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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观察

今年以来，市委市政府把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作为统领全市经济发展的“一号工
程”，主要领导高度重视，全市上下积极行动，
超前谋划、精心布局，科学部署、扎实推进，形
成强大工作合力，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
呈现起步早、走得快、成效好的良好态势。

高起点启动规划布局。制定印发《实施
规划》和《实施意见》，启动“一极引领、五区示
范、多点突破”“1+5+N”的总体布局，以及

“5＋5”产业布局，制定产业引领、产业集聚、
市场主体培育、重大项目攻坚、要素供应创
新、环境优化等六大行动计划，梳理提出了
2018年重点任务台账和对上衔接争取事项
分工。市直有关部门单位分别与高规格的专
业机构进行对接，加快编制十大产业专项规
划。各县市区、功能区也分别制定印发各具
特色的《实施规划》和《实施意见》。形成具有
济宁特点的“路线图”和“施工方案”，拉开新
旧动能转换的整体框架。

高标准建立推进机制。市县均成立新旧
动能转换建设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市级成
立十大产业和五大支撑“10+5”推进专班，研
究制定三年行动计划和年度重点任务，建立
各产业重点项目库、招商项目库、技改项目库
和重点企业名录。制定出台《关于建立新旧
动能转换工作推进机制的办法》，明确调度通
报、督查问责、考核评价、政策落实、宣传推广
五项工作推进机制，构建聚焦聚力新旧动能
转换工作体系。4月中旬，市发展改革委组
织4个调研组对县市区新旧动能转换工作和
重点项目情况进行实地调研，确保入库项目
质量好、推进快；4月下旬，市督查办、市政府
督查室成立3个督导组，对“10+5”推进专班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实地督导。

高效率推进产业项目。建立以十大产业
和重大基础设施为重点的“10+1”重大项目
库，入库项目384个、总投资3500亿元，2018
年完成投资179亿元。其中，57个项目纳入省

级项目库，总投资930.8亿元，项目全部建成
后，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140亿元，利税279亿
元。4月份，市县联动集中开工总投资613亿
元的137个新动能项目。一季度，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37.1%，新一代信息技术、
新材料、新医药等新兴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分
别增长37%、27%、27%；装备制造业、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13.1%、11.8%；
现代服务业营业收入保持20%的增长，“四
新”经济对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高质量提供支撑保障。印发《关于深化
放管服改革建设高效服务政府推进新旧动能
转换的实施意见》，96.5%的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最多跑一次”。设立50亿元的市级新旧
动能转换基金，召开第一季度新旧动能转换
重点项目政金企合作对接会，推介发布项目
163个，总投资1572亿元，融资493.3亿元；
召开基金签约推介会，现场签订一批总额超
过900亿元基金投资合作协议。积极对接

500亿的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优
选25个符合基金投向的重点项目向国家推
介。出台经济开发区改革创新开放发展的
《意见》，从规划布局、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
策支持等方面，制定23项具体措施，市财政
每年安排2亿元专项扶持资金，打造全市新
旧动能转换的引领区。

高水平打造督导服务平台。综合运用大
数据和信息化管理模式，在全省率先建立新旧
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开通济宁新动
能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设7712345企业服
务专线，设计开发手机APP客户端，通过横向
连接、纵向贯通的数据网络和沟通渠道，实现
项目管理、企业服务、问题督导、指挥调度、绩
效考核五位一体，打造成为政府服务企业、项
目管理调度、可视化分析研判的综合信息平
台。运营以来，平台实名注册企业超过8000
家、入库管理项目384个，储备项目125个，搜
集办理企业项目服务诉求100余条。

超前谋划 精心布局 科学部署 扎实推进

全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起势良好

建设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是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践行新发展理
念，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战略举措。在这
一重大战略、重大工程中，济宁应该如何找
准自身定位，从哪些方面突破实现新旧动能
转换呢？近日，济宁市印发《济宁市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形成具有济宁
特点的新旧动能转换“路线图”。

◎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新
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四
新”促“四化”，统筹改革、创新、开放三大动
力，聚焦园区、企业、项目三大载体，强化服
务、人才、基础设施、生态、要素五大支撑，积
极培育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
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养健康等新兴产
业壮大新动能，改造提升高端化工、纺织服
装、高效农业、文化旅游、现代金融等传统优
势产业形成新动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规模、跨
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建设全国
资源型城市新旧动能转换示范市，开创经济
社会创新发展转型发展持续发展新局面。

◎主攻方向

主攻方向直指“四新”经济，大力发展新
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产业智
慧化、智慧产业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
化，最终实现传统产业提质效、新兴产业提
规模、跨界融合提潜能、品牌高端提价值。

◎发展目标

一年全面起势、三年初见成效、五年取
得突破。

2018年，形成科学有效的新旧动能转换
路径和推进体制机制，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到2020年，形成新兴产业培育和传统产
业提升“双轮驱动”发展格局，经济发展的质
量效益明显提高。

到2022年，基本形成新旧动能迭代更替
新格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到2028年，与全省同步完成这一轮新旧
动能转换，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系统完备、
科学规范、运转高效，产业结构、城乡区域结
构、要素投入结构持续优化。

到2035年，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提
升，“美丽济宁”目标基本实现，“文化济宁”
品牌更加靓丽，人民生活更为宽裕，在现代
化进程中走在全省前列。

◎空间布局

构建一极引领、五区示范、多点突破“1+
5+N”的总体布局。济宁高新区“一极引
领”。任城运河新城、兖州工业聚集区、邹城
（邹西）现代工业新城、济宁经济技术开发
区、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五区示范”。省级
开发区（大企业专业园区）、省级数字经济和
信息技术产业基地、全国医养结合示范省先
行市、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区、大运河文化带、
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区等“多点突破”。

◎产业布局

打造“5+5”十大产业布局。发展新兴产

业培育壮大新动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养健
康为重点，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崛起、扩容倍
增、重点突破，培育形成新动能主体力量。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形成新动能——以高端
化工、纺织服装、高效农业、文化旅游和现代
金融为重点，加快与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
新动力融合，推动传统优势产业整体跃升，
培育形成新动能基础力量。

◎三大动力

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
国企国资改革，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

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优化
创新创业环境保障，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
设，创建“济宁制造”质量品牌。

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等国家
战略布局，精准对接抓好招商引资，加快构
筑开放经济格局。

◎五大支撑

建设高效服务政府——深化“放管服”
改革、打造良好营商环境、完善法治保障体
系，加快建设包容创新、审慎监管、运行高
效、法治规范的服务型政府。

健全人才支撑体系——实施人才强市
战略，完善人才培育机制、加强产业人才引
进、优化用才留才环境，最大限度释放人才
红利。

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围绕做大做强
中心城区、加快都市区融合发展、提升小城
镇综合承载能力，加快形成功能完善、便捷
高效、安全坚固的综合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打造优美生态环境——实施精准治污、
泗河生态河道综合治理、南四湖湖区生态修
复、梁山黄河滩区脱贫迁建等重大工程，把
生态环境优势变成可持续发展优势、产业优
势。

创新要素供给保障——完善财税、金
融、土地等要素供给体系，创新要素市场配
置机制，推动要素向十大产业集聚，为新旧
动能转换提供有力保障。

◎保障措施

建立指挥领导体制——成立济宁市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实体化
运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推进办公室。
成立十大产业、五大支撑“10+5”推进专班，
组建十大产业专家团队。各县（市、区）完善
相应的组织领导机制，园区、项目成立攻坚
指挥部。

健全完善工程项目库——围绕十大产
业，建立“四新四化”重大工程项目库，研究
出台入库项目扶持政策和管理办法，推进入
库项目尽快落地、早见成效。

建立督导服务平台——建立新旧动能
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开通济宁新动能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开设7712345企业服务
专线，实现项目管理、企业服务、问题督导、
指挥调度、绩效考核五位一体。

建立考核评价体系——对部门、县（市、
区）、园区、项目分别制定考核工作细则，制
定支持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分类评价办法，创
新要素供给，定期督导通报各县（市、区）、各
有关部门、单位工作落实情况。

新旧动能转换，济宁怎么干
——《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解读

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是推进我
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载体和动
力，自省委、省政府启动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以来，我市紧紧围绕“四新四
化”重点领域，聚焦十强产业和重大基
础设施，对全市重点项目进行多次筛
选、论证，通过积极对接和争取，我市初
步确定57个项目列入省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项目库，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
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高端化工、
生物医药、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基础设
施等领域，包括续建项目31个、新开工
项目26个，总投资931亿元，截至目前
完成投资234.7 亿元。华勤集团年产
200万套高性能卡客车轮胎及神州年产
1200万条高端轿车轮胎项目，土建已经
全部完工，卡客车轮胎部分的试生产；
尼山圣境项目，大学堂室内装饰、宫像
区配套工程等完成大面施工，景区集散
中心主体、礼仪广场建成；泰山玻璃纤
维玻纤产业基地项目，已建成6条无碱
玻璃纤维池窑拉丝生产线、1条微粉生
产线和1条亿米电子布生产线；汶上海
纬自主化中国标准动车组核心零部件
制动盘项目，厂房正在建设，已预购部
分设备。这批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新增
销售收入1140亿元，利税279亿元，对
促进我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
扩容倍增、基础设施巩固提升，加速推
动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发挥着核心
引领和带动作用。

创新举措，精准发力，利用新旧动
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对重点企
业运营、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掌控。加强
要素保障，全力推进项目建设，集聚土
地、资金、人才等资源要素保障重点项
目。加强政策支持，国家、省扶持政策、
新旧动能转换引导基金、一圈一带新兴
产业基金优先向省库项目倾斜。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

强力推动全市
新旧动能转换
重大工程

邹城市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了从蓄势到迸发：珞石
科技年产2000台套工业机器人，规模达到山东省第
一；以创建全国食用菌第一县为目标，先后建成友硕、
利马、常生源等20多家智能化食用菌企业；兖矿年产
100万吨洁净煤项目，带动传统煤炭行业转型发展。累
累硕果的背后是邹城市深入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全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奏响了新时代发展的最
强音。

让规划先行，搭建“四梁八柱”。编制《邹城新旧动
能转换总体方案》等12项配套政策文件，提速推进现代
工业新城、孟子湖新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
邹东生态示范区“四区建设”，进一步明确“总架构”、落
实“总方针”、找准“瓶颈点”、汇好“路线图”，搭建起指导
邹城新旧动能转换的“3+4+X”总体架构。以项目开路，
构筑“动力总成”。围绕重点产业建立重大项目包，策划
储备139个重点工程项目和62个“四新四化”重点项
目，全力督导推进。围绕工业、城建、乡村振兴等领域，
组织开展34个重点项目集中开工仪式，成功举办经济
发展暨新旧动能转换（北京）恳谈会，中再生危废资源
化循环利用、工业文化创意产业项目等23个新旧动能
转换重点项目成功签约，形成滚动发展、接续替代的项
目储备。助产业升级，打造“特色名片”。积极对接省

“5+5”产业和济宁市十大产业，聘请深圳中投顾问公
司，高标准引育培植“2+3+2”特色产业集群。深入实
施“四新”经济培育、新兴产业提质扩量、优势传统产业
补链三大工程，制定《加快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意见》等
专项政策文件，指导机器人产业、高端装备制造、高端
化工、食用菌等优势主导产业扩量倍增。为企业解困，
培育“骨干龙头”。大力实施名企名牌名家“三名”工
程、创新型领军企业提升计划、强企梯队三年行动计
划，“一企一策”指导重点企业明确发展方向，“一对一”
帮扶搞好对接服务，解决企业实际困难，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对140家企业进行股改与挂牌上市培训，累
计完成企业改制159家、上市50家。聚优势要素，撬动

“创新杠杆”。把科技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完善提升机
器人研究院等“五园六院”科创功能，搭建工业、农业、文
创、电商“四大”孵化平台，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平台达到
44家。深入实施“邹鲁英才”计划，设立6000万元人才
科技专项资金，出台落实人才、科技“双十条”意见，整合
优势要素向重点项目、企业倾斜。创最优环境，深化“效
能革命”。深入实施行政审批再提速等“六大工程”，全
部审批事项入驻大厅，办理时限压减80%以上，年内
90%审批事项实现网上办理、90%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
现“最多跑一次”，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积极组织召开政
金企对接会议，给予重点政策、土地等保障支持，全力保
障新旧动能转换加速推进。

“六部曲”奏响邹城
新旧动能转换最强音

今年以来，济宁高新区牢牢把握建设全市新旧动能
转换增长极、全市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区的重大历史性机
遇，聚焦产业、园区、项目、城市、科技等全方位实施换挡
升级、提速突破，全面发挥新旧动能转换的“一极引领”
作用。

推动产业壮大聚集。锚定“3+3”产业集群，聘请国
内顶尖机构，高标准编制6大产业发展规划，全力培育高
端装备、纺织服装、现代服务业3个“千亿级”集群，信息
产业、医养健康、新材料3个“五百亿级”集群。盯住“双
高一密”企业群体，建立百家成长、千家培育企业池。集
中实施企业内生计划，加快如意双城、辰欣总部经济等
项目建设，建立14个服务专班，培育一批新的增长点。
推动园区提档升级。推动一区十园实体化运营，规划建
设50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引进华夏幸福、中南高科等专
业运营商，推动建设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园中园”，引
导大型企业集团关联企业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集
聚。实行“亩均论英雄”，加快闲置土地集约利用，清理
闲置低效用地2003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项目
加速突破。加快推进“双百工程”建设，实行挂图作战，
完成投资106亿元。主动对接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
业，3月份在北京举办了投资促进合作说明会，集中签约
项目16个，总投资173.4亿元，4月份京东集团“亚洲一
号”等16个项目集中开工奠基。按照“四个一批”的要
求，对36个集中开工重大项目，明确时间点、计划书和配
档表，加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引领。加
快建设区域创新中心，筹划建设全市独角兽创新岛，提
速建设生命科学、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4
个创新中心，签约落地2个诺贝尔科学家实验室。组织
召开政银企合作对接会议，加快上市企业培育，用好用
足现有基金，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建设。推动产
城融合先行。实施“东联、西优、北跨、南拓、中融”战略，
栗庄片区等12个棚改项目加快推进，红星爱琴海、奥特
莱斯综合体等项目落地建设，孔子国际学校、海达行知
学校等高端教育品牌价值深度释放，广安门医院济宁分
院签约落地，“三片三廊、四纵五横”的河湖水系加快联
通，绿化亮化工程提档升级。推进干部作风加快转变。
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一次
办好率”达到95%以上。突破人才改革试验区，人才发
展服务中心、“虚拟人才港”5月底投入使用。建立作风
效能建设积分警示管理制度，推行全程留痕、实绩公开、
督查问效措施，“担当负责、干事创业、务实重干”的高新
精神蔚然成风。

高新区全面打造
新旧动能转化增长极

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网站

近日，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实施新旧
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决策部署，我市规划建设
的新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正式上
线。平台分为济宁新动能网站、可视化督导
服务系统、手机APP。济宁新动能网站，第一
时间传递工作动态、解读惠企政策、宣传经验
典型、提供服务指南；可视化督导服务系统，
实现项目管理、企业服务、问题解决、指挥调
度、绩效考核五位一体；手机APP，更加便捷
使用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真正实现随时随

地移动办公。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
导服务平台上线，搭建了政府服务企业、企业
沟通政府的桥梁，将全面提升政府管理效能，
助力我市新动能高质量发展。

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是我市新旧动能
转换重大工程的重要抓手，兼具五大功能于
一体：项目管理，提供对全市重大项目的数
据采集、督导和调度的全程可视化跟踪督导
服务。企业服务，第一时间向注册企业推送
最新的惠企政策，致力打造面对面、扁平化

的政企沟通渠道。问题解决，与12345市长
热线合作开通7712345企业服务专线，采取

“红绿灯”和限时办结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对
企业问题和项目问题及时给予解决。指挥
调度，对企业注册、项目申报进行在线监测，
利用平台进行信息报送和工作部署，利用大
数据分析工具，构建经济指标模型。绩效考
核，对县市区和市直部门新旧动能转换工作
进行定期考核评价，督促各单位落实责任，
推进济宁新动能工作有序开展。

打造全省最优管理服务平台品牌
——济宁市新旧动能转换可视化督导服务平台正式上线

新动能网站

平台QQ运维群

新动能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