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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瑶 王汝雅

制造业兴则济宁兴，制造业强则济宁强。在
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道路上，发展制造业成为
济宁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
头等大事。去年以来，济宁市围绕制造强市建设
目标，聚焦培育“231”先进制造业集群，强化
科技创新支撑，加快技术改造步伐，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同时，创新性开展“干部助企攀登”活
动，建立市县一体上下联动机制，实现了力量向
制造业集中、政策向制造业集聚、要素向制造业
集合，聚焦企业壮大培育，精准破解企业发展难
题，为济宁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958名干部驻企当“保姆”

2021年，济宁市选定攀登企业共402家，市县
选派958人联系服务企业，全力助推企业高质量发
展。当地成立了制造强市建设指挥部，建立“1+
7+7”工作架构和助企攀登小组推进体制，设立
了1个办公室，组建了高端装备、高端化工、新
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医药、节能环
保7个产业集群发展专班和人才、政策支持、金
融、基金、土地、生态环境、能源7个要素保障
组，牵头抓总推进制造强市建设和助企攀登活
动。助企攀登小组为1名市县领导、1名部门负责
人、1名驻企干部、1名主办银行负责人。围绕402
家攀登企业，指挥部组建了28个市级、188个县级
助企攀登小组，瞄准企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
卡点，由驻企干部和企业负责提报问题诉求，市
县两级逐级审核，纳入分级分类台账，明确责任
主体和完成时限推动问题解决。

1月21日，在华勤集团一间临时改造的办公室
里，济宁市生态环境局的驻企干部宋昭生刚从车
间回来，来不及擦去脸上的油污又马不停蹄查找
资料。为了精准服务企业，他半个月转遍了占地
近6000亩华勤工业园，现场学习倍耐力轮胎、神
州轮胎、通力轮胎、康迪泰克工程橡胶、贝卡尔
特钢帘线、华勤钢丝绳等子公司工艺流程，从原
料配比到产品质量检测，从生产车间到研发实验
室，用心记录，形成企业诉求台账。华勤集团是
年销售收入数百亿元的大型橡胶企业，对土地、
资金、人才三要素已有很强的资源优势。如何助
力这艘“橡胶航母”在未来发展航程中行稳致
远，成为宋昭生助企攀登的主要突破口。

他根据专业优势，促成深耕轮胎材料20年、提
出宋—郑两相理论的浙江大学高分子系副主任宋义
虎教授，与华勤集团合作开展轮胎材料研究合作，
为企业发展引智蓄能。助推山东硅科新材料有限公
司、山东裕得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华勤旗下公
司开展科研合作，实现产业链上下游互动，助力企
业生产工艺改进提升。他还推动企业与济宁市生态
环境局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成立助华勤攀登工
作小组，梳理解决了华勤存在的环保过度投资、废
水处置变更等问题，邀请专家为企业做好环评规划
编制，预留发展空间。不仅如此，他还邀请职能部
门业务科长来企业探讨项目、研究政策，向上级部
门多申请了400万元资金。

驻企干部背后，是指挥部、专班、保障组等一
套科学、完整的助企系统。产业集群发展专班在对
攀登企业全面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每家企业发
展现状、项目建设、科技研发、银行贷款、问题诉
求等情况，建立了“一企一档案”。截至2021年12
月底，共提报攀登企业项目472个，2021年度已完成
投资239.8亿元，梳理重点产业链条27个，绘制重点
产业链图谱24个，结合济宁实际科学研究产业发展

规划。市级各产业专班已初步确定核心产业链14
个，明确了重点扶持的龙头企业、链主企业，与市
产业招商专班进行了对接，为围绕延链补链强链有
针对性地抓招商奠定了基础。

助企攀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企业，企业
壮大则产业发展。产业集群发展专班和助企攀登
小组围绕企业问题破解向要素保障组提出意见建
议，并指导企业梳理新上、技改、研发、招商项
目，帮助企业梳理技术创新、技改扩规、智能
化、绿色化、安全化改造等技改项目，鼓励企业
加快技术和设备的迭代更新；依托核心产业链推
动全链条式技改，逐步推进产业链企业从自动化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截至2021
年12月底，共收集攀登企业问题诉求1162项，解
决928项，为攀登企业新发放贷款62.74亿元，投资
政府基金7006万元，引进各类人才、用工13515
人，解决项目用地3276亩。

科技创新为产业赋动能

新年前夕，第八届山东省省长质量奖获奖名
单公布，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列其
中。这是企业2021年继上市科创板、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后，在科技创新领域第三次创下佳
绩。新风光的前身是20世纪70年代成立的国营汶
上无线电厂，如今成长为行业翘楚，得益于企业
对科技创新的坚守和笃行。

1月19日，新风光设备组装车间，工人们正在
一丝不苟地安装调试产品。“这批产品很快就能调
试完成，次日凌晨就将装车发货。市场需求越来越
大，我们的研发、生产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这样的
设备，我们每月能生产数百台。”新风光总经理胡
顺全在一台半个集装箱大小的柜子前停下介绍，
“这台设备叫动态无功补偿装置（SVG），应用的
就是去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高比例新能源电
力系统电能净化关键控制技术。”

“当前，以风力、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是国家
重点发展的领域。但这些新能源不稳定，风力大或
光照强时，就会导致电网电压产生较大波动，我们
使用的电灯、电脑等电器就可能被瞬间高压烧
坏。”胡顺全说，他们围绕这个问题开展科学研
究，和山东大学合作建立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新
能源与高效节能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校方
主要负责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研发与样机研
制，企业则发挥自身优势主要进行技术转化与产业
化应用，很快研发出了SVG。“SVG就像肺一样，
负责消除‘污染’、净化电网。如果电网没有
SVG，在我们工业用电越来越复杂和新能源大量应
用的今天，电网将会出现崩溃。”

如今，SVG这一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新能源设
备，也成了新风光的拳头产品之一，市场占有率位
居全国前列。近期，新风光将依托其动态无功补偿
装置（SVG）、智慧储能设备等新能源发电必不可
少的产品，与全市36家光伏企业组建产业联盟，将
科技创新延伸到产业链，解决光伏企业规模小、链
条短、应用难等问题。以科技创新为点串“链”成
群，产生高质量发展的叠加效应。

新风光的“风光”，是济宁市科技创新引领企
业发展的结果。当地大力推动企业创新发展，2021
年新认定市级工业企业“一企一技术”研发中心35
家，206个项目入选2021年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计
划。加强企业家队伍建设，市财政每年安排600万
元，用于开展企业高管年度培训，2021年举办6场
专题培训活动，培训企业家达900余人。济宁市还
打造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全年培育市级“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119家、省级70家、国家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10家。推进创业创新基地建设，培
育市级示范基地14家、省级6家。

2021年，济宁市聚力打造一流创新生态，发展

活力得到充分激发。承接国家级和省级以上改革试
点99个，60余项典型经验获省级以上肯定推广。营
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指标、政府采购指标
进入全国标杆城市行列。入选科技部企业积分制试
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324家、新增数量增幅居全
省第1位。建成“两图谱三平台”，新增合作高校
院所86家，新建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17个，15个顶尖
科研团队成功揭榜8个重大项目。

技术改造让老树开新花

一块木头能做什么？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
司的车间里，以木材为原料不仅造出了纸，而且造
出了布、可降解材料，甚至是木糖醇。不可思议的
背后，是一场传统产业基础上的技术改造。

1月20日晚，太阳纸业29号车间里机声隆隆却
空无一人，偌大机组运转的大脑藏在不起眼的中
控室里：两名工作人员轻触鼠标，控制着生产各
环节，每隔50多分钟就有一卷40多吨重的文化用
纸走下生产线。经过近40年发展，太阳纸业已经
拥有了数十条全球先进的制浆造纸生产线。如果
把纸浆造纸主业比作树干，那只有技术改造才能
让大树枝繁叶茂。在溶解浆生产车间，原料木材
朝着和纸没有任何关系的方向发展：溶解浆经过
连续蒸煮后，得到纯度95%的纤维素，经进一步
加工后成为触感舒适的莫代尔棉。公司副总经
理、总工程师应广东介绍，这项技术每年至少为
企业贡献16亿元的产值。

太阳纸业的转型升级是济宁市向高质量发展
迈进的缩影。多年来，济宁牢牢扭住制造业这个
根本，通过科技创新助推纺织服装、食品加工、
橡胶制品、造纸及纸制品、新型建材、煤炭产业
等优势传统产业提档升级。当地打造“231”先进
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水平，围绕6大
集群、30个核心产业链，绘制完善关键产业链图
谱，推动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三链”合
一，全面推行“群长+链长制”。

把产业发展推向更高层级，离不开革故鼎新
的紧迫感和打造一流创新生态的坚定决心。济宁
市各级各部门加强政企联动、合力攻坚，县
（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上阵抓科技
创新、当好“后勤部长”，用最优的政策、最好
的服务培育高新技术企业。当地还探索关键技术
“全球揭榜”引才机制，引进院士等顶尖人才团
队，市财政给予最高1000万元经费资助。2021
年，济宁市实施工业和技改项目1049个。全市入
库制造业技改项目达到1042个，制造业技改投资
完成781.9亿元，居全省首位。

过去的一年，济宁市聚力制造强市建设，新
旧动能转换蓄势突破。当地“大抓产业、大抓制
造业”越来越深入人心，推动产业发展的体制机
制逐步理顺深化，企业竞相发展的干劲激情被充
分点燃，良好的产业生态正在加速形成。在去年
煤炭减产影响较大的情况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3.1%、居全省第4位。全市共实
施投资过亿元的工业技改项目266个，主营业务营
收增长20%以上的企业有826家、占规上工业企业
的43.7%。制造业对工业经济、对全市发展的支撑
作用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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