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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淄博样本
建建设设新新时时代代社社会会主主义义现现代代化化强强市市，，开开启启的的是是一一段段永永载载淄淄博博史史册册的的壮壮丽丽征征程程。。要要深深刻刻把把握握中中国国

式式现现代代化化道道路路的的内内涵涵与与外外延延，，丰丰富富完完善善思思路路举举措措，，突突出出强强化化品品质质理理念念，，以以在在新新时时代代新新征征程程上上勇勇争争
先先、、干干精精彩彩、、当当标标杆杆的的追追求求，，努努力力走走出出一一条条具具有有淄淄博博特特色色的的新新时时代代社社会会主主义义现现代代化化强强市市建建设设之之路路。。

关键词：产产业业赋赋能能
坚坚持持““紧紧盯盯前前沿沿、、打打造造生生

态态、、沿沿链链聚聚合合、、集集群群发发展展””的的产产
业业组组织织理理念念，，推推动动产产业业高高端端化化

关键词：科科教教创创新新赋赋能能
深深入入实实施施创创新新驱驱动动发发展展

战战略略，，以以创创建建国国家家创创新新型型城城市市
为为抓抓手手，，构构建建高高效效协协同同的的区区域域
创创新新体体系系

关键词：金金融融赋赋能能
加加快快打打造造区区域域性性科科创创产产

业业金金融融高高地地，，充充分分发发挥挥金金融融产产
业业的的经经济济价价值值和和金金融融的的产产业业
生生态态价价值值

关键词：文文化化赋赋能能
围围绕绕举举旗旗帜帜、、聚聚民民心心、、育育

新新人人、、兴兴文文化化、、展展形形象象，，努努力力争争
创创全全国国文文明明典典范范城城市市

关键词：生生态态赋赋能能
扛扛牢牢黄黄河河流流域域生生态态保保护护和和

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重重大大责责任任，，坚坚决决打打
好好环环保保翻翻身身仗仗，，把把淄淄博博打打造造成成

为为宜宜居居宜宜业业宜宜游游的的生生态态之之城城

关键词：改改革革开开放放赋赋能能
用用好好改改革革开开放放““关关键键一一

招招””，，充充分分激激发发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内内
生生动动力力

关键词：城城市市平平台台赋赋能能
落落实实““打打造造公公园园城城市市、、主主

城城提提质质增增容容、、全全域域融融合合统统筹筹、、
交交通通快快速速通通达达””城城市市发发展展思思
路路，，坚坚持持以以品品质质理理念念引引领领城城市市
的的规规划划建建设设管管理理

关键词：民民生生赋赋能能
坚坚持持以以百百姓姓心心为为心心，，加加快快

建建设设高高品品质质民民生生，，推推动动民民生生资资
源源由由紧紧平平衡衡向向优优供供给给、、由由保保基基
本本向向高高品品质质转转变变，，聚聚力力打打造造全全
域域共共同同富富裕裕先先行行城城市市

关键词：治治理理赋赋能能
以以争争创创全全国国市市域域社社会会治治

理理现现代代化化试试点点合合格格市市为为抓抓手手，，
加加快快建建设设平平安安淄淄博博、、法法治治淄淄
博博、、信信用用淄淄博博

01 深化产业赋能
打造产业高端的现代化新淄博

要打造先进制造业强市。实
施产业结构提升计划，坚持做到传
统产业“创新绿色、动能转换优存
量”，推进“千项技改、千企转型”，
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实现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和重点中小企业“五个
优化”全覆盖，大力推进“四强”产
业跨越发展，“四强”产业增加值占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
60％以上；坚持抓好新兴产业“着
眼未来、高端引领扩增量”，深化实
施新经济培育“沃土”行动，强化政
策集成、金融赋能、场景驱动、沿链
招引，力争“四新”经济增加值占
GDP比重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以
上，把氢能、光伏、储能等新能源产
业和新能源汽车、无人驾驶、环保
产业、数字经济等未来产业打造成
为淄博市产业新名片。

实施产业能级提升计划，开
展工业互联网赋能行动，构建全
市一体、全网赋能的工业互联网
平台体系，推进产业数字化，加快
打造“工赋城市”；着眼数字产业
化，开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倍增
行动，大力培育发展物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数字化产业，力争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5％以上。

实施产业组织提升计划，倾
力培育19条百亿级产业链条，严
格落实“链长制”，用活“六个一”
平台招引新机制，厚植良好产业

生态，持续推动补链延链强链，打
造形成4000亿级绿色化工产业集
群、3500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
3000亿级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和
新能源制造产业集群。

实施产业主体提升计划，开展
骨干企业跨越发展行动，培育千亿
级企业2家，500亿级企业5家，百亿
级企业25家左右；开展科技创新型
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推进高新技术
企业“双培育”计划和科技型中小企
业“育苗”计划，力争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分别达到2000家、
300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达到50家以上；开展新物种企
业梯度培育行动，培育独角兽类企
业15家以上、瞪羚企业200家以上；
开展企业主体增长行动，推动“个转
企、小升规、规改股”，力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3500家以上。

实施产业载体提升计划，强
化园区产业承载的主阵地作用，
支持市经开区、先创区加快发展，
推动各区县现有经开区和功能区
全面提升，构建支撑数字化、发展
平台化、运营市场化、配套生态化
模式，不断提高对项目和资本的
吸引力、承载力，积极争创国家级
开发区。

打造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
围绕需求端的需求改善供给侧的
供给，着力培育现代服务业重点
项目、重点企业、重点集聚区，提
高对服务业要素的粘附性、承载
力，力争现代服务业占服务业比
重达到55％以上。

打造数字农业发展高地。聚
焦乡村产业振兴持续发力，以打
造数字农业农村中心城市为引
领，推动数字农业塑成优势。打
造数字农业产业集群，抓好数字
农业重大项目建设，培育数字化
特色农业产业链，形成5个百亿级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集群。

02 深化科教创新赋能
打造创新驱动的现代化新淄博

着力建设高能级创新
平台。持续深化校城融
合，加快淄博科学城建设，
推动绿色化工与功能材料
山东省实验室、启元实验
室产业创新基地建设全面
提速，健全“应用型研究—
工程化产品化研发—科技
成果转化”创新公共服务
链条，形成覆盖全市主导
产业的创新平台矩阵，省
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600
家，增长50％以上。

着力突破一批“卡脖
子”技术。坚持“政产学研
金服用”一体推进，重点聚

焦淄博市拥有产业和研发
优势的新材料、氢能、储
能、无人驾驶、智能微机电
系统等前沿领域，依托重
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技术创新中心等研发平
台，加大投入，实施“揭榜
挂帅”，力争取得更多“行
业领先”和“不可替代”成
果，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中作出淄博贡献。

着力培育高水平创新
企业。实施企业创新能力
提升工程，充分激发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力争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

发活动的占比达到62％以
上，不断提高对城市创新
发展的贡献度。

着力培育集聚高层次
创新人才。实施新一轮

“硕博人才储备计划”“产
业领军人才引领计划”和

“五年二十万大学生来淄
创新创业计划”，每年新增
国家和省级重点人才工程
人选60人以上，再引进大
学生20万人以上。打造职
业教育强市，建设高水平
的产教融合基地，力争高
技能人才数量增长20％，
达到23万人以上。

03 深化金融赋能
打造资本涌流的现代化新淄博

持续优化金融产业
发展生态。精准开展金融

“双招双引”，大力引进培
育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金
融租赁、财务公司、金融科
技等金融和类金融企业，
完善保荐机构、会计师事
务所、律师事务所、管理咨
询机构、资产评估公司等
金融生态，推动金融产业
做大做强，力争金融业增
加值占比达到全省平均水
平以上，逐步成为支撑全
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

持续提升金融赋能
量级。实施新一轮信贷扩
容计划，加快发展供应链
金融、绿色金融、数字金
融、农村金融、消费金融，
用好国家开发性金融、政
策性金融，人民币贷款余

额年均增速达到10％以
上，力争达到7000亿元以
上。实施新一轮资本市场
突破计划，构建分层次、分
行业、分梯队的滚动培育
机制，力争上市企业数量
达到60家以上，使资本市
场的“淄博板块”更加壮
大。实施新一轮基金倍增
计划，以淄博科创基金港
为载体，积极吸引集聚天
使投资、创业投资、PE和
并购等股权投资基金，形
成涵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
资本服务体系，力争基金
管理机构数量达到25家，
基金总规模突破26 0 0
亿元。

持续提升金融治理
能力。实施金融资本专题
培训计划，提高企业家和

干部识别、运用、驾驭金融
资本的意识和能力。健全
金融风险防控体制机制，
妥善处置政府债务、金融
机构不良资产和企业流动
性风险，力争不良贷款率
优于全省平均水平，打造
金融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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