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山东省印发的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全
力服务一季度“开门红”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措施》提出，2023年至2025
年，实施生态环保产业高质
量发展“311”工程：在济南、
青岛、淄博建设3大产业集
群，在全省建设10家生态环
保产业特色园区，培育壮大
100家龙头骨干企业。力争
尽快形成经济效益显著、产
业链完备、上下游配套的生
态环保产业集群。

全国41个工业行业大
类中有39个在淄博市实现
了规模化发展，90多种产品
产销量居全国前3位，作为
一座建构在老工业之上的
城市，淄博正处于产业结构
优化调整、发展动能转换关
键期。打造新增长极、拓展
经济发展空间，为高质量发
展蓄能，力争3年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突破2500家
的淄博，正成为一座不断求
新求变的产业之城。

遨博机器人开始“流浪
地球”，完整尼龙产业链体
系在淄形成，全省唯一一家

智能汽车领域的省级制造
业创新中心落户淄博……
每一个关键词，都是淄博提
升产业层级的一座里程碑；
每一次突破的征程，都是淄
博在为未来蓄力。

产业，向新而成。
随着淄博市发布《先进

制 造 业 强 市 实 施 方 案
（2023—2025年）》，围绕
“三提三争”，未来三年，淄
博力争制造业增加值占全
市GDP比重保持在35%左
右，建设省制造业创新中心
2家、“一企一技术”研发中
心40家左右，传统产业“强
基”，新兴产业“突破”，聚焦
储能、智能机器人、氢能、人
工智能、产业算力……淄博
壮士断腕，终得良方。

“到2025年，燃料电池
发动机产能达到4000台，
燃料电池整车产能达到500
辆，氢气产能（外供）达6万
吨/年，氢能产业总产值规
模突破200亿元……”在淄
博的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
规划中，有一个三年节点。

经过多年发展积累，淄
博氢能产业聚集效应逐步

显现，涉氢企业基本涵盖了
制氢、燃料电池质子膜、氢
能发动机、整车等氢能全产
业链，具备了良好的氢能产
业发展基础。

在去年，淄博市印发
《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
应用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到2025年，力争全市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达到11万辆以
上，新能源汽车新增数量占
到汽车新增数量的20%。

最近，淄博市氢能产业
商会的成立，“开启了淄博
氢能产业发展的新篇章，必
将有力推动氢能产业进一
步延链补链强链，促进上中
下游资源整合，形成全产业
链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淄
博市氢能产业商会会长杨
高峰说。

打造产业高地，最终淄
博选择了高质量发展这条
路。而产业和人才相得益
彰，淄博才会进步得更快。

截至去年4月，淄博已
引进专科以上学历高校毕
业生10.06万人，早已提前
三个季度完成了“三年十万
大学生集聚计划”。去年8

月10日，淄博“人才金政37
条”升级为“人才金政50
条”，首次将中等职业学校
全日制毕业生、中级工纳入
人才补贴范畴，在城市发
展、产业布局的新要求下，
淄博对于人才的渴求，显得
尤为迫切。

作为工业城市，淄博做
强做大实体经济，打造先进
制造业强市，离不开高素质
产业人才队伍。今年2月17
日，淄博市弘扬劳动精神打
造“劳动之城”动员部署会
召开。到2025年，淄博市将
培养造就一支与产业结构、
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
军。这，又是一个三年。

透过一个又一个“三
年”，可以预见，未来的淄
博，车间里无人操作的高精
尖生产设备进行工业制造，
人们在咖啡店里享受着机
器人服务，马路上智能汽
车 、新 能 源 汽 车 川 流 不
息……整个城市将发生天
翻地覆的变化。

今年1月28日，2022年工作总结表彰暨
淄博市“三提三争”活动动员大会上明确指
出，淄博要聚力在推动城市能级活力上提效
争先。

一直以来，淄博城市能级持续跃升。城
市快速路网西半环建成通车，火车站南广场
正式启用，张博铁路改造工程开工建设，城市
空间不断拓展；棚户区改造2万余套全部开
工，4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全部完成，6400
余个充电桩安在村居社区，1.2万个智慧停车
泊位亮相城市街头，口袋公园连着街头游园，
城市绿地掩映骑行绿道，到2025年全市所有
行政村实现5G网络全覆盖……

以淄博陶瓷琉璃博物馆、齐文化博物馆、
颜神古镇等为代表的文博场馆、古镇古村成
为人们竞相打卡的旅游目的地；全市省级及
以上文保单位对外开放100处，71家博物馆
免费开放68家……近年来，淄博市充分调动
社会力量共建、共治博物馆的积极性，不断丰
富博物馆门类，提升文化供给，让博物馆事业
发展服务市民、惠及大众，越来越多的人走进
博物馆，共享文物“活起来”。随着去年年底
《关于加快“博物馆之城”建设推进博物馆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印发实施，到
2025年，淄博博物馆总量将达到100家以上，
建成“博物馆之城”。

这一个“三年”，让市民的“文化乡愁”有
更坚实的依托，让文化遗产进一步“活起来”。

淄博在探索城市能级提升的过程中，更
有着独属于自己的一套经验——— 对接省会。

今年1月3日，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山
东省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
动计划（2023—2025年）》，三年行动计划明
确提到，到2025年，省会经济圈地区生产总
值达到3.6万亿元以上，常住人口达到3800万
左右，这使人们对“三年后的山东”有了新的
期待。

建设强省会经济圈，深入实施省会经济
圈发展规划，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半径，优化
整合产业、科教、文旅、生态资源，加快济淄同
城化发展，这是淄博对未来的期待。

而在“三年后的山东”中，淄博更期待三
年后的自己——— 建设成全国新型工业化
强市。

如何推动济淄同城化进程，在省会经济
圈一体化发展中率先突破？淄博市委、市政
府规划建设济淄同城化科创大走廊先行区
（以下简称先行区），打造产城融合先行区，加
快发展高端特色产业，共建区域系统创新体
系，构建现代基础设施网络，共筑生态环境绿
色屏障，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打造齐文化旅游
新地标，打造改革开放标杆窗口，优化配置各
类要素资源。

从抢抓黄河战略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规
划两大机遇，到济南至高青高速公路项目正
式建成通车，再到“对接省城年”推介重大项
目，高青正不断加快“沿黄”“向济”发展步伐，
推动自身在济淄同城化进程中走在前列，助
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突破。

参照“3510”发展目标，淄博将“用3年左右
的时间，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
破，传统产业基本完成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开
始挑起大梁，现代产业体系初步构建，科技实
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跃上新合阶，营商环境
整体水平走在全国前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走
在全国前列，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实现同
步”。

这样的蓝图，如今正在一一转化为施工
图，三年后的淄博，让人憧憬。

未来的淄博，要在稳定经济运行上下更
大功夫，在加快科技创新上下更大功夫，在全
面推进城乡、区域协同发展上下更大功夫，在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下更大功夫，扎实做
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
来产业抢滩布局“三篇文章”，为实现“3510”
发展目标、“强富美优”城市愿景筑牢根基。

淄博，要在时光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孙良栋

城市，因“三”必蝶变

产业，从“三”中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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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鲁港科技创新合作大会暨第二十届中国（淄博）新材料技术论坛在淄博开幕，当日发布的聚氨酯、光伏
风电、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链和链上骨干企业的30个强链补链延链项目，标志着淄博产业发展将进一步迈向高端化。

去年11月，淄博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提出了“3510”发展目标和“强富美优”城市愿景，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实力
强、群众富、城市美、生态优”的全新内涵，并绘就了未来3到10年品质民生的发展蓝图。

随着淄博各级各部门相关规划出台，参照“3510”的“3”，我们不禁心怀憧憬：三年后的淄博，会是怎样的一番城市
盛景？

城市是人的聚合，宜居
城市的含金量与人分不开。

去年，淄博市在全省率
先出台《关于建设高品质民
生促进共同富裕的行动方
案（2022—2024年）》，以普
惠性高品质民生为着力点，
把品质民生建设融入全市
高质量发展的大盘中，加快
建设人民满意的优教之城、
病有良医的健康之城、福寿
安康的颐养之城、劳有厚得
的富民之城、文明和谐的宜
居之城，争创能级优、品质
高、活力强、群众富的全域
共同富裕先行城市。

这，又是一个三年。
“你看这个机器，咱们

以前去医院都没见过……”
去年，淄博经开区的各

村村民可算是“开了眼界”，
他们参观了北大医疗淄博
医院（淄博经开区医院），随
着一路参观不绝于耳的赞

叹声，这所集医疗、教学、科
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于
一体的三级综合性医院呈
现在众人眼前。

引入高端医疗资源、提
升区域医疗服务水平、打造
经开区医疗服务新高地，在
淄博医疗提档升级的“突围
战”中，“医联体”是建设病有
良医的健康之城的需要，更
是建设高品质民生的抓手。

一个“优”字，代表的是
不断进阶的民生福利。

每每午餐时间，工作人
员会帮忙打来热乎乎的饭
菜；身体不舒服，不出村就
能治病，还可以享受报
销……这是沂源县南麻街
道埠下村古稀老人韩胜香
幸福生活中的一幕幕。随
着353处集助餐、助医、养
老等功能于一体的“沂源
红”幸福家园民生综合体在
467个行政村实现全覆盖，

老龄化率高于全省全市的
沂源县，养老服务品质显著
提升。加快养老服务从“保
基本”向“优品质”转变，淄
博去年发布了《淄博市养老
服务品质提升三年攻坚行
动实施方案》，系统推进养
老服务三年攻坚行动，养老
服务品质全面提升，更多老
年人“老有颐养”的梦想正
逐步成为现实。

“以前孩子们都围着小
区跑闹，车来车往不安全。
现在好了，改造了小游园，
有了彩色塑胶场地、小滑
梯、‘地钢琴’等设施，孩子
们常常玩得忘了回家。”在
临淄区张家新村小区，居民
赵女士看着在“地钢琴”上
来回奔跑的孩子，脸上写满
了幸福。老旧小区“适儿
化”的改造破解了老旧小区
品质提升的难题，解决了小
区群众生活娱乐品质提升

的渴求。
最后，视线来到教育领

域，主城区张店深入推进教
育教学综合改革，深化教育
集团化办学模式，对集团校
按照内部管理、师资管理、
教育教学、学生发展、学校
文化、考核奖惩、资源配置

“七个一体化”进行管理，加
快提升新建学校的教育教
学质量，建立教体系统正向
激励机制，进一步优化中小
学教师职称分级竞聘，充分
调动教师积极性，加快淄博
信息工程学校、青岛路小学
等学校建设，龙凤苑中学建
成投用……

一幅幅幸福生活的美
丽画面，一帧帧品质民生的
完美定格。淄博稳稳起笔，
笔锋遒劲，以发展质量的提
升带动幸福指数提升，一座
以人为本的宜居城市，正大
步走来。

生活，由“三”而转变

““氢氢””城城之之梦梦、、劳劳动动之之城城、、博博物物馆馆之之城城…………

三三年年后后的的淄淄博博，，啥啥样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