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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新动能全面起势 建设全国新型工业化强市

集中实施“四强”产业攀登计划

实施“四强”产业攀登计划

聚力“提高度”，推动产业
迈向中高端。支持传统制造业
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推动
陶琉特色产业创新发展、抱团
发展、规模发展，年内集中实施
300个市重点技改项目，高水平
建设10个智慧工厂、100个智慧
车间，“上云”企业突破1万家。

有序推进钢铁产能退出和
地炼优化整合，培育一批国家
级绿色园区和绿色工厂。集中
实施“四强”产业攀登计划，年
内“四强”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
业比重提高2个百分点，着力打
造国家新材料产业中心、新医
药产业中心、智能装备产业新
高地、电子信息（半导体）产业
新高地四张“产业名片”。

启动未来产业培育计划，
聚焦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研发应用，推进紫光（淄
博）科技创新产业园等重大项
目落地建设，发展壮大齐鲁数
谷、齐鲁创智谷大数据产业园
等优质载体，带动数字经济和
5G产业加速发展；立足淄博市
氢能源和功能膜基础优势，布

局发展氢能产业和膜产业等引
领性产业。

强链延链补链
深化与央企省企互动

聚力“拉长度”，打造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按照“紧盯前沿、
打造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
的产业组织理念，围绕壮大氟硅
材料、高端精细化工、制药制剂、
新 能 源 汽 车 、集 成 电 路 、
MEMS、先进陶瓷等20个左右
优势链条和特色集群，扎实推进
天辰齐翔己二腈、中石化齐鲁炼
化一体、中铝齐鲁工业园二期、
东岳燃料电池膜、吉利新能源汽
车、中国电子（淄博）产业园、齐
鲁激光共享产业园、西铁城精密
数控机床、瑞阳抗癌原研药、
TDK压电陶瓷芯片、安澜通讯
5G天线等一批优质产业项目，
加快新动能全面起势。

突出强链延链补链，精准
开展平台招商、基金招商、以商
招商，持续深化与央企省企互
动发展，大力引进世界500强和
行业领军企业，以及高水平研
发设计、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
服务业态，年内实际到位外来

投资增长10%以上。

支持淄川经开区
升级为“国家级”

聚力“增厚度”，做大做强
产业规模。聚焦“世界品牌、行
业标杆”，实施“旗舰”“雏鹰”培
育工程，筛选100家领航企业、
200家潜力企业予以专项扶持，
力争到2021年，培育主营业务
收入过100亿元的龙头企业12
家以上，省级以上单项冠军、隐
形冠军、瞪羚企业超过160家。

建立完善面向广大中小企
业的支持服务体系，让更多“专
精特新”企业扎根淄博茁壮
成长。

突出园区主平台主引擎，
支持淄川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开发区，推动齐鲁化
工区与张店东部化工区融合发
展，优化医药产业园区布局，提
升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
园区的产业聚集度。鼓励园区
规划建设标准厂房、商务服务
等配套设施，加快产业园区功
能迭代。

壮大资本市场“淄博板块”

聚力“活血脉”，建设区域
性科创产业金融高地。把金融
产业作为重要产业来培育，依
托金融商务中心等功能聚集
区，积极搭建中国（淄博）创投
风投高峰论坛暨基金项目推介
会等平台，链接引进金融、类金
融机构和关联性服务机构，切
实完善金融要素生态。深化与
盈科资本、洪泰基金等优质社
会资本的合作，构建“基金+产
业”共赢发展新格局。

实施信贷扩容工程，支持
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加快
发展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拓
展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功
能，年内集聚企业1万家，信贷
投放300亿元以上，全市人民币
存贷比提高到75%。

开展企业上市培育行动，
深化与深交所、上交所和大型
投资机构的战略合作，发挥齐
鲁股权交易中心上市培育功
能，持续壮大资本市场中的“淄
博板块”。

推进13个引才育才专项计划

聚力“增内力”，强化科教
人才关键支撑。以建设国家创

新型城市为引领，推进北航新
材料技术产业研究院、清华大
学绿色化工研究院、中科院（桓
台）膜产业研究院、广州能源所
淄博能源研究院等专业平台建
设，培育壮大各类企业研发平
台，持续深化校城融合发展，不
断完善“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
要素，年内新增省级以上创新
平台26家，培育2-3家省级创新
创业共同体，科技型中小企业
和高新技术企业均达到600家，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
总产值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

加快建设淄博产业技术研
究院，争取设立中国（山东）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淄博分中心，
鼓励建设并用好海外创新孵化
器。加快建设“两城一谷”和

“环理工大学创新带”、齐创大
厦等重点平台，切实丰富全周
期的“双创”生态。

全面落实“人才金政37条”，
扎实推进13个引才育才专项计
划，实施“百千万人才”汇聚等

“四项工程”，积极搭建“一园一
站一中心”引智平台，分级建设
产权型、租赁型人才公寓，吸引
集聚更多优秀人才、年轻人才在
淄博创新创业、施展才华。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将坚持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引领，着力建设全国新型工业化强市，作为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具体包括聚力
“提高度”、聚力“拉长度”、聚力“增厚度”、聚力“活血脉”和聚力“增内力”五个方面的内容。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坚持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作为2020年政府工作重点。其中包括突
出重大项目支撑作用、服务业引领作用、对外开放带动作用和政策措施保障作用四个方面。

把稳增长作为首要任务 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对企业该给的给彻底、该让的让到位

完善专班推进和要素保障机制

今年市政府已确定实施的
市重大项目共260个，总投资
3700亿元、年度投资840亿元，
其中，工业项目151个、现代服
务业项目66个、基础设施和民
生项目43个，单体平均投资规
模较上年提高40%，产业项目
占比提高5个百分点。

随着一批在谈项目陆续签
约，还将进一步充实到重大项
目中。集中抓好这批体量大、
结构优的大项目，是拉动有效
投资、稳增长促转型的关键所
在。市里将完善专班推进和要
素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形成实
物工作量，着力增强即期投资
拉动。抓住用好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京津冀协
同发展、军民融合发展、省会城
市群经济圈等国家和省重大战
略机遇，积极谋划更多重大产
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以项
目平台链接政策资金和社会资
本，努力放大投资乘数效应。

规划建设淄博国际博览中心

实施现代服务业发展三年
攻坚行动，年内服务业增加值
占比提高1.5个百分点。

抓好全省新型智慧城市建
设试点，年内实现城区重点区
域5G网络连续覆盖。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健康
休闲、养老家政、婴幼儿照护等
业态，推动建筑业提质增效，扩
大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规
模，培育智能、体验、定制、共
享、时尚等新模式，带动消费升
级、增加就业容量。

规划建设淄博国际博览中
心，着力壮大会展经济，市主要
经济部门和各区县在搞好既有
会展活动的同时，至少再策划
举办一个全国性或国际性的论
坛展会。

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抓
好国家城乡高效配送专项行动
试点，实施智慧便利店进社区、
品牌农产品进超市工程，健全
重要产品追溯体系，让居民能

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加快推进淄博“内陆港”建设

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姿态、
状态，积极融入国家对外开放
大局，强化区域协调发展意识，
向西自觉接受济南辐射带动，
向东积极链接依托青岛作为对
外开放的桥头堡，不断提升城
市对外开放度。

大力引进高水平外贸综合
服务平台，支持方达电商园、齐
贸通等跨境平台建设，着力完
善海外仓等境外营销网络，年
内新增有出口实绩企业500家
以上。

推进柬埔寨、印尼等境外
经济园区建设，加密“齐鲁号”
欧亚班列，“一带一路”市场出
口份额占比达到40%以上。

扩大先进技术设备、优质
日用消费品进口规模，支持地
炼企业用足原油进口配额。

主动融入中国（山东）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上合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积极建设淄博开放
型加工中心，全力争取淄博保
税物流中心获批综合保税区，
加快推进淄博“内陆港”建设。

据了解，淄博开放型加工
中心位于淄博保税物流园区，
占地1100亩，规划建设100万平
方米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生产
类配套研发中心、海关监管功
能卡口及配套设施等。目前，
项目建设已全面启动，一期工
程占地539亩，计划建设11个车
间、40万平方米。中心已签约
项目20个，总投资136.91亿元，
预计实现进出口总额225.27亿
元；在谈项目20个，总投资76.4
亿元，预计实现进出口总额
155.16亿元。

淄博“内陆港”即在内陆地
区建立的具有产生运抵、抽检
查验等港口海关作业功能和以
保税仓储为核心的国际物流
港。淄博内陆无水港项目2018
年被纳入《山东省新旧动能转
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作为省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将对
淄博市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发挥
重要作用。目前，“内陆港”重
点建设项目已通过调研论证，
正在有序推进。

对企业
该给的给彻底、该让的让到位

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
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
及中央、省推动“六稳”各项政
策措施，对企业该给的给彻底、
该让的让到位。

建立覆盖所有规上企业的
运行监测平台，完善企业挂包
帮扶机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

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深
入落实关心关爱企业家十条措
施，精准组织企业家培训，依法
加大对企业自主知识产权和商
业机密的保护力度，持续营造
重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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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两会”报道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