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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两个“八”，是优势也是潜力
王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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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3日，中共淄博市委
举行“山东这十年·淄博”主题
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淄博
市委书记马晓磊用“八个变、
八个新”介绍了淄博这十年的
发展变化。

发布会介绍，淄博是全国
120个老工业基地城市之一、
23个资源再生型城市之一，是
全国唯一涵盖资源枯竭城市、
独立工矿区、城区老工业区3
种类型的城市。近些年，淄博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念，锚定省委对淄博提出的

“作为老工业城市，要在全省
新旧动能转换中走在前列”要
求，推动动能转换实现由“量”
到“质”、由“形”到“势”的转折
性、关键性转变。

淄博新旧动能转换、产业
转型升级的探索，既是来自对
区域与全局关系的准确判断，
也是来自实践主体的应有责
任和担当，对全国全省都具有
一定的示范样本意义。

十年蜕变，淄博的底气和
信心，就在两个“八”上。

两个“八”，指的是淄博
“八个变”及由此带来的八个
新：推动质量效益之变，综合
实力跃上新高度；推动产业结
构之变，转型升级塑成新优
势；推动品质活力之变，城市
能级实现新跃迁；推动体制机
制之变，改革开放展现新格
局；推动绿色低碳之变，生态
环境焕发新颜值；推动文明风
尚之变，文化“两创”结出新硕
果；推动普惠均衡之变，共同

富裕迈出新步伐；推动作风效
能 之 变 ，党 的 建 设 呈 现 新
气象。

“八个变、八个新”是成
就，也是潜力。

比如，淄博统筹推进“全
域融合统筹、主城提质增容、
打造公园城市、交通快速通
达”城市发展战略，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居全省第2位。而随
着城市快速路网、张博铁路电
气化改造引领城市进入“高架
时代”“轻轨时代”，淄博常住
人口城镇化率将会得到进一
步提升。

再比如，各类企业可以比
翼齐飞。淄博的国有、民营、
外资企业发展势头都不错，但
仍可以通过打造更好的营商
环境，让更多的国企敢干、民
企敢闯、外企敢投，形成创新
创业活力迸发的新局面；仍可
以通过积极构建大中小企业
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发展生
态，形成更加稳定的产业链合
作关系，为区域发展重塑新优
势，带来新增量，创造新价值。

列举“八个变、八个新”，
并不是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
觉，而是要从过往的奋斗和成
就中，汲取智慧和勇气，破解
前进道路上的矛盾难题。

禀赋优势，往往只意味着
发展的可能与潜力。只有把
潜力激发出来，把优势释放出
来，才能形成突破、彰显成效。
在对待优势的态度上，必须认
识好、把握好、利用好、拓展
好；在具体举措上，突出强调
三个方面的工作。只有这样，
才能化“八个变、八个新”的比
较优势为发展胜势，实现从禀
赋优势到创新优势的跨越。

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是推

深做实“优”“扩”两篇文章。
淄博是全国120个老工业

基地城市之一，因工业而立、因
工业而兴，这是淄博产业发展
的底气和基础;但兼具老工业
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双重特
点，也让其转型发展一度面临
着更多的“坚”与“难”。由此，
淄博上下形成高度共识，不为
困难找借口、只为成功想办法，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加快
产业转型。近三年，淄博关停
取缔“散乱污”企业1.04万家，化
工企业从1135家减少到524家。
今年，总投资5500亿元的460个
市级重大项目中，“四新”经济
项目占比达七成。

产业发展如何实现突围？
淄博没有一关了之、推倒重
来，也不是修修补补、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而是聚焦国家重
大产业和省“十强”产业，选择
了一条对现有产业体系和产
业生态系统改造和全面优化
的路子——— 以创新绿色、动能
转换优存量从“老”破题，按照

“五个优化”方向提升改造传
统产业，启动实施“千项技改、
千企转型”，全市传统产业加
速由“红海产业”迈向“蓝海格
局”，推动“弯道超车”；以高端
引领扩增量向“新”出发，按照

“紧盯前沿、打造生态、沿链聚
合、集群发展”产业组织理念，
全力发展以数字经济为引领
的新经济，前瞻布局氢能、光
伏、储能等新能源制造业和新
能源汽车、无人驾驶、数字经
济、预制食品等新经济和未来
产业，聚力打造中国氢能生产
应用标杆城市、国家级自动驾
驶示范区、中国产业算力中
心、中国膜谷等，打造产业新
赛道，力求“换道超车”。

第二个方面的工作，是凝
心聚力大抓主体培育和项目
建设招引。

淄博作为齐国故都和齐
文化发祥地，有着重视工商
业、重视招商引资、重视环境
建设的基因和传统。如今，淄
博形成了完备的现代产业体
系，门类齐全、配套能力强，全
国41个工业行业分类中有39
个在淄博实现了规模化发展，
90多种产品产销量居全国前3
位，“新型工业化强市”是淄博
着力打造的硬核城市名片。

近年来，淄博大力开展骨
干企业跨越发展和新物种企
业梯度培育行动，构建“初
创—哪吒—瞪羚—准独角
兽—独角兽”培育体系，打造
了一批技术领先、品牌优质、
管理过硬的特色标杆企业。
目前，全市瞪羚类、独角兽类
等企业达221家，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示范企业数量位
居全省第一、全国第三，今年
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40家，居全省第3位；
新增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76
家、瞪羚企业47家。

为推进招商引资，淄博敢
于出大手笔，通过扎实推进“招
商引资五年倍增计划”，探索实
施“链长制”招引模式，淄博倾
力培育20条百亿级产业链条，
精准补链延链强链，为项目招
引搭建起“链式发展”的高速通
道。近十年来，引进过亿元重
大招商项目1500余个、外来资
金达到5600余亿元。

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是全
力以赴打造一流产业生态。

未来时代，无生态，不
经济。

淄博打造产业生态，以

“有解”思维破解要素瓶颈制
约，以平台思维、生态思维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金融赋
能，着力打造区域性科创产业
金融高地，“优生态”的成效逐
步显现。

近年来，淄博运用资本市
场的能力逐渐提升，金融资本
也为淄博市科技创新注入了
汩汩活水。

2021年11月10日，隆华新
材成功上市，标志着淄博市实
现上市公司县域全覆盖。

与此同时，淄博市把优化
营商环境作为“一号改革工
程”，全面打造极简服务机制、
极优服务平台、极细服务流
程、极速服务效率、极致服务
质量，淄博在全省率先建成全
领域“无证明城市”，“淄博速
度”“淄博效率”“淄博服务”已
成为城市的“金字招牌”。

良田沃土，有阳光雨露，
才能放飞梦想：淄博科技创新
能力指数近4年来连续保持全
省前3位；目前，全市规上工业
企业中有研发活动的占比达
到41.41%，高新技术企业达
456家 、科 技 型 中 小 企 业 达
1350家……

我们相信，这些用心塑造
的高能级生态必将换来淄博
明天的高品质发展。

站在十年的节点上，认清
优势，找准位置，实质上就是
一次深化自我认知的过程。

踏上新征程，淄博必须立
足省内，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来审视
和谋划未来发展，只有这样，
才能更加有的放矢、精准施
策，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中扛起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作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