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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然更新

城市，由“城”和“市”两个字
组合而成。它们道出了城市的精
髓以及两种传统功能———“城墙”
的防御和“市场”的贸易。

贸易的根基是产业，经过几
年的积累，如今的淄博涌入了一
大批科技企业。落户之前，它们
不仅是看上了淄博的资本、劳动
力要素，更看重“鲁中腹地”的交
通效率和已然消失不见的“官本
位”陋习。

必须承认的是，自新旧动能
转换大幕拉开，落后产能的公之
于众曾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山东
素有老工业城市之称的淄博成了

“资源枯竭型城市”的代名词，身
为千年古城、齐国故都的它，在错
过了消费互联网红利后，亦对新
兴业态表现出了积极的渴望。

变，虽有迟缓，却毅然决然。
“2020年10月份，在上海的一

次活动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淄
博，也感觉到了淄博决策者对于
打造氢能产业高地的决心和魄
力，最终与这座城市结缘。”

用爱德曼(淄博)氢能科技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杨焕军的话说，
爱德曼在完成了北京、上海一线
城市的发展布局后，之所以会选
择落户淄博，主要是看重淄博已
经具备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体
系，而这正是淄博打造“氢能生产
利用先行城市”的关键。

从2020年11月17日项目签
约，到2021年1月1日项目落地，再
到2021年4月30日国内最大功率
的金属板燃料电池——— 152kW燃
料电池通过国家强检并实现投
产，爱德曼的经历佐证了正处于
全力提速状态的淄博内心的
焦急。

不可否认，作为工业强市，淄
博的新兴产业其实并不弱，尤其
是经过过去数年的新旧动能转
换，新经济规模也已崭露头角，一
大批专注于“硬核”源头科技的企
业，正领跑行业。

东岳集团历经16年科研攻
关，投入10余亿元，攻克氢能汽车
的核心技术———“氢能芯片”质子
膜，取得了为全球量产氢能汽车
配套氢燃料电池膜的通行证。

而上述企业，其实只是淄博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产业
的冰山一角，根据4月8日淄博市
工信局发布的“四强”产业重点领
域企业名单（动态），1015家企业
榜上有名，该数字不仅彰显了淄
博市“四强”发展之势，也诠释了

淄博市立足自身产业优势，将新
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电子信
息“四强”产业作为工业新旧动能
转换的主攻方向。

传统复活

所谓的新动能并非淘汰全部
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实现华丽
转身是淄博新旧动能转换的目标
和方向。

位于博山区白塔镇汽车智造
产业园的山东安博机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建厂初
期，年营业收入仅200余万元。现
如今，该公司已成长为一家专业
从事重型汽车用推力杆、稳定杆、
断开式平衡轴等悬架铸件及总成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
企业。

2020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在
国家新基建、行业、环保政策的助
力下，重型汽车市场实现逆势增
长。2020年，山东安博机械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了
3.4亿元，较2019年增长了120%。
2021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又较
2020年同期增长了200%。

“因为立志打造新动能，才使
我们在新一轮发展和竞争中杀出
重围，走在了行业前列。”谈到成
绩的取得，山东安博机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廷泽并不讳
言，他说：“近年来，公司申请专利
近30余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已
经形成了从产品研发到模具设
计、零部件制造直至总成的汽车
零部件供应链条。事实上，也正
是因为有了较强的科技研发实力
和稳定的客户资源，才形成了公
司的核心竞争力。”

淄博的传统产业因何得以复
活？走访调查中记者发现，除了
有关政策支持，更与淄博这座城
市的要素禀赋结构有关。

“延续老祖宗留下的手艺，坐
拥陶琉古镇这片沃土，还有跟着
我干了半辈子的这帮老员工，组
成了企业发展的‘要素’，而40年
间所积攒的经验与自信，则形成
了企业从容不迫的‘禀赋’，这便
是我们黑山玻璃得以实现新旧动
能转换的根源所在。”

山东黑山玻璃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韩祥军回忆说，早在1981
年建厂时，企业只有一台小圆炉，
产品比较单一。1998年，在企业
完成改制后，改造了车间，提升了
设备，也成为了淄博最早引进机
械手的企业。

2017年，山东黑山玻璃集团

有限公司启动新旧动能转换，始
终保持着每年改造一个车间，每
个车间必须完成自动化设备更新
换代的提档节奏，总投入预计将
达到1.6亿元。同时，通过购买服
务，巧用“外脑”，还补齐了目前全
行业专业人才不足的短板，使企
业坐稳了淄博日用玻璃行业的

“头把交椅”。

科技赋能

有人会问，在众多城市争相
拥抱科技赋能产业的大潮中，淄
博的特点究竟在哪？淄博给出的
答案是“现代科技赋能传统产业
焕新”。

日前，走进山东东华水泥有
限公司的厂区，海洋主题的厂区
装饰使企业的建筑、装置与工艺
美学实现了完美融合。而打破传
统产业思维的束缚，成为山东乃
至全国水泥生产转型升级的标
杆，一直是过去多年间东华水泥
在转型升级中努力的方向。

水泥行业是传统产业的典型
代表，虽是国家重要的基础原材
料之一，却因顶着“高耗能、高排
放、低附加值、产能过剩”的帽子，
时常面临被限产关停的尴尬处
境。在环保形势步步紧逼、减排
目标持续上调、行业竞争愈演愈
烈的大背景下，如何保生存，求发
展，是行业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

2018年7月，东华水泥与阿里
云联合成立“山东东华水泥智能
制造研究院”，共同开发“水泥工
业大脑”项目。2019年11月，“水
泥工业大脑”一期研发成功并实
现正式上线运行。项目实施后，
东华水泥熟料线综合能耗下降
6.73%，质量稳定性提高28.48%，
设备台时产量得到提高，算法模
型实现自学习，自动迭代升级。

截至目前，“水泥工业大脑”
项目共获得发明专利3项、软件著
作权7项。同时，“水泥工业大脑”
还获得煤炭行业两化深度融合优
秀项目、工信部2019年制造业与
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项目、
2019年度工业新旧动能转换政策
扶持项目等诸多殊荣。

东华水泥“现代优势产业集
群+人工智能”的两化融合带来了
经济增效的可喜局面，同样是在
淄川区，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的表现也让人看到了传
统产业“脱胎换骨”后的全新
样貌。

“5年前，我通过‘百名专家淄
川行’活动与重山集团展开新材

料产业的合作，进行特种功能氟
碳材料、新型高能量密度电池等
六大板块的研发生产工作。目
前，功能氟碳材料科研成果正在
转化落地，其延伸产品锂氟化碳
电池也将实现产业化。”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技术总监方治文介
绍说，他们公司是由山东重山集
团投资建设的一家集研发、中试、
产业化为一体的光电信息与新能
源材料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近
年来，重山集团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加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上
了“产业融合与创新发展”之路。

在过去的近3年间，山东重山
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累计申请
专利超过50余项，获得授权发明
专利7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17
项，软件著作权8项。除此之外，
其建设的氟化石墨烯规模化示范
生产线，也已成功实现了大批量
生产供应高品质氟化石墨烯的
目标。

赛道新貌

传统产业唯有更新思维观
念，摆脱路径依赖，拥抱工业互联
网，才能催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从而在新赛道上展现新的
面貌。

作为淄川区唯一的山东省瞪
羚企业，功力机器的发展历程证
明了其发展思路的清晰。成立于
1996年的功力机器有限公司，是
一家从事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的绿
色墙材装备制造企业，2021年一
季度完成销售收入5814万元，利
税合计485万元，较2020年同期增
长159%。

董事长高玲坦言，企业25年
的发展历程让她明白了一个道
理，那便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
落后的产品、技术和理念，传统产
业只要主动拥抱新经济、链接新
平台，就能在新经济时代闯出一
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目前，功力
机器正在建设绿色中国砖瓦工业
互联网以及智能砖瓦示范工厂、
建材装备大数据平台等项目，努
力推动企业由制造业向制造加服
务业融合发展转型，积极探索高
端装备制造业领域的新业态和新
模式。

“早在2008年，我便萌生了将
企业建成‘最美机器工厂’的想
法，如今我的梦想实现了。对于
功力机器而言，传统产业转型不
仅仅是提升设备、衔接工业互联
网，更应该关注如何去塑人，去增

加企业与人才之间的黏性，因为
只有有温度的企业才能不断跨越
一个个新高度。”高玲说。

其实，对于所有身处传统产
业转型期的淄博企业而言，曾经
隐而不觉的习惯重新袭来，陌生
又亲切的感觉让所有为这座城市
拼搏劳碌的人们觉得时间与经历
似乎有了新的意义。而事实上，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让快发展和慢
生活兼得，这直观地反映在数
据上。

4月25日，淄博工业运行交出
亮眼成绩单：2021年一季度，淄博
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3.9%。行业和产品增长面较好。
38个行业大类有35个行业增加值
实现增长，增长面达到92.1%；248
种工业产品中有193种产品产量
同比增长，增长面达到77.8%。新
动能发展势头强劲。一季度淄博
市规模以上“四强”产业增加值增
长34.5%，上拉工业增加值增速
16.5个百分点；“四强”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49.4%，
比2020年提高2.1个百分点。规
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
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60.2%、
39.6%，合计上拉工业增加值增速
10.3个百分点。

记者所走访的上述企业，虽
仅“惊鸿一瞥”，瞥见的却是身处
转型期的淄博最本质、最喧嚣、最
激动人心的片段。而纵观众企业
几十年产业发展的演进，作为老
工业城市的淄博，其涅槃之路逻
辑已然清晰。通过重大企业升级
重塑及重大项目落地，形成外来
驱动力，吸引更多同产业链的企
业落户，快速形成产业集群。加
之对标深圳等“学霸”思维所起到
的“巧劲”作用，借力超车之下，头
顶“氢城”光环的崭新淄博似乎正
在与历史和解。

如《诗经》中的千古名篇《衡
门》所写，“岂其食鱼，必河之鲂？
岂其取妻，必齐之姜。”从齐国，到
淄博，自古这里便出美女，不仅美
貌动人，而且性情大度。如果你
没有去过淄博，你一定要去，因为
淄博是那么古老；如果你曾经去
过淄博，你一定要再去，因为淄博
在不断更新。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
者 姜涛 李振兴

从齐国，到淄博

一座城市击碎“传统”的魄力

没有哪个城市可以让快发展和慢生活兼得，这直观地反映在数据上。4月25日，淄博工业运行交出亮眼成绩单：2021年一季度，淄博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9%，行业和产品增长面较好，新动能发展势头强劲。

数字的背后，有传统制造业艰难转身的感动，有“四强”产业阔步起势的欣喜，也有新经济开枝散叶的期许……变，虽有迟缓，却毅然决然。
其实，很多关注淄博的人已然觉察，近年来，与淄博有关的好消息变得越来越多，淄博正在用事实和数据试图打破曾经给外界留下的传统

“刻板”印象。
有人会问，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在众多城市争相用科技赋能产业的大潮中，淄博的特点究竟在哪儿？日

前，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就此进行了走访调查。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研发。

功力机器整洁的车间诠释“最美机器工厂”。

功力机器展厅色彩搭配协调，诠释“最美机器工厂”。

山东安博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重型汽车配件。

山东安博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在工作中。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干净整齐。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化验。

山东重山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进行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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