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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旧动能转换“淄博模式”

作为山东近现代工业的发源
地之一，淄博已经走过了110多年
的工业发展历程。站在崭新的起
点，淄博产业的转型升级既面临
难得机遇，又面临不少挑战。

对此，宋振波表示，在“十四
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淄博产业
最重要的就是做好“优”和“扩”两
篇文章。

“优”，就是创新绿色、动能转
换优存量。围绕技术工艺、产品
体系、产品质量、产业链条、经济
效益“五个优化”主攻方向，对化
工、机械、建材、纺织、轻工、陶瓷
琉璃等优势传统产业进行全链条
改造，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
化、绿色化发展，把原材料、原料
药、零部件、基础加工的优势转化
为终端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优
势，迈上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

“扩”，就是着眼未来、高端引
领扩增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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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施新材料、新
医药、智能装备、电子信息“四强”
产业攀登计划，以产业链“链长
制”为牵引，培育壮大新能源汽
车、MEMS和物联网、氢能及燃料
电池等19条产业链。

目前，在“两篇文章”的引领
下，以质子交换膜为核心的全产
业链氢能产业基地，以MEMS为
核心的传感器产业基地，以吉利
汽车为核心的新能源汽车基地等
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形成
规模竞争优势，成为推动淄博新
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增长极。

打造新经济品牌城市

事实上，当前的淄博正处于
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拐点期，处
于老工业城市凤凰涅槃、加速崛
起的关键期。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淄博市
委、市政府顺势提出“大力发展新
经济、打造新经济品牌城市”这个
战略布局。目的就是要解决未来

淄博的产业“干什么”和“如何干”
的问题，动员全市上下着眼未来，
抢抓新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开
启淄博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经过3到5年努力，快速积聚
新经济发展要素，全面优化新经
济发展生态，基本形成富有竞争
力和带动力的新经济产业体系，
将淄博打造成为新经济的场景培
育地、要素集聚地和生态创新区，
成为最适宜新经济发育成长的标
杆城市。”关于淄博新经济品牌城
市的发展目标，宋振波如此解释。

在工作落实方面，淄博确定
了四个重点突破的方向。

一是打造工业互联网、智联汽
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新金融等
11条产业新赛道，在新赛道上加快

“换道超越”；二是通过做大做强瞪
羚企业群体、加快引进和培育独角
兽企业、培育发展平台型企业、壮
大科技型初创企业群体等，不断培
育企业新物种；三是以拓展新经济
应用场景、夯实新基建、打造多彩
活力的青年创业友好型城市以及
探索新监管、营造新氛围为重点，
构建发展新生态；四是以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完善投融资服务体系和
加大财税支持力度为保障，完善支
持新举措。

这四个方向里，淄博同时也
定下了相应的目标细则。

比如，2021年，淄博要新增哪
吒类、瞪羚类、独角兽类企业15家
以上，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00家
以上，支持本土3家大企业开展平
台化转型。

再比如，要在年内布局建设
20个酒吧、咖啡馆、音乐餐厅等休
闲场所，8个特色商业街区，20处
青年时尚运动场所，10处城市夜
间打卡景点……

淄博这个传统的老工业城
市，正在新经济大旗的引领下，新
起来、活起来。

赋能新经济发展

有了目标定位的淄博，究竟
会怎样赋能新经济品牌城市

建设？
2020年，在新经济发展大会

上，淄博印发了《关于支持新经济
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试行）》，共
12条政策措施。

这些政策措施，每条含金量
都很高，甚至可以用“高大上”来
形容。

在具体落实上，淄博将建立
新经济企业培育库，联合第三方
高端智库、风险投资机构等建立
新经济企业发掘、入库机制，按照
新经济种子企业、高成长瞪羚企
业、准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
等，分级建立培育库，实施动态管
理、精准支持。

淄博还将强化资金扶持，对
新经济企业给予相应的资金奖
励，并在企业投融资、用地用房等
方面给予重点支持。

此外，淄博支持新产品市场
应用，在政府项目采购招投标中，
重点支持新经济重大创新产品的
示范应用。围绕文旅融合、智能
社会、智慧政务建设等重点方面，
面向企业发布新经济场景清单，
统筹政府资源，安排专项资金，支
持企业围绕清单需求开展场景建
设。支持企业打造工业级应用场
景，并给予相应补贴。

值得注意的是，淄博不仅对
企业、项目有相应的扶持，事实上
对这些项目落地所需要的人才，
同样备足了“厚”奖。

首先是淄博创新出台高含金
量的“人才金政37条”，对独角兽
企业、准独角兽企业创始人和高管
可直接认定为高端人才，分别按照
国家重点人才工程、泰山系列及相
当层次的人才给予相应支持。

此外，淄博发挥政府资金引
导作用，将市天使投资基金规模
提升至2亿元，支持社会化投资机
构设立新经济投资基金，加强对
新经济企业的融资支持等。

打造氢能生产应用标杆城市

“碳达峰”与“碳中和”，为新
能源产业带来新的风口。

在新能源这个关键领域，“氢
能”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淄博恰
恰在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

比如，淄博是工业大市，副产
氢气资源丰富，在制氢环节具有
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成本优势。
而且，在淄博培育的东岳质子膜、
工陶陶瓷膜，最大的优势就是自
主可控的核心技术，以这个“核心
技术”为依托，目前淄博氢能发动
机、氢能源客车项目正在逐步推
进，并成功入选国家“氢进万家”
科技示范工程。

淄博市委、市政府把氢能产
业作为事关未来发展的重点产业
集中推进、培育打造，目前，已经
初步形成了制氢——— 功能膜———
氢燃料发动机——— 氢燃料整
车——— 氢燃料车应用示范场景的
完整产业链雏形。

淄博还把氢能作为重要能源
品类之一，在交通、物流、城市管
理、发电、供热等领域全面应用，
着力实现氢能生产应用标杆城市
的总体发展目标。

记者了解到，淄博不仅要使
用氢能，还要聚焦氢能核心领域，
重点攻克“卡脖子”关键技术，争
当研发创新标杆。

重点发展燃料电池用质子
交换膜技术、固体氧化物燃料电
池（SOFC）陶瓷膜技术、70MPa
碳纤维气瓶设计和制造技术、大
功率燃料电池发动机技术研
发等。

“到2030年，淄博将建设成
为山东省重要的氢能关键材料
及核心装备产业基地、衔接环渤
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的氢能枢
纽城市、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氢能
生产应用标杆城市。”宋振波
介绍。

氢能只是淄博产业转型升级
的一个缩影，而这个缩影，正在潜
移默化地推进淄博城市品质活力
的提升。老工业城市的凤凰涅
槃、品质活力之路，值得拭目以
待。

（张文珂）

产业赋能助力淄博城市品质活力提升
——— 访淄博市委常委、副市长宋振波

2021年，是淄
博实施城市品质提
升三年行动的第二
个年头。

这项自2019年
12月开始实施的重
大行动，是淄博市
委、市政府以满足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求为目标，
进一步加快城市更
新步伐，提升城市
服务功能，营造宜
居宜业良好环境而
实施的一项重要工
作部署。

在此基础上，
今年4月份淄博市
委、市政府印发《关
于提升城市品质活
力的行动方案》，要
求从8个方面、47个
项目集中发力，提
升城市品质活力。

产业兴、城市
兴，产业旺、城市
旺。产业加快升级
迭代、动能转换，不
仅是城市品质活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城市品质活力
提升的一个重要支
撑和保障。

那么，淄博在
“产业赋能”上，如
何找准加速崛起的
突破点和发力点，
如何以产业升级来
哺育城市发展？近
日，淄博市委常委、
副市长宋振波接受
采访时，就相关问
题展开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