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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青：半年成绩里的“硬控时刻”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到
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简单来讲，就是政策的实现需要
方向正确的强大行动力来配合。
而项目建设，就是宏观经济政策
落地的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好
项目，是所有渴望高质量发展的
城市众所周知的“秘密”，但机遇
不是等来的，优势不是先天的，
很大程度上要靠自己创造，高青
对此深有体会。

就此次全市的重点项目现
场推进会来说，高青的项目“投
资额度普遍偏小，现场实物量缺
少冲击力”，跟其他区县的一些

处于产业链上游、价值链高端，
亩均效益、科技含量都比较高的
项目比较，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刘学圣也提到，让大家既
不能妄自菲薄、失去信心，也要
认真反思原因，正视差距、自我
加压，时刻保持进取心、竞争力，
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争取年底
取得更好成绩。

纵观高青这两年的发展就
能发现，高青是一个擅长自我加
压的城市，用一个个实打实的成
绩堆叠出了“五区建设”的高潮，
也拼出了一个沿黄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志气。无论是招商引资，

还是项目服务上，高青都算得上
是城市圈里的“社牛”。

而“社牛”，讲究的就是“出
动出击”。在此点评会上，高青
也明确了“在加快项目建设上精
准发力”的动作路线。一是牢固
树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鲜
明导向，一切盯着项目转、一切
围着项目干，聚焦更多的政策、
力量、资源和要素，抓项目、扩投
资、稳增长。二是加强项目策划
储备，强化对省市项目申报政策
的分析把握，持续开展重大项目
调研。同时，要抓住省市重大项
目半年调整期，力争让更多优质

项目纳入省市重大项目盘子。
三是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坚持

“要素跟着项目走”，争取大项
目、好项目要素应保尽保。四是
强化项目调度推进，持续落实重
点项目定期调度机制，紧盯重点
项目、重点事项、重点环节，强化
问题导向和“有解思维”，在难点
上下实功、在堵点上出实招、在
硬点上谋实策，推动落地项目快
开工、在建项目快投产、投产项
目快达效。

目前，45个市重大项目中，12
个续建项目全部复工，新开工项目
18个，9个省重点项目开工了8个。

“想干事、敢干事、干 成
事”——— 这是高青对全县各级干
部提出的作风要求。策马扬鞭
鼓声急，上半年的轻舟已过“万
重山”，下半年的考卷该如何作
答，还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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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新质生产力的高青路径

新质生产力对于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性已经是不言而
喻，新质生产力意味着高效能、
高科技、高质量，对于抢占发展
制高点、培育竞争新优势、蓄积
发展新动能有着重要作用。而
这些，都是一个城市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主要“知识点”。

6月4日，高青县举办了2024
年高青县工业企业大规模设备
更新暨数绿融合培训会，给出了
促进大规模设备更新的四大路
线图，也发出了新一轮向新型工
业化转变、向新质生产力冲击的

信号。借此契机，高青县纵深推
进“百项技改、百企转型”，加力
提速23个市级重点技改项目，全
领域推进技术革新、设备换新、
数字更新。1—6月，工业技改投
资同比增长9.9%；山东省生物与
化工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入选省
级试点；浙江巨化与飞源化工强
强联合；全县省级以上“专精特
新”、瞪羚等创新成长型企业53
家，高新技术企业62家，科技型
中小企业72家。可以说，具有高
青特色的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
壮大。

然而高青县也深知，对于一
个“后发”城市来说，这些还远远
不够，当前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已经到来，新质生
产力将成为重构经济发展格局
的关键变量，企业的强大、项目
的质量，都将奠定高青“后发崛
起”的底色。

所以对于接下来如何增厚
新质生产力的沃土，高青也给出
了比较明确的路径。

聚焦园区建设，持续深化园
区改革，加快化工产业园扩园；
严格落实项目准入制度，把有限

的资源留给好项目、大项目；注
重“一区三园”特色发展、齐头并
进，以高水平规划引领支撑现代
化园区发展。

聚焦产业集群，滚动实施
“百项技改、百企转型”，全面推
广工业互联网、5G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聚焦做大做强新材料、新
医药两大主导产业，持续延链补
链强链，积极引进一批“链主”企
业、龙头项目，力争年内“四强”
产业产值占比达到60%。

聚焦科技创新，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作用，鼓励支持企业

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打造梯
次发展的创新企业队伍。

精准招商引资，突出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发挥产业链招
商专班作用，用好“链主+链长”
协同招商机制，围绕目标企业开
展“敲门招商”，年内新引进过亿
元项目45个以上，各镇办均完成
1个“飞地项目”任务。

新质生产力的“新”和“质”，
是否能在高青因地制宜，必定也
将考验城市的新的生产关系的
配套。

做加快项目发展的“社牛”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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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当下的区县域发展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这个时候就是‘拼刺刀、见真章’的时候。”高青县委书记刘学圣说。
7月14日到15日，淄博市组织了县域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现场推进会；紧接着7月19日，高青县就组织深入“五区建设”各工作线、镇（街道）、经济开发区，

对22个项目进行了现场观摩；7月20日，高青又马不停蹄地组织召开了2023年度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颁奖暨2024年二季度重点工作“大点评”会议，让全县37
个项目在企业家们的“锐评”中一拼高下。

日拱一卒，疾风劲草，很“高青”的行事风格；正面典型发红旗，反面典型发黄旗，很“辛辣”的发展动力。今年上半年，高青县GDP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
规上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0%、8.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2.6%，列全市第2，高于全市5.5个百分点，增加值增速对全市贡献率达到7%。
实施省市重大项目45个，新引进过亿元项目25个，今年预计投产产业项目将达到20个，为实现“全年稳、全年好”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半年的数字上看，高青无论是在产业项目、招商引资，还是在经济增速上，依然在不断创造自己的“高光”。

企业家的“硬控”时刻

政府部门作汇报，企业家们
当“考官”打分——— 这样的场面
放在市域内并不多见，但对于高
青来说，却是意料之内、情理
之中。

台上，37个项目的概况、亮
点、建设进度依次呈现；台下，几
十名企业家实时评判，可以说判
断政府项目落实能力、营商环境
好坏的“裁量权”交给了企业家，
由“考官”们说了算，主打的就是
让企业家在高质量发展浪潮中
有更多话语权。

南大光电的副总工金国，是
参与大点评的企业家之一，此次
给政府“打分”，对于他来说是一

次新鲜的体验。“站在企业的角
度，能够给企业办实事，且高效
率服务的项目就是我们心里的

‘高分’项目。”金国说，“我觉得
这样的‘打分’，对于政府和企业
来说，是双向促进的。对于政府
来说，有利于促进服务意识的提
高和服务方式的转变；对于企业
来说，有利于向更加规范化、标
准化、高效化的经营方式转变。”

而南大光电，本身就是政府
高效服务的受益企业，是高青首
个通过“模拟审批”新模式得以

“拿地即开工”的企业。2023年6
月6日企业取得了土地手续，6月
7日就一次性拿到了《不动产权

证书》《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这些
证件全部办理完毕，原来要经多
个部门，2到3个月才能办完的手
续，1天就办结了。这样的高效
服务也得以让他们的新项目迅
速进入建设阶段。

所以说，把“裁量权”交给企
业家，也从侧面彰显了高青对于
营商环境的一种信心和底气。高
青县以“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
展”为理念，持续做实“服务企
业·伴企成长”活动，创建“5个1”
三级挂包体系，实现重点工业企
业全覆盖；做强“敲门”入企服务
品牌，实现惠企政策“应知尽知”

“应享尽享”；定期举办“政企早餐
会”，建立问题闭环解决机制，落
实落细“白名单”、“企业安宁日”、
柔性执法等惠企制度等等。上半
年，高青县新增市场主体2455户，
市场主体实有总数为36927户，同
比增长2.43%，这样的数字，就是
对信心和底气的最好佐证。

经过这几年的用心用力，高
青县一系列服务企业举措已经
非常成熟，成为了招商引资的

“金名片”，在企业家们的“朋友
圈”里建立了良好的口碑。接下
来，高青在营商环境上的主要动
作还是以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
政商关系为主线，持续深化和完

善服务企业机制，进一步畅通企
业诉求通道、闭环解决困难问
题，倾心倾力支持和服务企业发
展。县委书记刘学圣还特别提
到要“更加注重守信践诺，坚决
不能项目引进前承诺得‘天花乱
坠’，项目引进后就成了‘甩手掌
柜’”的问题。

“企业发展环境优不优，职
能部门服务好不好，我们自己关
起门来说不算，还是要由企业自
己来评价，最公平也最客观。企
业的评议成绩我们会重点关注，
以此作为下一步提升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参考。”刘
学圣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