 2亿元、增长
8 . 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51 . 1亿元、增长8 . 5%；公
共财政预算收入159 . 7亿元、增长10 . 2%；实际利用外资
19亿元、增长12%。

攻坚克难

生态明显改善助力高质量发展

作为典型的煤炭资源型城市，近年来，济宁牢固树
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
央及山东省委、省政府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系列决策
部署，空气环境质量持续大幅改善。去年，PM2 . 5浓度
和改善幅度均居“2+26”通道城市第1位，PM2 . 5、空
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居全省第1位。重点流域水污
染防治成果巩固提升，2016年，济宁市代表山东省接受
国家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考核，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获省政府通报表扬。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
成效显著，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今年，济宁
又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取得这样的成绩，源于济宁市以“五个坚持”为引
领，构建了“五大体系”。

坚持党政同责，构建责任分明、齐抓共管组织体
系。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任“双组长”的生
态济宁建设领导小组，以指挥部作战模式，划分了由市
级领导担纲主抓的24条工作线。在全省率先出台大气污
染防治条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分管
领导、业务主管部门靠在一线、具体推进，将治污任务
和责任分解落实到镇街、村居、企业，构建起党委领
导、政府负责、人大政协监督、部门齐抓共管、市县乡
村上下联动的环保大格局。

坚持精准施策，构建专家把脉、导则引领治理体
系。制定了21项大气、水污染防治技术导则，配套出台
了实施方案和考核办法；并根据国家和省新标准、新要
求进行修订和完善，探索出了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严
织密治理体系、实施生态保护修复等新的治理模式。

坚持科学监管，构建数据支撑、网格管控联动体
系。建设济宁智慧环保监管平台，形成“线上千里眼监
控、线下网格员联动”监管模式。在线上，建设空气自
动监测站156个、自动监测微站175个、PM10监测点位
998个，车船GPS点位信息4204个，对全市1万多个监督
监测点位、3 . 8万家污染源进行全天候在线监控。在线
下，设立县级环境监管网格14个、乡镇网格162个，招
聘专职网格员918名，建立24小时值班值守、线上线下
联勤联动、现场包保巡查、问题清单通报等保障机制。

坚持铁腕治污，构建导向明确、压力递增的考核督
查体系。出台生态环保工作考核办法和量化问责办法，
将考核对象由县市区政府扩大为党委、政府；对突出环
境问题查处、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等40条问责情形，逐项
明确到问责层级和人员。对县市区和乡镇(街道)环境质
量定期考核排名、定期通报问责，层层传导压力。

坚持问题导向，构建自查自纠、多方联动执法监
管体系。连续开展了“大快严”“地毯式执法”“百
日攻坚”“夜鹰行动”“雷霆行动”等环保执法集中
行动，解决突出环境问题6711个。综合采用异地执
法、错时执法、部门联动等多种方式，对违法排污保
持高压严打态势。

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济济宁宁路路径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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