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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山东联通聊城分公司工作人员在对5G基站
进行测试。 （资料图）

图②：冠洲集团工作人员在吊装远销欧美市场的彩
钢。 ■■ 朱玉东

图③：赫锐德（山东）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焊
接加工高空作业平台。 ■■ 朱玉东

图④：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山东九商工程机
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对设备进行测量检查。 ■■ 苑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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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腾淑

当发展翻开新的篇章，制造业
依旧是聊城立市之本、强市之基，是
聊城地方经济发展的“定盘星”。

仲冬时节，走访我市各工业园
区和重点企业，项目建设风生水起，
企业生产热火朝天，水城大地处处
跳动着工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今年1—10月份，规上工业
企业达到1694家，规上工业增加值
增长8.8%，分别高于全省、全国平均
1.9 和 4.7 个百分点，为全市经济增
长提供了坚强保障。

——今年以来，我市新增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9家、省级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66家，超往年
认定数量总和；新增瞪羚企业21家，
同比增长133%；累计培育创新型中
小企业896家，居全省第5位。

——聊城市连续两年上榜“全
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市”，今年列全国
第85位，较去年提升8个位次，进步
位次列全省第1。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项目，见证
了聊城工业经济前行的铿锵足迹，
唱响了聊城制造业强市建设的奋进
之歌，无不彰显着我市工业经济高
歌猛进的发展历程。

聊城，正在奏响制造业强市的
最强音。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
下，全市工信系统深入践行“三提三
敢”工作要求，聚焦工业经济“头号
工程”，抓实制造经济、数字经济、民
营经济主责主业，着力稳运行、强链
条、抓培育、优服务，扎实推动工业
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重点任务落
实见效。

“承压奋进”强韧性

打造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工业稳则经济稳，工业兴则经
济兴。面对需求收缩、预期转弱、企
业停产减产等多重不利因素，全市
工信系统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
总体目标，强化运行监测、帮包服
务、政策激励，推动工业经济企稳回
升。

强化运行监测。发挥工业运行
指挥部统筹协调作用，构建涵盖用
电、价格、税收等20余项指标的多维
度、立体化监测体系，精准研判运行
态势。

强化帮包服务。建立年产值过
亿元企业、新投产项目“两张清单”，

“一对一”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
实现规上工业企业联系服务全覆
盖。1—10月份，规上工业企业营收
利润率提高 0.58 个百分点，列全省
第3位。

强化政策激励。争取省级专项
激励政策，设立市级工业稳增长奖
励资金，拨付省市奖励资金1670万
元，激励企业满产达产。

“筑链强群”聚合力

推动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

放眼水城大地，一系列强链延
链补链重大项目开工、投产达效，跑
出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
度”。今年以来，全市深入实施产业
链“链长制”，聚力优链条、抓项目、
强集群，推动产业链向价值链中高
端迈进。

优化调整产业链条。按照“着
眼长远、兼顾实际、减少交叉”原则，
将产业链由20条调整为12条，集中
要素资源，重点打造有色金属、绿色
化工等4条重点产业链，“一业一策”
推动产业链发展，加快培育产业主
峰。

抓好项目谋划建设。强化服
务保障，实行挂图作战，抓好 100
个强链延链补链项目，截至 10 月
底，所有项目全部开工，22 个项
目完工，累计完成投资 160.52 亿
元，达年度计划的 109%。谋划第
二 批 制 造 业 重 点 项 目 124 个 、总
投 资 412 亿 元 ，为 工 业 增 长 积 蓄
后劲。

加速产业聚链成群。举办融链
固链对接活动40场，参与企业2200
余家次，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产品、技
术、金融高效对接。新增省“十强”
产业“雁阵形”集群 2 个，省级中小
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个（累计 7 个，
总数列全省第 3）；临清市中小轴
承产业集群在全省 80 个特色产业
集群综合评价中列第 9 位；阳谷铁
路输电设备产业入选国家级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累计2个，总数列
全省第1）。

“智改数转”提速度

撬动数实融合发展新动能

今年 4 月 11 日，我市高规格召
开了全市数字经济发展大会；9月26
日，我市召开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招双引大会……为开创数字经济
发展新局面，全市工信系统着力加
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数字
化转型，壮大数字核心产业，助推数
字经济跨越式发展。

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协同
推进“双千兆”网络建设，累计建成
开通 5G 基站 1.03 万个，实现主城
区、县城区、重点工业园区 5G 信号
全覆盖，千兆光纤网络覆盖率达到
100%。实施“工赋聊城”行动，上线
运营工业互联网标识二级节点2个，
建设轴承、精品钢板 2 个“产业大
脑”，新增省级工业（产业）互联网平
台2家。

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
传统产业智能化技改行动，建设技
改服务产业园，成立服务商联盟，
调整奖补细则，支持企业数字化绿
色化改造，新增省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 2 家（列全省第 2）、智能工厂（数
字化车间）15家（列全省第2）。1—
10月份，实施工业技改项目786个，
工业技改投资增长 17.4%，高于全
省平均 3.2 个百分点，列全省第 6。
推动 1000 余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
型，新增省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试点企业 12 家（列全省第 3），中小
轴承产业集群入选全省首批特色产
业集群数字化转型试点链群（全省
仅3个），我市入选山东省数字化转
型贯标试点市。

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赴杭
州、青岛、重庆、深圳等地开展招商
活动，签约项目 26 个，金额 56.2 亿
元。提升产业聚集水平，新增省级
数字经济园区 3 家，省级数字经济

“晨星工厂”72家、园区2个，省级软
件工程技术中心 2 家（实现零的突
破），1个项目入选全国虚拟现实先
锋应用案例（全省仅3个）。

民营经济是推进现代化新聊城
建设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基础。为了让民营企业卸下包袱
轻装上阵，全市工信系统坚持“有求
必应、无事不扰”，在体制机制、服务
体系、企业培育上持续发力，鼓励支
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为企业解困
送去“及时雨”，助力企业发展驶入

“快车道”。日前，2022 年度山东省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进县（市、
区）名单公布，冠县成功上榜。

完善体制机制。优化调整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统
筹推进民营经济发展工作。召开全
市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
聊城市企业家大会，出台《聊城市关
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
意见》《聊城市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2023年十大专项行动》等系列

政策措施，开展政策宣贯活动70余
场，释放更多政策红利。

健全服务体系。实施“一起益
企”中小企业服务活动，建立“聊城
企业之家”服务平台，多渠道开展政
策解读、对标学习、银企对接、应急
转贷活动 90 场，服务企业 4000 余
家，对接转贷资金68.8亿元，节约企
业融资成本约3亿元。打造“1143+
N”中小企业志愿服务标准化模式，
有效解决中小企业共性需求。深化
干部助企远航行动，解决问题诉求
470个，解决率99%。新增省级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8家（列
全省第1）。

强化企业培育。构建从孵化培
育到发展壮大的全周期梯度培育体
系，打造“热带雨林”式成长生态。
新增省级绿色制造示范单位17家，
数量创历史新高；新增省级工业企
业质量标杆16家、省级技术创新示
范企业10家，均居全省第1位；新增
省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21家，优
质企业数量呈“井喷式”增长。

企业“脱胎换骨”，产业“强筋壮
骨”。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
改革在智能制造浪潮中实现转型，
蝶变崛起，赢得未来。聊城正秉持
着融合、绿色、创新的发展理念，不
断提升工业企业发展质态和水平，
不断加快工业振兴的战略步伐，强
壮了工业“筋骨”，挺起了高质量发
展“脊梁”。

成就振奋人心，目标催人奋
进。站在全新的起点，市工业和信
息化局将围绕“1384”总体思路，以
推进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聚焦制造
业强市建设、数字经济提质扩量、
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3 大领域，全力
以赴做好创新引领、动能转换、项
目建设、数实融合、绿色低碳、企业
培育、助企服务、工业运行 8 项任
务，夯实政治引领、统筹协调、能力
提升、作风建设4大保障，确保各项
工作实现争先进位，工业发展能级
实现新跃升，画出工业经济持续上
扬的最美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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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纾困增效”出实招

护航民营企业驶入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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