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菏泽市定陶区采访，一组数
据让人倍感振奋：今年前三季度，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0 . 1亿元，增长
8 . 7%，增速全市第一；1-11月份，
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9 . 8亿元，增
长23 . 8%，增幅全市第一；完成县区
级税收收入8 . 04亿元，增长35 . 1%，
增幅全市第一……经初步统计，目
前全区共有25项主要经济指标总量
或增幅位居菏泽市前三，其中14项
指标全市第一。

近年来，菏泽市定陶区委、区
政府紧紧围绕全面建成大市新区的
奋斗目标，团结带领全区广大干部
群众，担当作为，扎实苦干，加速
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积极实施各项
民生工程，全区实现了更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

锻造担当作为的干部队伍，激

发干事创业的内在活力

定陶区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
主体责任，引导党员干部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切实把从严管党治
党的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同时，大
力倡导实干创实绩、有为才有位的
鲜明导向，大力营造实干者受尊
重、得褒奖的浓厚氛围，让敢担

当、善作为的干部有机会、有舞
台、得实惠。今年上半年，对招商
引资和土地增减挂钩、工矿废弃地
复垦工作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
拨付工作经费1735 . 28万元。同时，
近年来提拔重用的190名干部，全部
来自一线和综合考核前三名的单
位，让担当作为、干事创业成为定
陶大地最强音。

2 0 1 7年，定陶区委、区政府
提 出 了 “ 基本建成交通便捷、功
能完善、产业集聚、生态宜居、文
明幸福的大市新区”的奋斗目标，
创新开展了“爱我家乡、奉献定
陶”教育实践活动，全面奏响了
“领导敬职、干部敬岗、全民敬
业”的主旋律。全区上下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了一心一意
谋发展、聚精会神干事业、各项工
作争一流的生动局面。老城区棚改
拆迁中，9个片区、1 . 56万套房屋的
征收任务，每个片区有效工作时间
均不到一个月就顺利完成拆迁任
务，让越来越多的棚户区居民实现
了“以小换大、以旧换新、以矮换
高、以危换安”的“新居梦”。

今年“七一”，菏泽市定陶区
委被山东省委组织部授予全省“干

事创业好班子”荣誉称号。而今，
定陶正朝着“全面建成大市新区”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汇聚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科学赶超过程中，菏泽市定
陶区委、区政府坚持把新旧动能转
换作为统领发展的重大工程，认真
贯彻新理念，着力在双招双引、工
业强区、现代服务业、深化改革、
城市建设、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福祉、发展底
线等方面实现了“十个新突破”，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积极开展双招双引，先后赴北
京、西安、上海等地登门招商，有
力 推 动 了 复 星 医 药 、 九 羟 基 —
AD、稻香村二期等项目顺利落地
建设。投资1 5亿元的复星医药项
目，期间多地竞争、几经辗转，最
终靠真诚和良好的营商环境落户定
陶，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青霉
素系列产品供应商。总投资804亿元
的181个新旧动能转换项目正在加紧
实施，3个项目列入省新旧动能第
一批优选项目库，20个项目列入省
市重点，数量和投资进度均居全市

第一。全面打造园区平台，积极争
取润鑫产业园被批准为全市唯一的
省级化工园区，打造中小企业园这
一产城融合平台，推进汽车小镇建
设。投资13 . 5亿元的汽车赛道将成
为全国第七条、全省唯一的F3国际
汽车赛道，设计标准、建设质量进
入全国国际汽车赛道前四。同时，
持续实施企业倍增计划，全区纳税
60强企业中，38家企业纳税增幅在
30%以上，21家企业增幅在100%以
上。2014年，定陶纳税过千万的企
业仅有7家，2018年1－10月份，纳
税过千万元的企业达到29家，比去
年新增17家，相当于2014年的4倍
多。全市工业、非工业企业纳税
“双百强”企业中，定陶占24家，
居全市第二。一组组数据的背后，
彰显了定陶区委、区政府务实创
新、担当作为的工作作风和团结拼
搏、扎实苦干的实干精神。

坚持新发展理念不动摇，彰显

一心为民的时代魅力

为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新期待，菏泽市定陶区委、区政府
把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
永恒追求，大力实施民心工程，持

续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让老百
姓看到实惠、得到好处。

始终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
民 生 工 程 ， 全 面 落 实 “ 八 个 精
准”，扎实推进“三个一”，推动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进入扶贫车
间、融入产业链条，实现持续收
入、稳定脱贫，着力提高无劳动能
力的贫困政策兜底和项目分红兜底
保障能力。止目前，累计利用上级
扶贫资金1 . 9亿元、建设扶贫项目
132个，整合涉农等各类资金7600万
元、建设扶贫大棚1120个、扶贫车
间135处，预计今年可收益2460万
元，覆盖2 . 1万户贫困户。今年10月
份，定陶区成为菏泽市唯一一个被
评为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的县
区。

针对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
疗、养老等问题，定陶区累计投入
教育资金16 . 6亿元，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以优异成绩通过国家验收，在
同期迎验的23个县区中差异系数最
小、群众满意度最高；投资1亿元
新建提升城乡卫计医疗设施；公建
私营创新养老模式，投资8700万元
建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全区所有
建国前老党员和城乡特困老年人免
费入住，安享幸福晚年；在棚改回
迁工作中，坚持最大限度让利于民
的原则，拿出最好的地段安置棚改
居民，3万多居民将乔迁新居。一
件件民生实事的推进，提升了人民
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让定陶
这座千年古城在新时代焕发出独有
的魅力和光彩。

(王浩勇 颜文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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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地处沿海开放前沿，自古
就是胶东商埠，民间素有经商传
统。

时至今日，千年传承的商贸文
化已然融化在即墨城市经济发展的
血液中，即墨因势利导，自改革开
放以来始终把民营经济作为区域经
济活力增长点，坚持经济转型与城
市转型互促共进、科技创新与制度
创新两手发力、信息化与新型工业
化深度融合、扩大增量与提升存量
有机结合，实现了量的快速扩张和
质的持续提升。2017年，即墨民营
经济实现增加值574 . 8亿元，实现税
收79 . 6亿元；2018年前三季度即墨
民营经济税收76 . 5亿元，占全区总
税收的81 . 6%，该区连续多年被评为
全省民营经济先进区（市）。

民营企业“铺天盖地”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强烈
的“商品经济”社会氛围把农民从
泥土里带出来，一些身怀服装裁制
技术的巧匠自寻出路，在即墨市场
兴盛繁荣的星星之火中，逐渐发展
壮大，完成从个体户到企业家的华
丽转身。

“男装大王”徐延华也因此迎
来了经商路上最重要的节点。“我
刚开始就是个鱼贩子，后来发现服
装市场卖成人衣服，一件能赚5元
钱，这就是巨大的商机啊。”现已
年近七旬的徐延华回忆，他从1987

年正式开始经营服装生意，凭着一
股拼劲，他早早成了人们口中的
“万元户”，至今保持着“一天内
售出1200件夹克和3600件大装”的
销售记录，目前其儿女继承产业，
依托“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已开
办4家企业。

作为即墨的传统优势产业，即
墨共拥有各类市场145处，形成了以
服装批发市场、小商品城等专业市
场为龙头的“江北最大市场群”。

“贸工互促”的发展模式成为培育
即墨民营企业成长的重要摇篮，酷
特、好事中、亨达等民营企业都是
依托市场发展起来的，仅今年，就
有50个市场个体户通过升级为有限
公司完成企业转型，全区围绕市场
从事地产品加工的企业发展到4200

多家。
不仅是良好的经商传统，近年

来，即墨区始终把民营经济作为区
域经济活力增长点，不断通过提升
服务营造让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环
境。

即墨区专门成立民营经济发展
领导小组，建立区级领导联系民营
企业、企业经营者“约见必见”等
制度，推行了全程办事代理、一次
办好改革等务实举措；积极引进金
融机构和组织，培育发展外资银
行、证券、信托、基金等业态，鼓
励金融部门对民营企业公开授信、
重点扶持，并专门出台了《关于支
持企业上市融资工作的意见》，鼓
励企业上市融资，较好地解决了融
资难问题；在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劳
动力培训与转移工作，实施“订单
式”培训，为民营企业输送了大批
熟练工人；深入实施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在医疗、保险、子女入学等
方面，对企业自行引进的高层次人
才给予优惠待遇。

据统计，2015年以来，即墨平
均每年新发展个体工商户2万户，
新发展民营企业8500家，目前总数
已分别达到12 . 3万户和4 . 1万家，注
册资本金达到2385亿元，民营经济
的发展已呈现“铺天盖地”之势。

名牌企业“顶天立地”

2017年，即墨民营经济实现增
加值574 . 8亿元，占全区总量的比重
达到43 . 9%；实现税收79 . 6亿元，占
全区总税收的78 . 6%。2018年前三季
度即墨民营经济税收76 . 5亿元，占

全区总税收的81 . 6%。
毋庸置疑，这份亮眼的数据印

证了在即墨经济发展过程中，民营
经济功不可没。

有人说，缺少了即发集团这个
中国针织行业的“龙头”，即墨
“针织名城”也就少了几许含金
量，这话一点都不假。从即墨县城
一个制发小厂到中国民营针织巨
头，从不到200名工人到20000余名
职工，从即墨第一个出国学习的企
业到把即墨和世界各地的30多个国
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即发
集团拿出一份骄傲的“成绩单”：
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110亿元，上缴
税金6 . 31亿元，外贸出口8亿美元，
综合实力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同行业
榜首。

为鼓励民营经济做强做大，即
墨先后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民
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关于促进企
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文
件，从资金、技术等方面加大扶持
力度，鼓励民营企业“当主角、唱
大戏”。

据统计，2017年，即墨规模以
上工业民营企业达到524家，其中销
售收入过亿元的企业102家、过十亿
元的11家。特别是针织服装服饰产
业，形成了以即发、酷特、雪达等
为龙头，以9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为
骨干的针织服装服饰产业集群。

通过抓质的提升，一大批名
牌 企 业 迅 速 崛 起 ， “ 即 墨 出 名
牌、名牌在即墨”的品牌城市形
象 基 本 确 立 。 目 前 ， 即 墨 拥 有
“ 即 发 ” 牌 针 织 内 衣 、 “ 英 派
斯”牌健身器等 7个中国名牌产
品，永基重机、英吉多等7 8个山
东名牌产品，即墨热电等2个山东
省服务名牌；“即发”“即墨老
酒”等19个中国驰名商标，“高压
阀门”“威达”体育用品等48个省
著名商标。青岛市级以上名牌产品

和著（驰）名商标累计达到308件，
品牌总量在全省区市中居于前列；
“即发”“金王”被商务部认定为
重点培育和发展的中国出口名牌产
品。青岛金王、海联金汇、伟隆
阀门成功登陆资本市场，区域性
资本市场挂牌企业达到101家，数
量位居青岛各区市首位。

同时，即墨区始终把民营经济
置于开放的大环境下进行培育，积
极引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与国内外
大企业合资合作，引进资金、技
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加快向价值
链高端、产业链关键方向发展。目
前，全区共有2200余家民营企业实
现了与内外资企业的合资合作。其
中即发集团先后与包括日本东丽、
双日等10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内的16

家国外公司兴办了20个企业，雪达
集团先后与日本大敬、住金屋产株
式会社等5家外资企业合资设立了8

家公司。民营经济的开放发展，促
进了全域招商引资步伐的加快，即
墨区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省外经贸工
作先进市（区）。

创新企业“开天辟地”

云路新能源“千亿级非晶磁粉
芯的制备技术及产业化”项目结题
验收，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非晶磁
粉芯的规模化生产；森麒麟轮胎建
成中国首家轮胎工业4 . 0智慧工厂，
是中国第一家取得航空轮胎生产许
可的民营企业；三迪时空建成全国
最大的3D智造云平台，智能航运技
术创新与综合实验基地在蓝谷正式
启动……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
一驱动力。近年来，即墨把科技创
新作为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发展的第
一驱动力，引导民营企业加大技改
投入，加强自主创新产品研发，逐
步实现从“即墨制造”向“即墨创
造”的转变。

从去年3月份开始，即墨区出
台《关于深入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
意见》，每年设立科技发展专项资
金1亿元以上，从科技企业、研发
平台、知识产权、科技金融等方面
全面提升区域创新力，加快建成适
应创新驱动发展要求的现代创新体
系。目前，全区青岛市级以上企业
技术中心大道96家，147家企业被认
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民营企业的创
新意识和研发能力普遍增强。

同时，即墨区抢抓互联网时代
新机遇，引导民营企业大力发展
“互联网+”产业，为民营经济发
展注入了新活力。

从2016年开始，即墨区先后出
台了《关于支持互联网工业发展
的意见》，每年设立专项资金1亿
元用于支持互联网工业发展，推
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同时，与中
航信托公司合作成立2亿元产业引
导基金，定向支持互联网工业重
点项目建设和初创期、成长期企
业发展。

同时，即墨区积极培育示范典
型，建立由120个重点项目组成的制
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改造企业项目
库，实施“一企一策一人”保姆式
帮扶行动，开展现场诊断咨询、专
家考察论证、服务资源精准对接等
的“三步走”全流程服务，为企业
量身打造智能发展路径。

目前，即墨民营经济已培育形
成了“C2M大规模个性化定制”
“食品深加工智能制造”等一批独
具特色的发展模式，酷特、森麒麟
入选国家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
模式应用项目，即发、森麒麟、恒
泰机械、雪达、红妮获评工信部两
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酷
特“互联网+”个性化定制C2M平
台获评“中国互联网+行动百佳实
践案例”。

（吕栋 刘耀泽）

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省民营经济先进区（市）———

即墨民营经济释放区域发展张力


	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