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
Industrial EconomyIndustrial Economy

6版

重点推荐

近年来，金产业经济

产业看台

2023.02.20 星期一

05

产业视线

产业经济编辑部

主任：斯 兰

本版编辑：曲静怡

新闻热线：（010）63691897
监督电话：（010）63691830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 本报记者 安 然 殷晓旭

近日，山东省青岛市发展改革

委发布了2022年青岛市新经济潜

力企业名单，共计 122 家企业上

榜。据此，青岛市新经济潜力企业

库进行动态调整更新，为青岛市新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企业梯队建设持

续注入新动力。

此次评选于2022年11月启动，

根据《青岛市新经济潜力企业库管理

办法（暂行）》，青岛市发展改革委会

同有关部门、区市，按照“公开、规范、

自愿、择优”的原则，经企业申报、资

格初审、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

从各区市推荐的500多家企业中，遴

选122家企业为2022年青岛市新经

济潜力企业。

新经济潜力企业是指在青岛市

成立3年以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经济特征明显的企业。

2022年青岛市新经济潜力企业与

2021年入选的潜力企业相比，有以

下几个特点：

第一，“新面孔”多。本次认定的

122家企业中，90家为新申报企业，

占入库企业总数的73.8%，显示出近

年来青岛市大力培育引进新经济企

业的成效显著。

第二，技术实力雄厚。潜力企业

普遍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一批企业获

得各级工程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

新型研发机构、“专精特新”等资质，

成为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比如，青

岛华大智造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是中

国唯一可自主研发并量产临床全基

因组级别测序仪的企业；致真精密仪

器（青岛）有限公司是国内仅有的可

提供用于磁性芯片全套测试设备的

生产商。

第三，人才优势明显。潜力企业

大多拥有院士、博士、硕士等领衔的高

层次人才团队，部分科技型企业高层

次人才占比超过2/3，其中既有国家科

技进步奖、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得主，

也有来自腾讯、百度等一流企业经验

丰富的管理运营团队带头人。

第四，与青岛重点产业契合度

高。入选的潜力企业产业集中度较

高，既有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虚拟

现实、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智能制

造装备等新兴产业，又有软件和信息

服务、现代商贸、文化旅游等现代服

务业，同时还有海洋物联网、空天信

息等未来产业，与青岛市实体经济振

兴发展的重点产业保持一致。

第五，行业分布较为均衡。入选

企业中，“四上”企业（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业企业、限额以

上批零住餐企业、国家重点服务业企

业）占比60%左右，其中战略性新兴

服务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企业31家，

战略性新兴工业、高技术制造业企业

34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企

业数量大体相当。

第六，广泛获得资本市场认

可。近一半企业获得风投创投基金

支持，其中不乏深创投、中芯聚源、

华润资本、常春藤等头部基金，部分

企业已经成长为“独角兽”、上市后

备企业，体现出资本市场对新经济

潜力企业发展的认可。

据了解，《青岛市新经济潜力

企业库管理办法（暂行）》于 2021

年制定实施。为提升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驱动作用，构建新动能占主

导地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青岛市

发展改革委将培育壮大新经济企

业主体作为重要抓手。

新经济潜力企业库建立以来，

每年评选入库企业120家左右，引

导区市、部门、金融机构等对入库企

业给予资金、场景、政策等方面支

持。目前，青岛市、区（市）两级支持

潜力企业发展的政策集成效应逐步

显现。青岛创新奇智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等 6家 2021 年潜力企业

入选市级新经济新锐企业，并获得

最高100万元的奖励资金。北辰先

进循环科技（青岛）有限公司等企

业获评为青岛市创新应用实验

室。同时，青岛西海岸新区建立新

经济企业“一台五库”培育机制，评

选表彰“新锐潜力十佳企业”。青

岛市南区启动新物种企业梯队培

育计划。胶州市出台支持企业创

新发展若干政策，对新纳入青岛市

新经济潜力企业库的企业给予 20

万元一次性奖励。市、区（市）两级

携手，共同为青岛市新经济企业发

展播撒“阳光雨露”，扶持新经济企

业做大做强。

下一步，青岛市发展改革委将继

续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新经

济潜力企业的培养扶持力度，围绕企

业需求精准赋能，加快建设新经济潜

力企业梯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

体经济振兴打造坚强有力的生力军

队伍。

青岛新经济潜力企业发展势头强劲
2022年青岛新经济潜力企业名单发布，共计122家企业上榜，90家为新申报企业，

技术实力雄厚，与青岛重点产业契合度高

□ 徐 玮

□ 本报记者 王 斌

2022年新签约项目91个，总投

资额398.1亿元，落实到位资金130.2

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连续四个季度保

持15%以上增长……一组组数据彰

显甘肃省玉门市“强县域”责任担当。

如今，招商引资已经成为玉门市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源头活水”，成为

推动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的不竭

动力。

优化重构“大招商”新格局

新的一年，招商引资成为评判高

质量发展能力的“大擂台”、检验高质

量发展实绩的“主战场”。

“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凝聚

各方智慧和力量，掀起新一轮招商引

资热潮，汇聚全面提升县域经济综合

竞争力的强劲动能。”在玉门市经济

工作、农业农村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

动员大会上，玉门市委书记王超的讲

话掷地有声。

2023年，玉门市委、市政府高位

谋划、统筹推进，全市“一盘棋”，上下

“一条心”，发挥顶层推进作用，优化

招商引资工作体制机制，明确招商引

资定位方向，强力推动产业大招商实

现新突破。

紧盯工业主导型定位，围绕“两

大产业集群、五大产业链”，牢牢抓

住“招强”“引新”“补链”这三个关

键，以重点产业链延伸培育经济发

展新动能，全市产业招商定位更加

明晰。

明确市级领导分别领衔五个重

点产业链招商，确定各专班牵头部

门，充分发挥园区“主战场”、经济部

门“主力军”、赴外驻点“联络员”、商

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实现了产业招

商格局创造性优化重构。

新年伊始，尽锐出征。玉门各

产业链招商小队对2023年招商任

务、招商路径、招商责任进行明确，

列出“时间表”、明确“任务书”、定下

“路线图”。

分秒必争，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目

标企业。玉门五个产业链招商分队

争分夺秒奔赴北京、上海、浙江等全

国多个重点招商区域，拜访企业、展

示形象、商谈合作，一刻也不停歇，掀

起了新一轮招大引强的热潮。

玉门正以“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

感，推动招商引资向更有效率、更具

水平、更高质量转变。

精准绘制产业链招商图谱

在玉门公铁联运智能物流园项

目现场，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自开

工以来，已有17家企业入驻园区，下

属所有项目正全速推进。

在玉门花海光电基地，总投资

50亿元的中核新奥玉门“光热+”

示范项目建设正酣，10 万千瓦光

热储项目施工营地已经具备入驻

条件。

在玉门老市区化工工业园，通过

外部招商和内部挖潜，恒升昌环保、

雄鑫化工、浙陇化工、美润二期等13

个工业项目落户园区。

一个个产业园区的迅速崛起和

健康发展，是玉门市聚焦产业、精准

招商的生动写照。

在全局上谋势。立足全国看玉

门，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西部大

开发形成新格局、东中部产业转移、

“双碳”目标等机遇叠加之下，玉门全

产业链研究国家产业政策，跟踪谋划

源网荷储一体化、有机硅、氟材料、可

降解塑料、煤油共炼等投资百亿元的

重大项目，实施靶向招商。

在关键处落子。玉门坚持“强龙

头、补链条、聚集群”产业发展方向，

绘制重点产业招商图谱，围绕化工、

新能源及装备制造、绿色农业、文化

旅游、商贸物流等重点产业集中发

力，为推动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能。

陕煤、中钢、巨化、吉利、山东纳

宇、艾郎大叶片、公铁联运煤炭物流

园等一批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

落户玉门，带动一个集群、做强一个

产业，化工、新能源装备制造、煤炭储

配深加工等产业集群步伐加快，形成

了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支撑点。

放眼玉门，招商步伐一刻也不曾

停歇。

从京津冀到大湾区，从杭州湾到

长三角……激活招商引资“链”式效

应，玉门瞄准补链、壮链、延链以及与

五大重点产业关联度高、带动作用

强、拥有核心技术的产业项目，全盘

发力、洽谈推进、深化合作，积极培育

经济增长新动能。

打造全省最优营商环境

“水深则鱼悦，城强则贾兴”。营

商环境是投资“风向标”、发展“晴雨

表”，企业的引进壮大，创新创业的活

跃，一刻也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

西部鑫宇、玉门油田30万千瓦

光伏等41个项目建成投运；疏勒河

引水工程、鲁玉东壹等80个新续建

项目加快推进；备受关注的昌马抽水

蓄能电站项目获得核准开工……捷

报频传的背后，离不开营商环境的持

续优化。

“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在于驰而

不息的改革，回应市场主体‘花最少

的时间、跑最少的路、交最少的材料、

找最少的部门’的真切期待。”玉门市

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为解决项目建设普遍存在的时

间长、盖章多、收费多、中介多、材料

多等行政审批突出症结，玉门建立

“容缺并联审批”“区域性评价集中审

批”“中介服务超市”等制度，建成全

省首个工程项目审批平台，设立投资

项目一站式“VIP服务团队”，全程跟

进“一对一”，手续办理“零障碍”，由

企业跑腿，变为政府跑腿，实现企业

建设项目审批“零跑腿”。

近年来，玉门持续深化“一处跑、

跑一次”放管服改革，建立优化营商

环境“亲清监督”平台，全面启动工业

项目“标准地”改革，创新推行项目联

审帮办代办、“进园区、上门办”政务

服务……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

措，大刀阔斧破解土地、资本、服务保

障等要素制约，不仅仅是转作风、强

监管、促服务的效果体现，更是为市

场主体添活力，为人民群众增便利的

改革示范。

加速推进“计划图”变“实景图”，

招商引资贯穿始终。随着一列列“招

商快车”驶出，甘肃玉门正在续写更

多高质量发展的“春天故事”。

玉门精准招商加快延伸重点产业链
围绕“两大产业集群、五大产业链”，抓住“招强”“引新”“补链”三个关键，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培育百亿产业集群
争创省级重点园区

海南定安以产业聚集、集群
发展为导向，大力提升园区发
展能级

□ 陈文杰

□ 本报记者 王心武

“2022 年，园区 22家规模以上企

业实现生产总值完成28.22亿元，同比

增长5.6%；营业收入31.03亿元，同比

增长 4.4%；税收收入 0.98 亿元，与

2021 年相比基本持平。培育了椰佳

达、果多、亨德威等6家企业纳入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提升了全县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的质量。”海南省定安县塔岭工

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近日表

示，2023年，将以园区升级建设省级重

点园区为目标，培育打造高端食品和农

产品加工、绿色建材百亿级产业集群，

始终坚持“景观化、旅游化、人文化、数

字化”的园区建设理念，把塔岭工业园

建设成为“小而美，小而精，小而强”的

“精致园区”。以产业聚集、集群发展为

导向，大力提升园区发展能级。

积极探索创新机制，助推园区提质

升级。探索“国资平台建设+专业化运

营”开发模式，有效利用各类资本。塔

岭园区共谋划塔岭园区科创中心、人才

公寓等 14 个重大项目，估算总投资

108.7亿元。项目建成后，将为园区招

商引资和企业入驻提供坚实支撑，加快

形成“以基金培育产业、以基金吸引资

源、以基金促进转型”的良性循环，为推

动园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建设“场景营园”之美，打造“四化”

品质园区。据介绍，塔岭工业园区风貌

形象立足于宏观视角，落实于功能提

升。以完善配套功能的方式，优化园区

生态、生产、生活空间。打造具有定安

特色的现代化产业园区，为园区企业、

当地群众创造优良的产业土壤、创业氛

围、就业条件及人居环境。

坚持“走出去，引进来”，助推招商

引资。园区将做好“点对点”精准招商，

聚焦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型建材类

主导产业开展招商工作。发挥第三方

机构在招商引资中的桥梁纽带作用，积

极与省内外高校、科研机构联系沟通，

建立招商引资信息库。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加快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压覆重

要矿产资源、水资源论证等区域评估评

价工作，为实现企业“拿地即开工”奠定

基础。

深化产业协同联动，建设高质量产

业集群。坚持“项目为王”，加快推动晨

光生物、德州扒鸡等项目落地开工，蜜

雪冰城一期、达川二期等项目加速建

设，建科、净菜加工等在建项目完工投

产，培育打造高端食品加工和农产品加

工、绿色建材百亿级产业集群。

“2023年，定安县塔岭工业园区将

以升级省级园区为总目标，落实产业定

位精准化、产业发展生态化、招商体系

专业化策略，坚定不移强化产业建设。

力争园区营业收入达到62.21亿元，工

业生产总值41.83亿元，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 17.47 亿元，税收收入 2.42 亿

元。”塔岭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近年来，玉门市以重点产业链延伸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新能源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风光火储多能互促、协同供应的能源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

成。截至目前，全市各类电力装机累计达到458.9万千瓦，新能源累计发电526.81亿千瓦时，真正实现了为“双碳”目标添“绿”蓄能。图为玉门鑫能光

热第一电力有限公司5万千瓦熔盐塔式二次反射光热发电项目。 （玉门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