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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新旧动能转换、产
业转型升级的探索，对全国
全省都具有一定的示范样本
意义。

9月13日，“山东这十年·
淄博”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淄博
近现代工业发展走过了近
120年历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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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新旧动能
转换、产业转型升级的探索，
对全国全省都具有一定的示
范样本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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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产业赋
能、金融赋能、科教创新赋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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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年 、2017年 、2019年 、
2021年，淄博老工业城市和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示
范区建设四次获得国务院督
查激励；2020年、2021年，淄
博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两次获得国
家发改委通报表扬。

推深做实“优”“扩”两篇
文章。过去，淄博产业存在
结构重、层次低等问题，淄博
坚持“优”“扩”两篇文章一起
做，在发展中调整，着力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稳中求

进、进中提质。做好“优”的
文章，就是“以创新绿色、动
能转换优存量”，加快推动传
统产业弯道超车。没有落后
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产品和
技术。淄博敢于“ 壮士 断
腕”，下决心推动落后产能出
清，以“伤筋动骨”为“脱胎换
骨”赢得空间。锚定优化技
术工艺、优化产品体系、优化
产品质量、优化产业链条、优
化经济效益“五个优化”主攻
方向，启动实施“千项技改、
千企转型”，培育引进工业互
联网平台20多个，率先出台
了“技改专项贷”“春风齐鑫
贷”等一揽子支持政策，引领
企业大规模“上云用数赋
智”，全市传统产业加速由

“红海产业”迈向“蓝海格
局”。目前，“五个优化”一企
一策已实现规上企业全覆
盖，并向广大中小企业延伸。
做好“扩”的文章，就是“以着
眼未来、高端引领扩增量”，
加快推动新兴产业换道超
车。按照“紧盯前沿、打造生
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产
业组织理念，深入实施“四
强”产业攀登计划，大力开展
新经济培育“沃土”行动和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倍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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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淄博经

济和产业换道超车打开了蝶
变空间。2021年，全市“四
新”经济占GDP比重达到
36.3%。

凝心聚力大抓主体培育
和项目建设招引。市场主体
是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力
量，项目是引领产业转型跨
越的重要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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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坚持“发展大计、项目为
要”，建立项目启动、规划、建
设、收尾等全流程工作机制，
制定“在谈项目未签约、签约
项目未落地、在建项目欠进
度”3张项目投资问题清单、
未按期开工重点项目和未达
产达效项目问题清单，统筹
解决好手续办理和土地、资
金、能耗、环境容量等要素保
障，为确保项目快建设、快达
效提供坚强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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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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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以赴打造一流产业
生态。产业生态是各类市场
主体赖以生长、蓬勃发展的

“热带雨林”。淄博聚力做强
园区平台。举全市之力支持
淄博经开区、先创区加快发
展，持续推动国家级淄博高
新区和省级经济开发区全面
提升，高水平规划建设电子
信息产业园、中日产业园、东
岳经济开发区等42个特色专
业园区，推动园区支撑数字
化、发展平台化、运营市场
化、配套生态化，不断增强承
载集聚功能。2021年，10个
省级经济开发区完成主营业
务收入5200亿元，占全市总
量的52.6%，税收173.95亿
元，占全市总量的27%。淄
博聚力深化科教创新赋能。
围绕建设高水平国家创新型
城市，精心布局科学城科创
中心、高新区协同创新研究
院等高能级创新平台，与中
科院、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
名高校院所共建“产学研用”
共同体，加快打造区域科技
成果转化首发地、优质科创
企业孵化首选地。全市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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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聚力深
化金融赋能。聚焦打造区域

性科创产业金融高地，以淄
博科创基金港为载体，积极
引进各类金融和类金融机
构，持续深化与盈科、金石、
洪泰等一线机构的战略合
作，推出百亿级母基金和全
国首只地市级S级基金，鼓励
引导企业善用资本力量，不
断放大全市金融的产业价值
和金融产业的生态价值。目
前，全市注册基金合伙企业
533家，认缴基金规模2021
亿元，成为全省首个A股上
市公司区县全覆盖城市。淄
博聚力优化营商环境。连续
三年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一号改革工程”，推出落实
“关心关爱企业家十条”，创
新建立“城市发展合伙人”制
度，扎实落实市级领导顶格
接洽、顶格协调、顶格推进制
度，全面推行服务企业专员
制度，纵深推进“一次办”“秒
批秒办”及“1+N”审批制度
改革、行政审批“一证化”改
革等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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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莉莉 高钊 蒲
忠宁

淄博十年，一个怎样的示范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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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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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淄博这样奔向全域共同富裕
9月13日，“山东这十年·

淄博”主题新闻发布会举行。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为加
快构建高品质公共服务供给
体系，推动基本民生向品质
民生转变，淄博在全省率先
制定出台《行动方案》，突出
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服务、
就业增收、文明宜居等5个重
点领域，再加上社会治安品
质提升，形成“5+1”重点民
生工作格局。

顶格谋划。成立市高品
质民生建设和群众满意度提
升工作指挥部，市委书记、市
长任双指挥长，指挥部办公
室设在市人大，搭建了“指挥
部—工作组—工作专班”三

级工作架构。各区县（功能
区）也参照市里做法，分别建
立了指挥体系和工作制度，
形成了市、区县（功能区）两
级民生指挥部上下联动、协
同推进工作格局。以指挥部
架构来推动这项工作，充分
发挥人大监督作用、联系群
众优势，这是在组织形式、制
度设计、工作机制方面的创
新举措。

统筹推进。聚焦群众
“急难愁盼”，坚持量力而行、
尽力而为，对上和对下有机
融合，集中力量攻坚省20项
重点民生实事、市重大民生
实事项目、“深化民生赋能”
任务、建设高品质民生促进

共同富裕集成改革任务、建
设高品质民生促进共同富裕
行动方案重点工作任务等

“五条战线”。从人群看，在
注重普惠、共享基础上，聚焦

“一老一小一散一弱”；从事
项上看，基本涵盖了“医食住
行”、教育、就业、养老、生态
等群众“全生命周期”需求，
各项任务都明确牵头责任部
门、量化工作指标，努力把民
生建设落脚到群众满意度提
升上来。

实事办实。民生建设，
关键在于一个“实”字。淄博
坚持“小切口、大成效”，从事
关群众切身利益的身边小事
入手，努力让民生工作有温

度、可触及。坚持把稳就业
作为重中之重，实施事业单
位、服务基层大学生招引计
划，可扩大就业容量1 . 2万
人；积极开发城乡公益性岗
位16300余个，做好就业困
难群体、低收入群体就业工
作。为解决城乡教育均衡问
题，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好
学校”，“十三五”以来，新改
扩建中小学校165所、幼儿
园656所；通过搭建交互式
在线教学系统，实现了“名
师”课堂进乡村，让农村孩子
享受到与城里孩子一样的优
质教育。围绕加强特殊群体
保障，克服财政压力，将困难
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标准每人每月提
高10%，切实兜牢民生保障
底线。

群众评判。把群众满意
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标尺，
通过信访、“12345”政务服
务热线、大走访大排查大提
升等多种渠道，听民声、察民
情、解民忧，把“问题清单”变
为“履职清单”。今年第一轮
群众满意度调查，淄博在去
年迈上大台阶的基础上，得
分同比又有进一步提升。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
心记者 王莉莉 高钊 蒲
忠宁

数字里的十年 看淄博的“八变”与“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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