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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晴间多云，北风3～4级阵风7～8级，5～16℃ /
16日，多云，南风2～3级增强至3～4级，2～14℃ /
17日，阴，南风2～3级，5～10℃

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建设走在全省前列为目标
定位，打造产业转型、创新创业、
绿色低碳、协调联动、改革开放、
共同富裕、安全和谐七大发展

“新高地”。吹风会上，介绍了
《行动计划》中十一项重点任务。

深化创新驱动，高标准建设
国家创新型城市；纵深推进动能

转换，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坚
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主动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协同推进降
碳减污扩绿增长，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提升城市建设治理水
平，构筑高质量发展空间动力系
统；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打造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淄博特色板
块；聚力用好“关键一招”，增强

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深入落实
黄河重大国家战略，扎实推进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繁荣发展优秀文化，推动文旅深
度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建设幸福淄博；统筹发展和
安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
淄博。

力争培育年主营业务收入
超1000亿元企业2家，培育聚烯
烃、工程塑料2条过千亿元产业
链……吹风会上，发布了《行动
计划》中对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的重点部署。

加快传统优势产业绿色化、
高端化、智能化发展，推进实施

“千项技改、千企转型”，全面提
升产业内涵发展水平。到2025
年，传统产业基本完成改造
升级。

深入实施“四强”产业攀登
计划，推动新材料、新医药、智能
装备、电子信息“四强”产业高质
量跨越式发展。到2025年，新

材料产业实现营业收入3000亿
元，新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470亿元，智能装备产业实现营
业收入600亿元，电子信息产业
实现营业收入260亿元。

实施企业跨越发展和“旗
舰”“雏鹰”及新物种企业等培育
计划，打造产品卓越、品牌卓越、
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一流企业
方阵。到2025年，力争培育年
主营业务收入超1000亿元企业
2家、超500亿元企业5家、超100
亿元企业25家左右；培育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500家以上。

以20条重点产业链为抓
手，以“链长制”为保障，实行“七

个一”推进模式，强化资源要素
支撑，强力实施建链补链延链强
链工程。到2025年，力争培育
聚烯烃、工程塑料2条过千亿元
产业链，新医药、智能装备等15
条过百亿元产业链。

加快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
展，集中培育集成电路及元件、
MEMS及物联网等数字产业集
群。支持齐鲁智能微系统创新
产业基地等产业集聚区加快发
展，打造优势突出、特色明显、有
机互补、错位发展的产业发展格
局。到2025年，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5%
左右。

淄博要建七大发展“新高地”

2025年传统产业基本完成改造升级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65%以上

淄博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生态修复51处废弃矿山、

荒山绿化18.26万亩、空气质量
优良天数达到65%以上……吹
风会上，发布了《行动计划》协同
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5
项举措。

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制
度，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
理，到2025年，全面消灭市域内
宜林荒山，全部河流基本达到水
功能区要求，治理和改善水土流
失面积210平方公里。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到2025年，主要污染物排放
总量持续下降，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达到65%以上，主要河流水环
境质量全面消除Ⅴ类水体。

统筹水资源配置、水灾害防
治、水生态保护，到2025年，形
成“两轴三区、四纵五横、七库多
线”的水网总体格局，实现水资
源深度节约集约利用。

实施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扩
大节能环保汽车、节能家电、高
效照明等绿色产品供给。开展
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

校、绿色出行等建设活动，全面
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扩大政
府绿色采购覆盖范围，推动建筑
光伏一体化和超低能耗建筑规
模化发展。

编制实施市级国土空间规
划，严格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要求。持续推进减
碳降碳十大行动，完成省单位
GDP能耗下降任务，完善节能
降碳激励约束政策，稳步推进能
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

3月14日，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惠民惠企政策解读”系列政策吹风会第一场，邀请淄博
市发改委负责同志向社会发布《淄博市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有关情况。

光伏、氢能、天然气

这就是淄博新型能源体系
新增光伏装机容量300万

千瓦，新增天然气供应能力10
亿立方米以上……吹风会上，发
布了《行动计划》中对建设新型
能源体系的重点部署。

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大
力发展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非化
石能源。实施光伏发电规模推
进行动，发展分布式光伏发电与
集中式复合光伏发电，实施一批

“光伏+”工程，力争新增光伏装
机容量300万千瓦。到2025年，
碳达峰碳中和有序实施，非化石
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高，增量能
源消费主要依靠非化石能源

提供。
加快发展新型储能，全力打

造“新能源+储能”一体化消纳
新模式，建设“风光水储一体化”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基地，推进
能量型锂电池、铅酸电池等储能
项目建设。推进博山区、沂源县
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加快开展新
一轮抽水蓄能电站项目选址储
备。加快氢能创新应用，建设可
再生能源制氢、氢气储能系统和
燃料电池分布式发电项目，培育
构建“新能源+氢储”相互融合
的分布式微电网。

实施煤电机组整合提升工

程，在确保电力、热力接续供应
前提下，有序推进小煤电机组关
停并转，加快中心城区、齐鲁化
工区、桓台中部等区域能源中心
建设。加快推进现有煤电机组
节能降碳改造、供热改造、灵活
性改造“三改联动”，促进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持续压减煤炭消
费，全面完成节能减排约束性任
务。实施工业余热再利用行动，
扩大工业余热供给。持续实施
清洁能源替代工程，加快输气管
线建设，建设LNG储配调峰中
心，力争到2025年新增天然气
供应能力10亿立方米以上。

本组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靖怡 通讯员 毕懂

3月14日上午，淄博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三提三争’
见行动”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发布会上，淄博市工商联相
关负责人介绍具体工作措施，回答记者提问。

本组稿件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超颖 通讯员 高茜

去年364家民企参与帮扶乡村
发布会上，淄博市工商联

副主席、市总商会副会长张海
生介绍了“万企兴万村”行动。

张海生说，截至2022年年
底，全市参与帮扶民营企业364
家，帮扶村镇428个，投资项目
51个，到位资金25.10亿元，捐
款捐物2155.74万元，为“兴村”
项目和企业提供金融支持6.98

亿元。
下一步,继续认定一批在

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
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等方面
取得突出成效的实验项目，筛
选一批参与“万企兴万村”行动
的优质民营企业，推进金融单
位支持“万企兴万村”行动项目
和企业工作。

“青蓝接力”培育民企新生力量
发布会上，淄博市工商联

办公室主任王乐军，介绍了工
商联在培育年轻一代民营经济
人士队伍，推进“青蓝接力”行
动的具体工作措施。

王乐军介绍，今年2月24
日，淄博市工商联（总商会）青
年企业家委员会正式组建，逐
步打造优秀青年民营企业家的
聚集地。

下一步，淄博市工商联将
积极开展“薪火传承”行动，组

建“薪火导师团”，举办青蓝讲
学、青蓝对话、青蓝同行等系列
活动，发挥老一辈优秀企业家
的传帮带作用，帮扶带动年轻
一代健康成长。组织开展学习
培训、创新沙龙、新生代企业家
论坛、观摩考察等“请进来”“走
出去”学习交流活动，培育一支
具有坚定信念、开拓精神、前瞻
眼光、国际视野、社会责任的年
轻一代企业家队伍。

突出企业家主体地位
服务民企高质量发展

发布会上，淄博市工商联
负责人向社会发布淄博市工商
联“三提三争”暖企行动方案，
明确暖企行动方式方法。

发挥好“联”字优势。不断
建立完善“工商联+N”工作模
式，进一步搭建好学习教育、经
济服务、法律维权、银企合作、
校企融合等更多服务平台。

持续打造工作品牌。聚焦
暖企行动20条，打造一批有鲜
明特色、有社会影响、对整体工

作有助推作用的工作项目。
完善组织网络体系。推动

组建各类商会协会组织，当好
整合资源的“聚合器”、固链强
链的“拉长器”、对外交流的“助
推器”，在服务民营企业高质量
发展中展现新作为。

突出企业家的主体地位。
多和企业家交流，多听企业家
的想法愿景，多在教育培训、联
络机制、身心健康、人文关怀等
方面提供服务。

6个方面20条具体措施暖企
淄博市工商联“三提三争”

暖企行动着眼于暖企引领、暖
企服务、暖企问需、暖企护航、
暖企联动、暖企增效六个方面，
明确了20条具体措施。

聚焦暖企引领，发挥商会
党建领航作用，引导民营经济
人士听党话、跟党走，凝聚共
识、坚定信念、增强信心。

聚焦暖企服务，推进金融
助企工程，加强民营经济人士
能力重塑。

聚焦暖企问需，建好“政商
直通车”平台，推动构建亲清政

商关系。
聚焦暖企护航，实施法治

民企建设行动，推动出台法治
民企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维护
民营企业合法权益。

聚焦暖企联动，成立淄博
市民营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服
务联盟，加强与全国各地工商
联、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的联
络交流。

聚焦暖企增效，大力推进
产业链商会建设，做靓“商会之
家”品牌，激发服务发展要素
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