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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浩奇 姜国乐

过去的一年，济宁市任城区新旧动能转换取
得新成效，预计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4 . 4：37 . 6：
58，保持了转型升级、增量提质的良好态势。预
计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分别增长
8%、30%，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1家。信息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50亿元，连续4年保持20%以
上增幅。

2019年，任城区将围绕新旧动能转换，攻坚
实体经济“四项重点”，突破十大产业，培育优
势企业，增强创新能力，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兴产业是新动能的强有力支撑。任城区将
以信息技术、先进制造、医养健康、现代物流、节能
环保产业为重点，培育新动能主体力量。壮大信息
产业规模，实体化运营运河软件产业园和电商发
展研究院，建设中科智能穿戴、上海润迅大数据、
京东虚拟现实产业基地。支持仙营街道争创国家
级特色小镇。培育“两化”融合示范企业7家，新增
上云企业50家，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60亿
元。实施高端装备赶超计划，建设普信高端装备制
造、华核军民融合产业园，启动建设山矿机械装备
产业园，力促恒松机械建成投产。

围绕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任城区将以高端材
料、高端轻工、现代金融、商务商贸、文化旅游
产业为重点，培育壮大新动能基础力量。支持碳
素集团延伸产品链条、卡松科技研发高端产品，
打造国内知名碳材料和润滑材料生产基地。依托
中建国际、杭萧钢构，打造全省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同时推进李锦记调味品、绿色环保家居产
业园等重点项目，规划建设区域安全食品和省级
轻工产品生产基地。依托关帝庙金融街建设基金
小镇，引进股权投资、融资租赁等新型金融业
态，建成运营阳光普惠金融全国总部。建立政府
主导的融资担保公司和转贷基金，支持企业发
展，推动产业升级。

此外，全区将落实企业发展“雁阵计划”，深化
“510”企业培育工程，围绕工业骨干、上市后备等5
大类企业，优先破解土地、资金、人才等共性难题。
力争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企业技术中
心4家。新建众创空间、科技孵化器3家，力促新能
源产业研究院、国机特种机器人项目落地建设。

任城区攻坚实体经济“四项重点”，突破十大产业，培育新动力主体力量

今年信息产业主营收入突破60亿元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朱雨桐

2018年，随着“一核引领”战略的提
出，太白湖新区抓项目、培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快速推进，加快提升“一核引领”聚集
度。目前，太白湖新区在谈重点项目40个，
在建招商引资项目6个，新签约项目10个，
已有7个项目进入市级新旧动能转换项目
库，入库项目开工率为100%。

去年，太白湖新区启动了指挥部工作机

制，成立了太白湖新区建设指挥部，奋力攻坚
38个重点建设项目。目前，方特文化科技主题
园、上海新城吾悦广场、上海尚德（济宁）学校
等项目已达成合作意向，杭州蓝城农业与南
阳湖农场合作的农业综合体项目已完成公司
注册，恒大时代广场、京杭邻里中心、市立医
院、儿童乐园、中南珑悦等项目开工建设。

太白湖新区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坚持领
导干部带头招商，继续推行“8+X”招商模式，
设立招商引资考核基金，研究制订产业招商
地图，完善招商资源信息库，为精准引企提供

导航。以“优化营商环境专项整治”为有力抓
手，继续推进为民服务中心功能完善提升，提
速新政务服务大厅建设；大力推进清单梳理，
实行动态调整，确保各项行政行为、公共服务
都遵循、依据权责清单实施；尽快实体运作集
中审批模式，提速政务服务效率。

为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创优新区发展环
境，太白湖新区将全力打通区内断头路，加
快推进车站南路跨老运河桥、奥体路跨老运
河桥、济安桥路南延、公主路北延等工程建
设，完善公共路网，实现交通畅达。全速推

进文化中心、儿童乐园、京杭邻里中心等项
目建设，加速实施棚户区改造、污水处理
厂、公共厕所等公共配套设施建设，加快上
海尚德（济宁）学校、市直机关幼儿园等项
目进展，不断增强综合服务功能。

太白湖新区还将纵深推进“花满新城”
“光耀新城”“智慧新城”三大行动，编织
特色绿化道路、园林景观、休闲绿带等城市
绿网，积极推动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
实、人工智能与城市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城
市形象气质。

推进项目攻坚 激活发展动能

太白湖新区：提升“一核引领”聚集度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2018年，邹城市聚力“四区同建”，发展质
量稳步提升。预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千
亿元大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76 . 26亿元。
位列2018年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第38位，比上年晋
升8个位次。

“今年，邹城将聚焦产业升级，培育发展动
能，全力建设现代工业强市。”邹城市委副书
记、市长杜庆节表示。邹城将坚持工业立市不动
摇，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发展
方向，深耕细作育产业，扬长补短兴民营，多措
并举提园区，加快构建极具邹城特色、支撑动能
转换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首先是聚力打造主导产业集群，立足“1+2+
3”园区功能布局，发展机器人产业，力争年内
新增机器人企业5家，努力实现机器人产业集群
化、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发展新材料产业，围
绕打造省级新材料应用示范基地，力争年内主营
业务收入突破80亿元；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致力
打造山东省高端装备发展先行区；发展生物医药
健康产业，围绕构建以高端制剂、中成药等为主
导的生物医药产业体系，新引进生物医药企业5
家，力争主营业务收入突破60亿元；绿色化工产
业，发挥作为煤炭主产区的产能承接优势，力争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20亿元。

与此同时，聚力补齐民营经济短板。大力实
施强企梯队培育三年行动计划，集中精力解难题、
破瓶颈、优环境、强服务，持续壮大民营经济总量，
力争年内民营经济增加值同比增长8 . 2%以上，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突破370家，市场主体数量增长
15%以上。精心实施“510”骨干企业培育工程，建立
重点企业“直通车”制度，“一企一策”助推59家成
长企业扩规模、提质效，倾力打造500亿级、300亿
级的“头雁”方阵，着力培育隐形冠军、单项冠
军和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

邹城还将聚力提升园区承载能级，加速突破
白马河两岸6平方公里核心区，完成核心区土地
规划性质调整，着眼于激发园区内生发展活力，
切实完善园区考核奖惩体系，全面推行档案封
存、全员绩效考核制度，激励园区争先进位、竞
相发展。

全力建设现代工业强市

邹城聚力打造

主导产业集群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王伟

2018年，金乡县聚焦园区、强攻项目，产业
层次实现新提升。两大省级园区纳入全省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新材料产业园区连续
5年跻身全国化工园区20强。新材料产业园区危
废处置中心、码头物流顺利实施，金北污水处理
厂建成启用，亿九科技加速器、10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建成，食品园区污水处理厂二期完成主
体，工业扩张支撑更加坚实。

新的一年，金乡将强化“工业首位”意识，
重点培育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改造提
升生物食品等传统产业，拉长增粗产业链条。围
绕打造济宁新材料产业发展引领区、国家级新材
料生产基地，推进凯赛生物聚酯酰胺、金利特石
墨烯等系列产品研发生产，向下游航天航空、工
程材料等领域延伸。年内招引生物基材料、新能
源材料、氟硅材料、医用高分子材料项目各2
个，落地启动键兴新材料、中港集团功能性材
料、苏化集团新材料、上海如鲲电子新材料、江
苏建亚环保新材料等一批大项目，建成石墨烯复
合材料、石墨烯防腐材料等项目，确保年内新材
料产业产值突破百亿大关。在装备制造业，发挥
金曼克、鲁特电工、金人电气等骨干企业引领作
用，加快无人机、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研发生产，
创建智慧工厂9个，培育“两化”融合示范企业4
家，打造国家级智能电网配套制造基地。紧扣国
家政策导向，整合电动车行业资源，引入全国知
名新能源企业。

在农业方面，金乡县将高标准建设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完成国际蒜都中心主体、国际大蒜
交易市场改造，建成大蒜种植基地物联网和服务
中心，构建智慧农业体系，培育农业观光、颐养
健康、综合交易等新业态。同时，还将启动网络
信息小镇建设，深化与海尔COSMOplat农业生态
平台合作，建成盛世光明大数据、中蒜大数据等
项目。此外，以凯盛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为龙头，
打造辐射鲁苏豫皖四省边区的农产品商贸物流
城，启动建设盛业农产品冷链物流园、商贸物流
区配套项目。

确保年内新材料产业产值破百亿

金乡：打造国家级

新材料生产基地

□ 本报记者 孟 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姜海珍

新旧动能转换，高新区是先行者，也应
该是标杆。2018年，济宁高新区成功地举办
了北京、上海、深圳、日韩、欧美等专题招商
活动，启动了蓼河英才港建设，落地了诺贝
尔科学家实验室、山东大学产研院等平台，
被评为首批省级外贸转型升级试点县、青岛
海关AEO企业认证培育示范点，营业总收
入首次突破3000亿元，在科技部全国综合排
名提升9个位次，并成功入选产业园区持续
发展全国百强48位……人才、科技、投资等
新旧动能转换要素在济宁高新区越聚越齐。

面对过去一年取得的成绩，济宁高新区
剑指“三次创业”，在目标定位上提出“3—5年
综合实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在工作要求上
坚持“当标兵、作示范、争一流”，在思路布局
上“主攻六大产业、狠抓双招双引、实施双百
工程、突破一区十园、强化创新平台、加快产
城融合、释放改革活力”。

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效力，建设全链条产

业发展梯队尤为重要。济宁高新区以提升项
目带动力、园区承载力、产业竞争力为重点，
聚焦“3+3”产业架构，启动实施产业链行动
计划：信息产业重点突破数字经济、人工智
能、北斗卫星领域；医养健康重点突破新药
研发、高端制剂、基因检测领域；新材料重点
突破第三代半导体领域；高端装备重点突破
液压部件、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纺织服装重
点突破高性能纤维、时尚领域；现代服务业
重点突破科技金融、总部经济领域……争取
6个产业在一年左右基本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闭环。

2019年，济宁高新区将深化“主导产业+
园区”投资促进体制改革，设立主攻德意、日
韩外资招商队伍，在一区十园设立投资促进
分局，建立目标客户库、项目库，搞好专项方
案、实施定向突破，确保年内至少招引落地
10个10亿元项目。十大园区双带工程也将得
到进一步推进，在提高园区实体化运营的前
提下，实施以园区带头创新发展、带头转型
升级为目标的“双带”工程，探索“基金＋项
目＋园区”一体化生态链。

济宁高新区以提升项目带动力、园区承载力、

产业竞争力为重点，聚焦“3+3”产业架构

打造6大完整产业链闭环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美荣

1月16日，在济宁市兖州区第十八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兖州区区长王骁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过去的一年，兖州区
“筛选确定83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其中59个
纳入市重点项目库、5个纳入省重点项目库，在
全市新旧动能转换现场观摩评比中获得第1
名，有3个项目进入‘十佳项目’前5名。”

重大项目已然成为兖州加快新旧动能转
换的“动力源”。太阳控股集团与全球新能源
500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华勤橡胶工业
集团与倍耐力签下神州智能制造轿车轮胎项
目合资协议……去年，兖州区新签约、新引进
了一大批国际知名龙头企业项目，为加快新旧
动能转换注入了强大动力。

以项目为支撑，以质量谋发展。新的一年，
兖州区将坚定不移抓投资、上项目，对筛选确
定的122个过亿元项目，落实领导包保、现场办
公、挂图作战等推进措施，确保华勤集团1200
万条高性能子午线轿车轮胎、今麦郎北方食品

小镇、电子信息产业园等一批重点项目尽快投
产达效。突出抓好“双招双引”，充分利用“招商
经理+五大行”、大数据、产业基金等招商新模
式，着力突破过10亿元大项目，新签约一批过
亿元项目；加大招才引智力度，抓好济宁端信
国际人才合作中心实体化运作，新引进一批国
家级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人
才，加快中科院理化所新材料创新研究院等

“双创”平台建设，持续增强发展后劲。以创建
国家级开发区为抓手，提速推进工业园区基础
设施、体制机制创新、平台建设等提档升级，高
起点规划建设运营好中欧国际合作产业园，增
强园区发展活力。

兖州区将把交通优势转化为物流业优势，
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加快建设枢纽型物流中
心。围绕“两港两区两中心”规划建设定位，着
力推进空港、高铁、公铁联运物流港等现代物
流园区建设，加快推进传化智联公路港、经典
物流海关保税仓库等重点项目，完成阿里巴
巴·兖州产业带平台上线，常态化运行“兖欧班
列”，开通“兖青班列”，靠上做好海关监管中心
建设等工作，高标准打造兖州国际陆港。

兖州区将坚定不移抓投资上项目

强力推进122个过亿元项目

□记者 孟一 报道
双林6ATDSI自动变速器项目生产现场。

2019年1月2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霍丽娜

电话:(0537)2399971 17


	1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