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编编辑辑 石石晶晶 美美编编 王王涛涛

校校对对 孙孙双双

22002222年年1122月月2299日日 星星期期四四

突出抓好510个省市重大项目

2023年，淄博将聚力推动
经济稳健运行。

在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方
面，突出抓好510个省市重大项
目，完成年度投资1260亿元以
上。深化基础设施“七网”行

动，推动张博市域铁路改造等
重大项目建设，持续增强需求
拉动力。围绕优势产业集群和
新经济赛道，开展境内外招商，
加强与行业领军企业战略合
作，全市省外到位资金总量达

到650亿元。
办好“惠享淄博”系列活

动，鼓励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
等绿色消费，发展文旅休闲、康
养托育等服务消费。推动农村
居民汽车、家电、家装等消费升

级，支持商贸龙头企业下沉农
村，新建改造一批县域商业设
施和乡镇商贸中心。大力培育
新型消费，发展智慧商超、智慧
餐厅等新零售业态，推广线上
学习、“互联网+医疗健康”等服

务模式，促进共享经济等新消
费业态发展。

发展新个体经济，新增市
场主体10万户以上，积极培育

“小升规”种子企业，持续壮大
企业群体规模。

绘制全市“产业图谱”

淄博将坚持市域一体、协
同并进，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作为释放内需潜能、促进产业
转型的重要举措，努力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

在融入重大发展战略方
面，增强沿黄城市意识，全域
融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布局
实施一批产业发展、民生改

善、防洪减灾重大项目，加强
与沿黄各市在基础设施、生态
保护等领域的合作；用好省支
持沿黄25县(市、区)高质量发
展政策，推动黄河三角洲药谷
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
抓好省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
整改。推进济淄同城化，建设
经十路东延等互联互通工程，

积极对接齐鲁科创大走廊，加
强市域产业合作和创新协同。
用好国家和省支持老工业城
市转型发展系列政策，策划实
施一批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
目，助力老工业区、革命老区
振兴发展。

同时，淄博将绘制全市
“产业图谱”，一体规划、科学

布局产业发展空间，明晰各区
县主体功能定位，支持各区县
集中培育2—3条优势产业链
群。落实“飞地经济”政策，创
新共招共引、共建共享机制，
对重大产业项目实行市级统
筹布局。

在健全协同发展机制方
面，出台统筹发展区域经济相

关政策，完善评价指标体系，推
动区县加压奋进、争先进位。
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机制，加强
土地、水资源、能耗等市级统
筹，深化“亩产效益”评价改革。
理顺市以下财政体制，健全区
县高质量发展财政激励政策，
完善太河水库水源地、黄河滩
区生态补偿机制。

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30家

新旧动能转换，淄博一直
在聚力推进。

2023年，淄博将以节能降
碳和数字转型为牵引，推进“千
项技改、千企转型”，支持绿色
化工、纺织服装等产业迈向中
高端，完成市级重点技改项目
300个以上，实现规上工业企
业技术改造全覆盖。强化绿色
制造体系建设，推进建陶、玻璃
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实施赤
泥综合利用产业化等示范项

目，建成绿色工厂140家。深
化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组建产业链联盟，推进工业
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重塑

“建筑之乡”品牌。
同时，实施新兴产业“突破

工程”。一业一策提升“四强”
产业能级，培育壮大氟硅新材
料、高端医疗器械、智能机器人
等优势产业链群，“四强”产业
增加值占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
达到52%。做大新能源产业规

模，抓好齐鲁储能谷等项目建
设，实施“氢进万家”科技示范
工程，推动国家燃料电池汽车
示范城市建设，新增燃料电池
汽车100辆。支持节能环保新
材料、固废综合利用等产业发
展，建设节能环保产业集群。

实施数字经济“跃升工
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
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网络协
同制造、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管
理，建设智能工厂、数字化车

间，构建典型应用场景50个。
推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产业发展，抓好爱特云翔大数
据中心等50个数字产业项目，
促进平台经济、新型电商等服
务业健康发展，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增长8%以上。

实施产业生态“培优工程”。
做实产业链“链长制”，强化金
融、法律服务保障，培育聚烯
烃、工程塑料2条千亿级、13条
百亿级产业链，做优新医药、聚

氨酯等省“雁阵形”产业集群。
培优塑强一批“链主”企业，鼓
励企业加强产业链资源整合，
促进研发平台、应用场景等共
建共享。支持骨干企业坚守实
业、深耕主业，力争500亿级企
业达到3家，100亿级达到17家，
新增省级以上“专精特新”企业
30家、单项冠军企业10家以上。
深化与驻淄央企省企合作，推
进天辰齐翔己二腈二期等重
大项目，实现企地互利共赢。

淄博将继续聚力实施创新
驱动战略。

在搭建优质创新创业平
台方面，抓好淄博绿色化工与
功能材料山东省实验室建设，
发挥淄博产业技术研究院创
新效能，鼓励高校和企业参与
建设公共研发平台，省级以上
创新平台达到500家。完善创
新创业孵化体系，搭建项目全

生命周期孵化链条，科技企业
孵化载体达到30家以上。推
进科学城建设，打造环山东理
工大学创业创新带，支持青岛
科技大学教科产融合基地发
展，建设优质创新要素资源集
聚区。

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方面，培育壮大创新企业群体，
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

业分别达到1600家、2000家，
规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达
到52%。围绕“四强”产业及新
能源新环保等重点领域，加强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支持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推进
国家知识产权强市试点城市建
设，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
台，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6.7件。推进“质量强市”

建设，提升标准化创新发展水
平，支持更多企业争创名优品
牌，增强“淄博制造”竞争优势。

在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方
面，落实“人才金政50条”“技能
兴淄26条”系列政策，完善“揭
榜挂帅”“飞地引才”工作机制。
推进“五年二十万大学生来淄
创新创业计划”，新引进高校毕
业生4.3万人以上，新增省级以

上重点工程人才专家60人以
上。推进市属职业院校建设，
搭建技能人才实训基地，举办
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培育30
个现代产业学院。举办首届

“淄博人才节”，评选首批淄博
杰出人才，筹建人才公寓4000
套，发放大学生创业担保贷款1
亿元以上，建设青年发展友好
型城市。 下转05版

力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达到500家

淄淄博博经经济济社社会会发发展展
主主要要预预期期目目标标

九九大大工工作作
建建设设““强强富富美美优优””新新淄淄博博

22002233年年是是全全面面贯贯彻彻落落实实党党的的二二十十大大精精神神的的开开局局之之年年，，也也是是实实现现““33551100””发发展展目目标标、、““强强富富美美优优””城城市市
愿愿景景的的起起步步之之年年。。

支支持持骨骨干干企企业业坚坚守守实实业业、、深深
耕耕主主业业，，力力争争550000亿亿级级企企业业达达到到3
家，，110000亿亿级级达达到到17家，，新新增增省省级级
以以上上““专专精精特特新新””企企业业30家、、单单项项
冠冠军军企企业业10家以以上上。。

聚聚力力推推进进
新新旧旧动动能能转转换换

地地区区生生产产总总值值增增长长55 ..55%%
左左右右

一一般般公公共共预预算算收收入入增增长长55%%
以以上上

固固定定资资产产投投资资增增长长88%%以以上上
社社会会消消费费品品零零售售总总额额增增长长

55%%以以上上
外外贸贸进进出出口口总总额额和和实实际际使使用用

外外资资保保持持稳稳定定增增长长
居居民民人人均均可可支支配配收收入入增增长长

55..55％％以以上上
全全面面完完成成省省下下达达的的节节能能减减排排

约约束束性性指指标标

聚聚力力实实施施
创创新新驱驱动动战战略略

推推进进市市属属职职业业院院校校建建设设，，搭搭
建建技技能能人人才才实实训训基基地地，，举举办办第第一一
届届职职业业技技能能大大赛赛，，培培育育30个现现代代
产产业业学学院院。。举举办办首首届届“淄博人才
节”，，评评选选首批淄博杰出人才，，筹筹
建建人人才才公公寓寓4000套，，发发放放大大学学生生
创创业业担担保保贷贷款款1亿元以以上上，，建建设设青青
年年发发展展友友好好型型城城市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