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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清低效用地
张店经开区“敢、能、善”三字诀

从淄博中心城区向北，沿北京路跨过青银高速，就是张店经济开发区。
背靠主城，与淄博高新区、高铁北站、淄博新区毗邻，7.35平方公里的张店经济开发区，是张店仅存的工业产业承载地，更在年初被淄博寄予建设“生态产业新

城”的厚望。
然而，十几年发展留下的“低矮散乱污杂脏”，却成为掣肘区域发展的“拦路虎”。
如何解决亩均效益偏低的低效用地，为张店乃至淄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资源支撑，成为亟需解决的难题,亦成为一道检验张店党员干部的现实考题。

敢打硬仗

“咱们所在的位置，原来是
张店最偏的地方，可以说是张
店的‘西伯利亚’。”张店区政协
党组成员、张店经济开发区党
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志
军说，张店经济开发区虽然是
省级开发区，但辖区企业大都
是中心城区发展不同阶段需要
搬迁但又想保留的企业，还有
部分招商引资的企业。“当时根
本没有亩均效益这一说，挖到
篮子里都是菜。”

由于园区缺乏科学的产业
规划，早期入驻企业质量参差
不齐，产业类别五花八门，且建
筑形态以单层钢结构车间为
主，摊子“越铺越大、越铺越
乱”，“低矮散乱”、低容积率问
题普遍存在。除极少数规模较
大的企业有研发能力外，80%
以上的企业既无研发能力也无
研发外包意识，很多企业主甚
至把“仿制”当成“研发”。更有
部分企业，靠出租厂房挣钱。

数据显示，2021年，张店经
济开发区拥有企业上百家，但
亩均效益只有7.48万元，距离省
级开发区的标准相去甚远。

2020年，淄博对功能区进
行调整优化，原属张店经济开
发区的双创高端制造园区和东
部化工园区，分别交由淄博先
创区和齐鲁化工区管理，张店
经开区可规划面积仅剩目前所
在的7.35平方公里，这也是张店
仅存的工业产业承载地，去除
村庄、道路绿化等用地，可用工
业用地面积仅2.7平方公里，目
前已使用约2.5平方公里。增量
空间严重不足，导致优质项目、
大体量的项目难以落地，发展
存在严重阻碍。

2021年，淄博市委、市政府
提出，张店经济开发区要建设
生态产业新城，淘汰落后产能，
集中发展以电子信息、数字经
济、医养健康和生产性服务业
为主体的科创驱动型产业体
系，这也为张店经济开发区带
来了全新机遇。张店区委、区

政府提出，要以最强的决心和
最硬的措施推进生态产业新城
建设，率先在全市开展工业园
区的产业更新，高标准打造转
型发展的平台载体，持续做大
做强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轻制
造业，打造张店高端产业发展
主战场；深度发挥生态产业新
城区位优势和产业关联优势，
打造全市产业发展格局的重要
支点；依托张店经济开发区，补
齐“二产”短板，塑强“三产”优
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低效用地出清成为首要
问题。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张店经济开发区曾多次提出低
效用地企业出清的设想，但所
有企业手续齐全，合法合规，都
因为无规可依、资金障碍、阻力
巨大而未能实施。

“经开区要想转型升级，必
须在低效用地出清上实现突
破。”周志军说，“干工作就要不
遗余力，任何客观因素不能成
为改革攻坚的阻力。”他和同事
们打定了“边做准备边找依据”
的主意，“一定要把这个硬骨头
啃下来。”

能打硬仗

2022年2月10日，春节后上
班第一周，张店区召开张店经
济开发区生态产业新城建设动
员大会，发布了《张店经济开发
区转型升级发展实施方案》《山
东张店经济开发区低效用地认
定及处置办法（试行）》，正式吹
响了啃“硬骨头”的号角。

“这是淄博第一个低效用
地认定和处置办法，这样的办
法，在省内也走在前列。”周志
军自豪地说。

周志军深知，低效土地出
清，一定要依法依规，绝不能因
此寒了企业的心，那样不仅不
利于经济开发区的发展，也会
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当初让企
业高兴而来，现在要让出清对
象满意而走。”

没有依据，就找依据。张

店经济开发区聘请了专业律师
团队，张店区也成立了由主要
领导任组长的转型升级领导小
组，抽调区工信局、区财政局、
区综合执法局等10余个部门的
工作人员成立三个出清工作
组，从产业政策、环保等各个方
面查找依据，集中力量攻坚
破难。

经过大量细致的研究，张
店经济开发区终于从《山东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的意见》《关于
推进开发区节约集约用地促进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淄博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节
约集约用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若
干措施》等文件中找到了相关
的法律依据，并结合自己的实
际，通过相应的程序，形成了
《山东张店经济开发区低效用
地认定及处置办法（试行）》，确
保低效用地出清有法可依。

寻找法律依据的同时，出
清工作组也在对辖区内一百多
家企业进行摸底排查，动员企
业主动搬迁。

然而，想让企业搬迁，谈何
容易。“有的企业，每年光收租
金就能收二三百万元，谁会舍
得放弃这部分收入？”周志军
说，出清工作组的工作人员，到
哪个企业都是“门难进、脸难
看，人难找”。“有的企业负责
人，不是今天出差，就是明天不
在家，天天和你躲猫猫。”

面对这样的难题，出清工
作组工作人员抱定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态度：天天“钉”在企业，
企业负责人哪儿方便谈，就跟
到哪儿谈；今天谈崩了，明天继
续来；工作日没时间，那就业余
时间和周末去谈……“经开区
的全体工作人员，没有周末休
息，每一次谈判都是‘唇枪舌
剑’，从去年谈到今年，最长的
一家谈了七八个月。”

坚持不懈的工作，得到了
企业的理解和认可，打开了突
破口，《山东张店经济开发区低
效用地认定及处置办法（试
行）》出台之后一个多月，首家

被出清企业就痛快地在协议书
上签了字。

截至目前，张店经济开发
区已经完成三期11个地块36家
企业510亩的转移和出清；通过
策划建设双创产业园、科汇绿
色智能电力装备产业园等项
目，盘活闲置用地近600亩。到
今年年底，将转移出清和盘活
闲置用地1500余亩。

善打硬仗

出清低效用地不是目的，
出清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张店经
济开发区更好地发展。从一开
始，张店经济开发区就非常明
白这个道理。也正是因为如
此，在低效用地转移出清过程
中，他们根据实际情况，将园区
企业分成了出清征收类、自主
开发类、联合开发类、土地置换
类和“问题”地块利用类五类，
并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方案。

本土培育出来的上市公司
山东科汇电力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科汇电力）就是土地
置换类的受益企业之一。科汇
电力地处张店经济开发区规划
的核心区域，根据规划，科汇电
力现在的区域需要建设高标准
多层标准厂房，科汇电力为扩
大产能，需要在现有空闲土地
上建设磁阻电机重型生产车
间。在企业发展与规划发生冲
突的时候，经过张店经济开发
区与科汇电力多次沟通洽谈，
双方终于达成共识：科汇电力
腾出核心区域的土地，由张店
经济开发区在辖区内重新选
址，并按照配套新型产业用地
高标准规划和建设新厂区，让
科汇电力的整体形象和功能定
位实现飞跃发展，实现“双赢”。

“我打听了一下，如果让我
自己去办，光是跑土地手续，估
计三年也办不完。”科汇电力董
事长徐丙垠说，仅用了三个月，
张店区就把企业新建厂区的土
地手续办妥了，而且整个过程
没让企业跑一次腿，完全由政
府帮助办理。

这让徐丙垠看到了张店经
济开发区更加美好的明天，“有
这样的党员干部，这样的营商
环境，我对公司下一步的发展
充满了信心。”

张店经济开发区通过自主
开发和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盘
活低效闲置用地，如安澜电力
计划与国资合作开发的方式，
共同建设10万平方米综合体和
高标准产业园；天音生物与国
资合作共同建设生物研发产业
中心等。针对“问题”地块，则
通过召开协调会、规划调整、专
班推进等多种方式，以有解思
维突破障碍，确保近350亩土地
高效开发利用，规划建设了总
部经济产业园，吸引国内、省内
总部企业进驻……

张店经济开发区在做好减
法的同时，也在全力做加法。
如今，一期投资20亿元的麦韬
科技年产10亿件电子元器件项
目、投资12亿元的未名医药项
目等多个项目已落户辖区。“当
加法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
然就会变成乘法，张店经济开
发区也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
化。”周志军满怀信心地说。

按照规划，张店经济开发
区将按照“紧盯前沿、打造生
态、沿链聚合、集群发展”的产
业组织理念，以创建“生态产业
新城”和“产城融合示范区”为
目标，围绕高标准规划定位园
区的产业布局、空间形态和建
筑风貌，大幅提高园区土地集
约利用效率，力争用3至5年的
时间，将园区打造成具有引领
示范带动作用的“生态产业新
城”和“全市科创、研发基地”，
预计入园企业将由100余家提
高至300家以上，员工承载能力
由1万人提高至3万人，产值由
100亿元提高至300亿元，成为
带动淄博、辐射鲁中的科创研
发中心。

一个崭新的张店经济开发
区，正破茧而出，缓缓展现在世
人面前。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马景阳 徐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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