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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积薄发的突破点

“我们的收割机在多功能、
通用型底盘技术方面实现突
破，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减少
了工艺流程，提高了效率和产
品竞争力。”4月16日，山东巨明
机械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马建
忠谈起科技创新由衷赞叹，“以
前制造收割机，一个机型一个
底盘，生产成本较高。自从蒋
亦元院士与我们合作建设院士
工作站后，不仅实现了技术突
破，还为企业带来新的思路。
这几年，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
于科教创新赋能，玉米联合收
割机市场占有率位于前列，东
北市场、西北市场等区域市场
占有率第一，今年实现了产品
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正是依靠科技创新，收割
机这个传统行业得到了新生。

从共建院士工作站中受
益，接下来巨明也将目光投向
了未来。马建忠说，巨明农机
已经与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学庚
达成共识，准备共建一个新的
工作站，立足地膜植棉机械化
关键技术，在地膜回收机械化
领域进行创新突破。

山东巨明机械有限公司的
发展也折射出淄博市全力做好

“优存量、扩增量”两篇文章的
时代映像。

通过创新绿色、动能转换
优存量，淄博市围绕技术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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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淄博市在全省位
次一度落后的主要因素就是产
业结构，上述成绩的取得正是

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随着
“优存量、扩增量”两极持续发
力，淄博市深入实施“四强”产
业攀登计划，抢抓风口、前瞻布
局，倾力打造未来产业。新经
济培育沃土行动扎实推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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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
开花、加快成长，全市工业增加
值、利税、利润等指标增幅整体
跃升。“一化独大”局面正在改
变，创新驱动、高端高质、绿色
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初步
形成。

从“六大赋能”到“九大赋
能”，无论是产业体系重构还是
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
局的关键依然是科技创新。有
了科技变量的引入，让所有的
厚积有了薄发的突破点。

破茧成蝶的临界点

助剂，在工业生产中，是为
改善生产过程、提高产品质量
和产量，或者为赋予产品某种
特有的应用性能所添加的辅助
化学品。助剂往往是产生化学
反映的催化剂，使得一种产品
蜕变成另一种新的产品。在淄
博工业界，助剂是常见产品，也
正是因为助剂的独特功能，往
往使得产业链条得到稳固和
拉长。

如今，在产业界，以“科技”
为性能的“助剂”正在得到大范
围应用。

3月28日，山东新华医疗器
械股份有限公司收到了国家药
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产品注册
证，放射诊疗产品事业部研发
的XHBRI165 X射线血液辐
照设备通过了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的审核，获准上市销售。
这是国内首台获准上市的双球
管X射线血液辐照设备，也是
新华医疗不断进行科研投入的
正向价值体现。

3月28日，齐鲁石化氯碱厂
第一车燃料电池用氢的专用车
辆驶出厂区。从传统氯碱工业
转入新能源行业，改变的不仅
是技术，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
以氢气为纽带，与淄博发展新
兴氢能源电池及零部件产业战
略规划相契合。未来，淄博市
将以氢能带动城市动能，加速
传统产业的裂变。

4月15日，2022年淄博市
(临淄区)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
约活动暨电科北方集成电路材
料产业基地项目开工仪式举
行。天辰齐翔新材料有限公司
常务副总经理柴永峰表示，作
为山东省“特种尼龙产业链”及

“苯－聚酰胺－尼龙新材料－
纺织和工程材料产业链”双链
主企业及淄博市城市合伙人，
未来，企业将继续聚焦“三新一
高”，牢牢把握“关键目标、关键
措施、关键节点”，全力打造千
亿级尼龙产业园区。

看似三个不相干的事件，
找寻其驱动力量发现，共同指
向了科技创新。赋能传统业态
衍生出新业态，进而培育出新
赛道、新物种。

这样的创新只有起点没有
终点。

3月25日，淄博绿色化工
与功能材料山东省实验室获
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复建设。
继2021年7月设立淄博绿色化
工产业研究院后，淄博又全力
建设淄博绿色化工与功能材
料山东省实验室，旨在引进整
合高端科技资源，以科技创新
赋能化工与新材料产业转型
升级，打造绿色化工与功能材
料创新的山东样板。政府主
导的这一省级实验室，计划在
未来3年中投入约30亿元，聚
焦服务国家和省重大战略，聚
焦重大科学技术问题和区域
重点产业发展对战略前沿技
术、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
术的研发和转化应用需要。

聚焦全市绿色化工与功能材
料产业发展，对标国际和国家
顶尖创新平台，集聚一批高层
次领军人才，统筹推进基础研
究及应用基础研究，通过技术
创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努力打造创新资源集聚、创新
能力强、创新活力足，具有淄
博特色和区域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高地和科学中心。

产业崛起的爆发点

“在完成科技创新技术储
备后，康贝医疗的产能迅速突
破到50万只以上，成为行业的
头部企业。公司连续两年承担
淄博市重点科技及民生项目，
目前血浆分离器项目已竣工，
并取得注册证。2021年康贝
医疗营收比上年同期增长
40%，利润增长50%，企业被认
定为山东省瞪羚企业和科技型
中小企业。”近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淄博康贝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吴越说。

作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公
司上下早已形成向科技创新要
效益的共识。“科技创新就是做
别人做不了的产品，让我们找
到了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该公
司技术员李子寅这样理解科技
创新。

如同淄博康贝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这样的企业还有很多。
4月中旬，省科技厅发布《山东
省2022年第一批拟入库科技
型中小企业名单公示》，淄博市
科技型中小企业第一批拟入库
企业429家，同比增长35.76%，
完成2022年度目标任务的
25.24%，取得开门红。

科技型企业是“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培育区域科技创新
发展动能、提升产业技术创新
水平的重要力量。淄博市科技
局积极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创
业氛围，构建了科技型中小企
业、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领军

企业梯次培育发展的良好格
局，着力完善具有淄博特色的
科技创新政策体系。

据淄博市科技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去年淄博市科技局开
展“把规上企业培育成高新技
术企业、把高新技术企业培育
成规上企业”的“双培育”工程，
推进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和
规模双提升。2021年全市高
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1000家，
增幅超过40%。全市769家规
模以上企业纳入2021年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统计范围，较上
年增加133家。全市规模以上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
工业产值比重达到47.13%，比
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

政府积极搭建高层次研
发平台，企业积极发力科技创
新的双向奔赴格局已经形成。
骨干高水平项目“顶天立地”，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铺天盖地”，以科教创新赋
能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引领
新物种培育，全力支持突破

“卡脖子”技术、全力发展新经
济的新画卷已经绘就。

淄博市科技局党组书记、
局长熊欣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科技创新是这座老工
业城市弯道超车、换道超车的
制胜密码。正是基于科技创新
的强大动力，企业找到了转型
发展的“风口”，城市找到了能
级跃升的“钥匙”。今后，淄博
市科技局将把全面提升科技服
务产业的引领力、支撑力、供给
力作为主线，充分激活科技创
新“关键变量”“第一动力”，将
其转化成高质量发展的“最大
增量”，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
越，在创新创造中引领潮流，为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市建
设赋能加力。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银峰 通讯员 王刚

淄博康贝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正
在对流水线上产品进行抽检。

科技创新之钥
打开未来之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在淄博市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战”决胜时刻，捷报频传。继2021年度山东省

各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考核位列一等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对全国20个2021年推
动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转型升级工作成效明显的城市进行了通报表扬，淄博市从
全国120个老工业城市中脱颖而出，再获殊荣，全省唯一。

两份含金量十足的“答卷”，两个“A+”。翻看“答卷”内容不难发现，最密集的字眼
就是“科技创新”，淄博正以科技创新这把钥匙，打开从历史通向未来的门。

齐鲁石化氯碱厂第一车燃料电池用氢
出厂。 夏东明 摄

巨明农机生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