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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开放，
抓住淄博跨越发展的“牛鼻子”

遥看一色海天处，正是轻舟破浪时。
俯瞰淄博大地，气势磅礴的画卷上，一幅波澜壮阔的以大交通促大开放的全景图正在徐徐展开：“两环五射线”快速路网建设、“目字型”

高速公路加快推进，小清河复航指日可待，欧亚班列往来穿梭……一个全省公、铁、水多式联运区域中心已显露雏形。
不沿边、不靠海的淄博，把积极融入对外开放大局作为新时代跨越发展的“牛鼻子”来抓，在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活力的同时，持续为跨越

发展注入澎湃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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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城市亟需新空间

作为地处山东腹地的内陆
城市，不沿边、不靠海的淄博如
何具备开放气质？

最近两年多以来，山东省
委明确把“打造对外开放新高
地”列为八大发展战略之一，把

“开放倒逼改革”作为九大改革
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淄博这
样一个开放氛围不够浓厚、城
市国际化水平不高、经济外向
度偏低的内陆城市，在城市功
能、城市标识国际化等方面差
距还很大，而在对外贸易方面，
淄博与相邻兄弟城市相比，也
存在明显差距。

数据显示，2019年淄博货
物贸易进出口实现883.1亿元，
同比下降7.1%；有进出口实绩
的企业2509家，平均每家企业
进出口额3500万元。总体来
说，淄博外贸出口缺少领舰型
企业，出口百强企业占出口总
额比重仅为64.1%，只有3家企
业入选全省出口百强，而潍坊
是13家、临沂是9家；淄博有外
资企业412家，潍坊是890家，
临沂是430家；2019年淄博实
际使用外资2.26亿美元，列全
省第10位，不足青岛的六分之
一、潍坊的三分之一……

站在全球的视野来看，对
外开放度、经济外向度不高，成
为制约淄博经济进一步增强活
力、进一步转型升级的最大现
实短板。2019年，淄博经济外
向度仅为24.25％，分别低于全
国、全省平均水平7.59个、4.44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占全市比重仅为4.29％。究其
原因，在于淄博真正具备国际
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品牌较
少，外向型产业的基础相对
薄弱。

现在的短板差距，就是未
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认清了
淄博对外开放的短板差距，也
就明确了这座城市的独特优势
和基础条件。

淄博的外向度低，发展速
度趋缓，存在不少客观原因，但

“人”的问题才是最关键的，特
别是部分党员干部能力不足、
本领不强、干事不专业又懒于
疏于学习。不少党员干部沉湎
于过去的辉煌中，也有些人认
为一切都很好了，现在的发展
没问题了。

凡此种种，都不是淄博干
部该有的状态。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高质量发展大势下，淄
博正处在发展的转折点上：咬
得住、顶上去，海阔天高；咬不
住、掉下来，彻底掉队。

在这样的背景下，尤其需
要党员干部以保持定力为核

心，围绕下笨功夫、苦功夫和细
功夫，拿出针对性强的过硬举
措，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
平，努力把短板变为潜力、把潜
力变为优势，才能打开高水平
对外开放“新空间”。

正如淄博发展研究院（稷
下智库）院长高峰所说，对外开
放是淄博实现跨越发展的最大
希望所在，“要置身与全球发展
坐标系，高位审视谋划淄博发
展，自觉把开放意识、开放思维
融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各领
域，以高水平开放促高质量发
展、建现代化城市”。

还有一个视角，如今的淄
博，虽然有28家上市公司，但整
体呈现出数量少、规模小、市值
低的特点。2020年，淄博全部
上市公司总市值只有1500多亿
元，而烟台万华一家上市公司
市值就达到1300多亿元。差距
的背后，折射的是企业家的境
界与担当：缺少争第一、当老大
的激情与豪情，满足于在自己
的一亩三分地上“折腾”，不想
也不愿把自己放到全国、世界
范围去谋划未来和发展。

城市发展能级活力不足，
是淄博面临的突出问题。为
此，淄博正着力与过去“单打独
斗”的发展模式告别，强化区域
发展共同体意识，不断培育发
展生态，激荡出开放发展的澎
湃动力。

紧抓对外开放新机遇

今年年初的一次淄博市委
常委会，桌签名牌的右下角，用
中英文印着“请讲普通话”。这
无声提示背后，是淄博市委推
广普通话的迫切心情。面对新
形势，有的党员干部不得不在
发言稿上加注拼音，一次讲话
下来，往往会满头大汗。

推广普通话这个“微动作”
的背后，是拥有承东启西、牵南
引北优势的淄博，思危奋进、抢
抓开放机遇的迫切与坚决。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
沿海地区独有的通道优势，使
其天然比内陆城市更能吸引资
本。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形
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
济的开放新格局之后，2019年
的政府工作报道，又提出“推动
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同时提
出将优化区域发展格局。

“全方位对外开放”，不仅
是开放领域的进一步拓展、开
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开放方
式的进一步升级，更意味着过
去几十年基于沿海城市的开放
布局的重新优化。正如中国国

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
泽所言，“面对新的开放需求，
城市实际上是被拉到了同一起
跑线上”。

去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
《外商投资法》，对外国投资者
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技
术转让等问题作出明确的保护
规定，为外商提供了更透明、稳
定、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吸引更
多外资到内陆城市投资，也给
包括淄博在内的内陆城市带来
了一个“弯道超车”的绝佳
机遇。

机遇就在眼前，淄博有能
力、有底气抓住吗？

开放包容是齐文化中最鲜
明的基因。正是与世界紧密联
系、深度融合的交往过程，塑造
了淄博大地开放与包容并蓄、
古老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开
放景象。当今淄博，发展内外
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面临
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十分难
得的发展机遇，必须坚持转型
发展，把开放合作作为高点起
步、高端切入的直接抓手，不断
增强发展动力活力，提升城市
能级。

为此，淄博决策层始终把
开放发展摆在工作全局的高
度，加快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城
市。以此为指引，综保区、内陆
港等高能级开放平台的打造，
嵌入国际化元素的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和服务，让淄博越来
越有“国际范”。

具体来说，淄博主动对接
“一带一路”国家开放战略，开
辟对标先进、推动高端合作的
实施路径。主要领导亲自推
动，抓项目、出政策、造氛围、优
环境，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
了经济发展的主动，赢得了参
与国际国内区域合作与竞争的
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淄博东
联西接的国际物流大通道由此
建成。2019年，淄博共开行欧
亚班列198列，占全省始发进出
口班列的30%，实际货值超50
亿元人民币，货物涵盖机械设
备、耐火材料、瓷砖、农产品、一
般化工品等淄博特色产品。欧
亚班列开通后，初步显现聚集
效应，为淄博“一带一路“建设
发展赋予新的强大动能，使淄
博有更多机会拥抱世界、融入
全球产业链。

截至目前，淄博已与美国、
俄罗斯等11个国家（地区）建立
了友好城市关系，与全球209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
系，累计成立外商投资企业
2837家，吸引了美国苹果、德国
西门子、日本西铁城等50家世
界500强及行业领军企业落户。

特别是齐文化节、陶博会、世界
足球起源地等文化品牌，为扩
大对外开放搭建了桥梁。

只有坚决破除内陆意识，
坚决从地理和空间概念的羁绊
中解放出来，树立更加开阔的
国际视野和融入世界的开放襟
怀，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
境中谋求更大发展。正如淄博
市商务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
李秀清所说，“十四五”时期，淄
博将实施更加主动的对外开
放，紧紧抓住“构建新发展格
局”，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对外
开放大局，着力提升淄博对外
开放能级和质量，以高水平开
放塑造城市竞争新优势。

破解跨越发展新密码

有着千年开放基因的淄
博，如何在高水平开放型城市
建设中续写辉煌？

7月9日，山东英科环保再
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
科创板鸣锣上市。这是继智洋
创新和科汇股份之后，淄博今
年第3家登陆科创板的公司。
伴随英科再生登陆科创板，淄
博在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
达到26家，上市股票达到了31
只（含H股）。相比此前3年仅
仅新增一家A股上市公司，淄
博今年短短3个来月新增3家上
市公司，勃勃生机，不言而喻。

科汇股份董秘朱亦军在接
受采访时坦言：“评价一个地区
经济活力的高低，其所拥有上
市公司的数量以及上市公司的
市值可以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参
照物。”而科汇选择留在淄博，
与淄博优越的营商环境密不可
分，“很多济南、青岛的部门过
来招商引资，想‘挖’走我们，但
我们从来没有动过把科汇股份
搬走的心思”。

对一座城市来讲，产业结构
决定着人口结构，人口结构决定
着城市的发展层次和能级活力。
而城市对人才最强的吸引力，主
要表现为创业环境、支持价值变
现的能力。当厚植开放包容城
市基因的淄博，成为越来越多企
业家创业的沃土，打造出越来越
多开放发展的范本，城市能级提
升也就不言而喻了。

转变的背后，是近两年来
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
并举，高效推进内外市场、产
业、区域协同发展，打破地方保
护、区域封锁、行业壁垒、企业
垄断，着力解决内外联动问题，
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和更高
层次上配置资源和参与国际分
工、合作和竞争，推动了淄博大
开放、大发展的战略定力。

去年7月28日，淄博市委十

二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淄
博市委关于大力实施改革开放
赋能打造高水平开放型城市的
意见》，为淄博在全球、全国、全
省找到了坐标系：站在全球视
野上，淄博用“一国一策”精准
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
场；从国家战略视角看，淄博主
动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
新区建设以及长江经济带、长
三角一体化等重大区域战略对
接；立足山东省内，淄博主动参
与全省“一群两心三圈”建设，
打造成全省“四强”产业新高
地、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
极……借助体系力量、协同效
应，带动淄博城市能级活力大
幅攀升。

“双轮驱动、四向联通、十
区支撑”的淄博开放平台大框
架就此浮出水面。

当开放发展新理念成为共
识，淄博要想突破拐点，需要从
思想、理念、态度、观念、气质、
气度和格局等方面破解密码，
才能抓住“牛鼻子”，实现跨越
发展。

船到中流、人到半山，尤须
同时间赛跑、与时代并进。

从聚焦聚力全域公园城
市、多彩活力的青年创业友好
型城市建设到千名干部进名
校，从抓紧抓好“一号改革工
程”对标深圳打造营商环境到
渴盼国家级、世界级顶尖企业
家，从青岛啤酒节、麦田音乐节
到中国金融与产业发展（淄博）
峰会、鲁港合作洽谈会……如
今，我们回顾近两年来的布局，
蓦然发现，所有的这一切，都成
为优化淄博对外开放生态的

“解码器”。
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

落实。
当前，淄博经济许多领域

已经出现趋势性、关键性变化，
爆发式增长的迹象凸显，但发
展路上布满荆棘，充满已经遇
到、将要遇到、可能遇到和难以
预料的新情况新问题。淄博要
实现凤凰涅槃、加速崛起，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
作要做。这就需要淄博的党员
干部保持定力，在攻坚突破中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
一个困难一个困难地去克服，
一项工作一项工作地去推进，
书写新时代的淄博故事。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景阳 王继洋 张
继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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