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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调整与代管

功能区是推动产业集聚、优
化产业布局、促进科技创新的重
要载体，也是推动产城融合发
展、加快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
引擎。

“组群式城市”发展模式，一
直让淄博引以为傲。然而，随着
经济的发展，周边的区县各自为
战，竞相发展，中心城区因种种
原因，缺乏产业支撑，越来越没
有了“老大哥”“领头羊”的权威
和地位：首位度不高，吸引力、承
载力、辐射力、带动力不强，区域
发展“统筹”力度不大，“融合”的
成效不明显。

4月7日，淄博召开部分功能
区管理范围和机构设置调整优
化动员会议，梯度推进“东优、西
融、南拓、北联”，落实“主城提质
增容、全域融合统筹”的城市发
展战略。

这次调整优化所涉及的区
域，是淄博城市形象的未来所
在、城市功能的未来所在、城市
竞争力的未来所在、高端产业
的未来所在、生态环境的未来
所在。

以淄博经开区为例，调整
后的淄博经济开发区区域是主
城区“南拓”的关键节点。

为了让淄博经开区聚焦做
好经济发展和“双招双引”等主
责主业，淄博市做了大胆且实用
的多项改革，让他们轻装上阵：
将教育体育、卫生健康和农业农
村等10大类社会事务管理职能
的1437项社会事务，以“上交下
划”的方式分别移交市直部门、
代管乡镇承担；剥离开发运营职
能，经开区将梳理出的开发建
设、“双招双引”、资本运作等14
项开发运营职能剥离给所属瑞
鑫投资等平台和公司；加强经济
管理职能，根据发展需要和承接
能力，梳理认领发改、工信、商
务、财政、金融监管等领域经济
事项，按照优化协同高效的治理
原则，对管委会内部机构实行大
部门制和扁平化再造，全面整合
归并现有行政及事业单位，重点
构建经济管理、“双招双引”和投
资服务等部门机构。改革后，淄
博经开区部门数量由16个精简
为9个，“双招双引”和企业服务

型机构及岗位占比超过70%。
6月30日，第二届儒商大

会暨青年企业家创新发展国际
峰会隆重召开。淄博经济开发
区分会场共洽谈15个项目，总
投资达414.5亿元，项目涵盖智
能制造、人工智能、软件和信息
服务业、医养健康、金融、文化
旅游等领域，项目具有投资强
度大、科技含量高、发展后劲强
的特点。

放眼向“外”
内陆开放新高地

开放打造的大平台窗口，
使得源源不断的货物涌入淄
博，又星散于世界各地，也让淄
博这座老工业城市的人和经济
彻底“活”了起来。

12月7日，淄博综合保税
区，海关卡口格外引人注目，其
外观以简洁线条勾勒出现代工
程技术的力度美和结构美，桥
状外观赋予海关卡口联通中外
通商之门、联通现在与未来之
门、联通现在与历史之门的象
征意味，为淄博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综保区力量。

淄博综合保税区于2020
年8月30日获国务院批复设
立，成为淄博市第二个国家级
功能区，重点建设加工制造、研
发设计、物流分拨、检测维修、
销售服务等“五大中心”，打造
综合保税区申建、验收、封关一
体化推进的“淄博模式”。

从申报之初，淄博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躬身入局抓申
建，各相关部门积极配合，淄博
高新区主要领导全力靠上，从
2020年3月11日海关总署正式
启动淄博综保区审核工作，到
国务院批复仅用5个月，比其
他综保区的审核时间缩短半年
以上，跑出淄博综保区申建加
速度。

淄博综保区边申报、边建
设、边招商，投资10亿元建成

“四纵四横”交通路网框架。提
前开工建设了总投资30亿元、
建筑面积140万平方米的保税
加工区标准厂房，其中70万平
方米的一期工程正在建设，年
内将建成50万平方米，2021年

将全部建成投用。正在建设的
冷库项目，为国内最先进的全
自动、智能化冷库，单体储量
12万吨，省内第一。在招商方
面，目前，已签约日本大金、青
界、奥德斯等企业20余家，总
投资超50亿元，未来3年可形
成进出口总额150亿元。在谈
达芬奇智能科技、瑞幸咖啡、智
电（无锡）电动科技等项目40
余个，总投资超100亿元。

淄博综保区坚持平台思
维、生态思维、创新思维、市场
化思维，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和山东自贸区，对接青岛上合
组织示范区，加快发展保税加
工、保税物流、保税服务等业
态。用3年时间建成500亿级
的开放型产业聚集区，建成淄
博开放型城市先行区和改革开
放桥头堡，打造全省对外开放
的淄博标杆。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淄博
综保区位于淄博先进制造业创
新示范区范围内。而淄博先进
制造业创新示范区是主城区

“北联”“东优”的重要支撑。这
里以科技创新和淄博内陆港建
设为引领,聚力建设先进制造
业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成果
转化区、现代物流服务区,打造
淄博高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
这是改变淄博基础工业结构、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建设新
型工业化强市的重中之重和根
本之举。

“产业链条”开启新空间

今年8月，吉利淄博基地
首款皮卡下线时，淄博将有一
个以新能源整车制造为核心的
千亿级产业集群的消息着实振
奋人心。

仅过了不到20天，当淄博
打造“氢城”的雄心第一次为大
众所知时，人们才发现，在淄博
决策者的宏图中，吉利项目的
意义远不止如此。

9月17日，以“开放淄博
氢城献礼”为主题的2020中国
氢能源发展高峰论坛举行，淄
博首次向外界透露了打造国内
产业链最完善、技术水平最高

“氢城”的雄心，而这条产业链

正是因为吉利变得更加完美。
淄博是全省乃至全国的重

要化工基地，石油化工会带来
大量的副产氢，这为淄博发展
氢能产业带来得天独厚的优
势。丰富的副产氢让淄博在储
氢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并在
固态金属储氢方面取得了重大
技术突破。

膜是燃料电池的关键核
心，今年6月18日，山东东岳未
来氢能材料有限公司燃料电池
膜生产线配套原材料生产基地
成功投产，东岳氢能研发中心、
第五代燃料电池膜生产线也在
11月投入运行。

东岳还与亿华通合作共建
氢能产业园，形成从燃料电池
电控到燃料电池系统、电堆以
及关键部件一体化产研结合体
系，打造自主可控的氢燃料电
池产业链，预计2021年推出性
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第三代
氢燃料发动机。

吉利则将与东岳、亿华通
联合构建从燃料电池膜到发动
机再到氢燃料汽车整车制造的
完整氢能源汽车产业链，并不
断拓展氢燃料汽车应用领域。

一条包括制氢、运氢、储
氢、燃料电池和燃料电池汽车
开发等多个环节在内的产业链
就此形成。

此外，淄博还通过各种途
径，抢抓争创国家燃料电池汽
车示范城市和“新基建”的政
策机遇，不断完善氢能产业政
策体系，全力加快氢能全产业
链布局。而这背后，体现的正
是淄博按照“紧盯前沿，打造
生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
产业组织理念，高标准定位

“双招双引”，坚持“创新绿色、
动能转换优存量，着眼未来、
高端引领扩增量”的两条腿走
路的方针。

淄博正积极运用工业互联
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
等为传统产业赋智赋能，在先
进高分子材料、无机非金属新
材料、特色金属新材料、前沿新
材料等四大领域13类行业打
造千亿级新材料产业群链。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任灵芝

城市发展是
一个动态的过
程，每一个时期
有每一个时期的
独特形势和发展
需要。发展空间
的重塑与升级，
将给这座城带来
更多机会。

12月7日，
淄博综合保税区
内，机器轰鸣，工
人热火朝天地忙
碌着。

边申报、边
建设、边招商，从
8月30日获国务
院批复设立，到
准备封关运营，
淄博综保区建设
跑 出 了 淄 博
速度。

淄博综保区
建设，只是淄博
为下一步发展提
供创新动能的一
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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