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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 琳

近日，第三届全国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现场经验

交流活动在山东淄博召开，我

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迎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

“对于全国老工业城市和

资源型城市而言，示范区就像

学校里的‘实验班’，要发挥为

全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

市转型出经验、做示范的重要

作用。”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刘钒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刘钒说：“国家产业转型

升级示范区基本覆盖了我国

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较

有代表性的省份，受到所在地

区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

们以全部 26 个城市的 2018

年、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为数

据样本，运用语义分析工具进

行高频关键词分析和关键词

共性分析后发现，示范区在建

设中都十分重视‘抓项目、抓

企业、抓创新、抓园区、抓投

资、抓平台、抓服务、抓改造’，

普遍重视产业转型升级中的

技术、人才、政策、研发、金融

等要素的集聚，普遍重视围绕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拉投资、建

平台、促服务，普遍重视制造、

智能、绿色、环境、新能源等新

兴产业发展和节能环保要求，

普遍重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破除改革体制机制障碍、开展

区域合作协作等。”

刘钒向记者细数了数据分

析中的高频词。“企业”和“产

业”是在数据分析中出现最多

的词。一方面，在推动示范区

建设过程中，企业数量、企业规

模、企业质量、企业效益、企业

创新能力、企业产品市场占有

率等对于示范区转型升级成效

极为重要，示范区转型升级根

本上仍然是由企业健康发展、

创新发展作为根本推动；另一

方面，示范区转型升级的核心

是产业转型升级，产业发展依

赖于企业壮大，如何吸引、集

聚、培养符合本地区产业基础

和资源禀赋的优秀企业，成为

示范区建设的重点任务。

“‘改革’和‘服务’出现的

频率同样很高。这说明示范

区普遍重视通过改革来破除

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比较

能够在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等

方面开展先行先试的地方探

索。同时，示范区也比较注重

深化政府职能转变，为企业发

展做好服务。”刘钒说。

此外，与创新有关的“平

台”“科技”等出现频率也较

高。这表明示范区重视推动以

科技创新为核心引领支撑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重视加强与

科研院所、高校等进行产学研

协同创新，重视通过创新驱动

形成产业体系的升级换代。

“‘人才’也是不可忽略的

关键词。”刘钒指出，示范区转

型升级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完

成，特别是高中端人才对示范

区建设的作用极为关键。虽

然示范区所处的区位条件不

同、发展阶段不一、体量大小

各异，但是示范区普遍重视不

断推出更优质的人才吸引政

策，重视为人才解决衣食住行

等后顾之忧，重视创造高层次

人才柔性用人机制，以尽可能

发挥人才支撑转型升级的关

键作用。

示范区要为产业转型升级探路
——访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钒

□ 本报记者 李宏伟 袁 琳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曾三次

获得全国69个资源枯竭城市

转型绩效考核优秀等次，先后

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区、

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国家新

能源产业基地和全省县域科学

发展先进区。

近年来，淄川区牢牢抓住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这一重大机

遇，以“生态优先、转型发展”为

主题，坚持新发展理念，加快高

质量发展，探索走出了一条符

合实际、富有特色、成效初显的

转型之路。

一是坚持“腾笼换鸟、凤凰

涅槃”思路，加速新旧动能转

换。首先，创新绿色、动能转换

优存量。综合运用安全、环保、

税收等措施，累计关停各类企

业近3000家。深入实施工业

技改三年攻坚计划，积极运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

术赋能传统产业，每年技改投

入超过100亿元，促进“老树发

新芽”。其次，着眼未来、高端引

领扩增量。设立5.4亿元的新

兴产业发展基金，已支持41个

项目、12.3亿元，以新装备、新材

料、新医药、新能源为重点的四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以商贸物

流、文化旅游为特色的现代服

务业快速成长。坚持把项目作

为新动能培育的重要抓手，高

质量开展招商引资，淄川区近

3年累计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

点项目360个、总投资1175亿

元。第三，集约集聚、园区承载

优化布局。规划建设了齐鲁激

光共享、新能源汽车、七星绿色

智造、生物医药、九运通州等

24个专业园区，布局了一批龙

头企业和重点项目，淄川经济

开发区综合排名山东省第5位，

园区经济贡献达到77%。

二是强化“创新第一动力、

人才第一资源”意识，深入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近年来，淄川

区连续举办“百名专家淄川

行”，形成了以“百名专家淄川

行、百家企业院校行、百名博士

企业行”为主的产学研合作机

制。同时，健全完善创新创业

生态体系，先后建设高创中心、

中一产业城、功力创新谷、大学

生创业孵化中心等平台载体，

累计入驻孵化项目180余个。

三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扎实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近年来，淄川区

累计投入40余亿元，实施环保

治理、绿动力提升、环保基础

设施建设等项目 3800 余项，

煤炭消费总量从1000余万吨

下降到320万吨，提前三年完

成“十三五”消减任务。关停

94家矿山企业，推进全域生态

修复，完成生态修复工程42个、

治理塌陷区32公顷，造林10万

余亩。实施“一山两河”生态治

理系列工程，新增湿地2600亩，

主要河流水质稳定在三类水

体标准。

四是落实“民之所盼、政之

所向”要求，持续增进民生福

祉。近年来，淄川区每年财政

的民生支出占比保持在80%左

右，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转型发展的成效。先后投资

30亿余元，建成般阳中学等一

批重大民生基础设施。加大

就业创业扶持力度，发放创业

贷款 2.8 亿元，累计新增城镇

就业7.1万人次。完善以“淄川

文化云”为品牌的城乡公共文

化体系，获评新时代文明实践

全国试点区。般阳路派出所成

功创建为全国“枫桥式公安派

出所”。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也是淄川老工业区凤凰涅

槃、加速崛起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淄川区委书记李新胜称，

淄川区今年将更加自觉地推进

“五个转变”，开展高质量发展

“树标对标夺标”行动，聚力动

能转换，强化创新驱动，奋力

开创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

新局面。

腾笼换鸟 资源枯竭城市创新驱动促转型
山东淄博淄川区近3年累计实施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目360个、总投资1175亿元

面对“矿竭城衰”的被动局

面，淄博市加大投入转型，先行

先试。2017 年，淄博从全国

120个老工业城市和262个全

国资源型城市中被选中，成为

山东省唯一入选的全国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2018年，淄博

位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考

核第一等次第二名，一大批“高

新轻绿”项目开创淄博高质量

发展新局面。

淄博市委书记江敦涛在交

流会上介绍，全国41个工业行

业大类中有39个大类在淄博

实现了规模化发展。其中，化

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

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等7个大类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占该市规模以

上工业超70%。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8年

淄博市生产总值达到5068.4亿

元，同比增长6.1%。在产业结

构方面，服务业占比提高到

4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39.5%。

“当前，淄博市正聚力发展

新材料、智能装备、新医药、电

子信息和陶瓷琉璃‘4+1’产

业，加快构建‘753’现代产业体

系，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和全

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

江敦涛介绍说。

集群发展 高端引领扩增量

“这里原来是60多个废弃

矿坑，有11家水泥生产企业，

30条生产线，还有20多家采石

场和黏土矿，按照国家要求，淄

博市在关停这些污染重的落后

产能后，投巨资进行生态修

复。”淄博高新区负责人介绍，淄

博市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转型

升级的重点产业，在中心城区东

部淘汰落后产能、进行生态修

复的基础上，高标准规划建设

以MEMS芯片和集成电路芯

片为核心的电子信息产业园。

“现在，这里不仅变成了鸟

语花香的休闲公园，还和清华

同方合作布局了占地97万平

方米的全国第一个MEMS产

业园。”该负责人说。

据 了 解 ，淄 博 高 新 区

MEMS产业孵化器是淄博市

高标准规划建设的电子信息产

业园项目。2012年，淄博高新

区与清华大学成立国家高新区

MEMS研究院，建设了“清华

大学国家高新区 MEMS 研

究院”“尤政院士工作站”以及

“6英寸硅基MEMS研发制造

平台”等 10多个创新创业平

台，为入园企业及高层次人才

提供集设计、研发、孵化、产业

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服务，

聚力打造MEMS芯片、集成电

路芯片、智能传感器、仪器仪表

等优势产业链和产业集聚区。

目前，园区已入住新恒汇、

强茂电子等57家重点企业，聚

集了包括4名院士、7名“千人

计划”专家领衔的54名国内外

高层次人才，累计开发MEMS

芯片单项工艺180项、产品工

艺30余项，自主研发项目25

个，引进高端产业项目45个。

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

下发通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等领域，公布了第一批

66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

单，山东有7个产业集群入选，

数量居全国首位。其中，淄博

新型功能材料产业集群入围。

创新绿色 动能转换优存量

建陶产业是淄博的优势传统

产业，产能一度占全国的1/4。然

而，传统建陶产业高污染、高能

耗、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

业瓶颈，不仅成为淄博生态环

境建设的沉重包袱，也对建陶

产业健康发展形成严重制约。

而如今，在淄博建陶产业

园区内，崭新的现代化厂房高

大、宽敞，自动化、智能化的生

产线整齐排列。随着新金亿、

名宇宏狮等多家企业正式点火

出砖，淄博日日顺建陶产业园

涌现出在建企业的投产潮，淄

川建陶的振兴之路已然开启。

目前，首批入园企业10家，

建设20条标准建陶生产线，已

点火企业6家。园区外保留建

陶企业20家，生产线49条。

陶瓷只是淄博传统行业转

型升级的缩影。在这场包括化

工、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的升

级过程中，还有很多企业折射

出了淄博发展的新气象。

作为氟硅行业内的龙头企

业，东岳集团可谓是淄博新材

料领域的标杆。特别是在膜材

料行业的创新发展，有力支撑

起“中国膜谷”的名号。

据了解，东岳集团加快氯

碱膜国产化替代，彻底摆脱中

国氯碱产业对国外膜的依赖，

并在汹涌而来的氢能时代，研

发了新能源汽车用的燃料电池

膜。目前，东岳已与包括奔驰、

福特、上汽、现代、巴拉德等全

球50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建

立了合作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以数字化、

智能化、绿色化为主攻方向，淄

博还对石化、机械、建材、纺织、

医药等产业进行全链条改造。

2019 年实施了 323项市重点

技改项目，培育了22家智慧工

厂、135个智能车间，“上云”企

业突破 6000 家，省级单项冠

军、隐形冠军企业达到62家。

生态保护开辟绿色转型空间

在第三届全国产业转型升

级示范区建设现场经验交流活

动召开之际，淄博刚刚迎来入

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冬日暖阳

下的淄川区孝妇河畔，白雪皑

皑，天气晴朗，河水缓缓流淌，

这都得益于淄博持续进行的水

污染防治攻坚战。

据了解，当地加强城镇污水

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建设，新建2

座污水处理厂，完成6家污水处

理厂提标改造，建设污水管网

107公里。2019年，淄博市万元

GDP能耗同比下降7.88%。

近年来，淄博市委、市政府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启动实施了孝妇河黄土崖

段高标准综合整治，并以此为

龙头带动孝妇河全流域综合整

治。先后投资100多亿元，实

施了污染点源治理、城镇污水

处理及管网配套、人工湿地和

河道生态修复、水资源循环利

用、环境安全防控等6大类工

程，彻底解决了孝妇河流域长

期以来的防洪安全隐患和水污

染问题，倒逼沿线产业结构调

整和优化升级，真正实现了治

好一条河，带活一座城，实现了

河道整治与园林景观充分融

合，产业、生态、城市空间的有

机衔接。

在加快引导发展方式向绿

色化蜕变方面，淄博市聚焦污

染防治、生态治理、资源综合利

用“三大领域”，启动实施“四减

四增”三年行动和生态环保十

个专项行动，全市完成大气污

染治理任务2383项，在用燃煤

机组全部实行超低排放改造，

关停燃煤机组10台，淘汰改造

20 吨/小时及以下燃煤锅炉

903台，对502家重点行业企业

挥发性有机物实施专项治理。

2018年，全市环境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连续两年实现位次前

移，同比改善 11.8%，列全省

第4位。

“我国老工业城市和资源

型城市传统产业比重偏高，经

济转型压力较大，新时代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是要依

靠创新把实体经济做实、做

强、做优，把新动能培育起来，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发

改委振兴司政策统筹协调处

处长许欣说，“经过两年多的

探索，首批示范区都立足自身

优势，积极探索以产业转型升

级激发城市发展活力和内生

动力。国家发改委将积极会

同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相关

支持政策，指导各示范区进一

步明确‘十四五’时期建设任

务，总结推广示范区经验做

法，推动示范区建设在新时代

取得新进展。”

聚力“高新轻绿”老工业城市凤凰涅槃

□ 张紫赟 汪海月

在安徽省合肥市城区耸立

的高楼之间，一群低层砖拱结

构建筑显得尤为特别。步入其

中，笔直的道路两侧是一排排

整齐划一的厂房，红砖灰瓦历

经长年风吹日晒后有些斑驳。

在刻满历史沧桑的建筑间，是

各具特色的现代雕塑、洒满阳

光的玻璃房，复古与现代在这

里碰撞。

这片厂房历史悠久，在新中

国成立初期曾是窑厂，合肥市的

第一块砖在此生产，后在1972

年成立合肥柴油机厂，随着市场

需求变化，在新世纪初陆续从

事过纺织等行业后停止使用。

没有将废旧厂房推倒盖

楼，合肥市以工业遗产保护与

文化创意相结合对其进行改

造，起名为“合柴1972”，在保留

原有建筑风貌基础上，结合城

市发展特色，在内部打造了家

电博物馆、当代美术馆、创意集

市等板块。

这种保护性改造在上海市

建筑学会历史建筑保护专委会

副秘书长付涌看来“很珍贵”。

他说，厂房的砖拱构造形式来

源于苏联，且厂房体量较大，现

在已不常见。

自2019年10月2日开园以

来，“合柴1972”已经成为这座

城市的文化名片之一。人们来

这里游玩、拍照、观展，感受历史

印记。“高峰时期，日均人流量达

到5万人次，火爆程度超出我们

的预计。”“合柴1972”运营方、

合肥滨投文化创意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刘晓宁对新华社

记者说。

正在召开的安徽省两会上，

安徽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加快把昔日的“工业锈

带”变成“生活秀带”。近年一

批安徽省老工业城区注重城市

文化建设，将原先隐匿在城区

的工业遗产、工业废弃资源，精

心打造为文化艺术园区。

“这里以前是废弃破败的

厂房，根本没人愿意进来。谁

能想到，现在里面又能玩又能

读书，有空我就过来溜达溜

达。”在合肥长江180艺术街区

的图书城内，54岁的邢昌树与

放寒假的儿子正在一起阅读。

走进长江180艺术街区，随

处可见机床、桁架等工业零部

件。圆圆的球形水塔涂上彩绘

被改造成星球跷跷板、龙门桁

架被改成秋千、机械零部件被

改装成十二生肖……曾经的工

业区内，如今开设了篮球馆、电

影院、汽车俱乐部等场所，已然

成为居民的文化乐园。

从“工业锈带”到“生活秀带”
——合肥市城区老工业区转型记

本报讯 记者周春燕报道

《海南省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近日审议通过，将于3月1日起

实施。

该条例以地方立法形式明

确了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排污许

可证载明水、大气、土壤、固体废

弃物、噪声等各要素环境管理要

求，实施“一证式”管理。进一步

强化了排污单位治污主体责任，

明确要求企事业单位应当持证

排污、按证排污，并自行检测、建

立台账、定期报告和主动公开相

关信息。条例还提出“设置污染

物排放口信息化标志牌”的规

定，通过扫描二维码实行“卡片

式管理”。此外，条例将排污许

可证的核发时限进一步压缩。

根据相关要求，排污许可

管理制度将在今年实现全覆

盖，所有纳入排污许可分类管

理名录的排污单位，均需持有

排污许可证排污。

据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

长孔令辉介绍，条例减轻了企

业负担，减少了行政审批数量，

也避免了为单纯降低某一类污

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污染转移，

对主要污染物实施更为严格的

总量控制。海南接下来将迅速

开展固定污染源清理整顿和排

污许可证核发登记工作，并逐

步完善全省统一固定污染源数

据库，实现“一个平台、一张地

图、一套数据、一套标准规范”

的信息化管理。

海南排污将实施“一证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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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153153只鸬鹚只鸬鹚““开绿灯开绿灯””
从2020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分类分阶段

实行渔业禁捕。但为了把鸬鹚捕鱼这项祖传的技艺保护下来，

江西余干县决定允许153只鸬鹚在特定水域继续捕捞。未来，

鸬鹚捕鱼将成为鄱阳湖景区的一个表演项目。图为渔民袁国圣

在鄱阳湖康山大堤水域用鸬鹚捕鱼。

新华社记者 郭 强 摄

企事业单位按证排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