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01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江金骐 E-mail：janche@sina.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

大载体

27

本报记者 江金骐

生态科技城引领德州“转调创”

占地 1000 亩，涵盖医疗、养老、医

药等健康服务业，覆盖鲁西北、辐射冀

东南的区域医疗服务中心， 目前正在

按照计划稳步推进。 这个名叫“医疗

城”的产业园区，是德州生态科技城的

一个组成部分。 生态科技城位于国家

级德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内， 是德州市

重金打造的新型功能区。 德州生态科

技城依托特色新能源、光热综合利用、

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六大产业集群

的带动，到 2020 年，这六大产业集群

将形成数千亿级的产业发展带， 成为

助推德州经济腾飞新的增长极。

千亿集群布局

德州被称为“中国太阳城”，科技

城内已经建成了国家火炬计划新能源

特色产业基地。

随着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 到目

前为止， 在科技城内拥有新能源企业

58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2 家，国家

级科技平台 1 个， 省级科技平台 18

个，2013 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36.3

亿元。 光热综合利用、光电、风电设备

制造、地源热泵等产业集群纷纷“开花

结果”， 到 2020 年新能源产业产值突

破千亿级。

在装备制造业领域， 科技城内拥

有装备制造企业 118 家， 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 45 家， 国家级科技平台 1 个，

省级科技平台 20 个。

在电子信息技术领域， 科技城内

拥有电子信息企业 19 家，其中规模以

上企业 8 家， 省级科技平台 2 个，到

2020 年， 电子信息产业产值达到 500

亿级。

此外， 科技城内还拥有生物医药

企业 22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0 家，

省级科技平台 5 个，2013 年实现主营

业务收入 14.7 亿元，到 2020 年生物医

药产业产值达到 500 亿级。 拥有食品

加工企业 46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23

家，到 2020 年食品加工产业产值突破

500 亿级。

落户科技城的新材料企业 28 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1 家，国家级科技

平台 1 个，省级科技平台 6 个，到 2020

年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 500 亿级。

为了去除落户企业的后顾之忧，科

技城中的政务服务中心建成了全省规

模最大、功能最全、审批事项最少，实

行一站式、全天候、保姆式服务流程，

成立项目落地推进办公室和企业服务

中心，从项目洽谈、立项、审批、开工、

建设到投产、经营全程帮办。在基础设

施建设方面， 累计完成基础设施投入

200 亿元，修建 40 余条城市主干道和

80 多条支干道， 铺设各类市政管线

1000 多公里，高水平实现了“九通一

平”。 建成歌剧院、博物馆、体育馆、减

河湿地、董子园、太阳谷等景区和高铁

站前广场等地标工程，成为全市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

300公里辐射圈

聚焦“生态、科技”两大主题的生

态科技城，秉承“创新、低碳、开放、人

文、共生”五大理念，全力打造德州科

技创新先行区、现代产业聚集区、生态

建设示范区、 对外开放引领区和科学

发展增长极“四区一极”。

生态科技城， 规划面积 150 平方

公里，核心区面积 26 平方公里，北依

京津，南邻济南，西接山西能源基地，

东连山东半岛城市群， 是山东“北大

门”、京津“南花园”，华北经济圈、华东

经济圈、 环渤海经济圈和中原经济区

交汇地。 以德州为中心，300 公里内辐

射北京、天津、济南、石家庄、太原、郑

州等 30 座大中城市， 人口近 3 亿，具

有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广阔的消费市

场。

从空间布局上看， 生态科技城表

现为“一核、两区、多园”。“一核”，即以

京沪高铁德州东站为核心的高端商务

区，重点发展科技、商务、金融等产业；

“两区”， 即减河生态功能区和马颊岛

生态度假区，重点发展教育、医疗、养

老、居住、旅游、度假等产业；“多园”，

即多个现代产业园区， 重点发展新能

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食品加工、现代物流等产业。

到目前为止，美国威讯半导体、广

药产业园、 中商智慧产业总部等一批

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大项目纷至沓来，

入区项目累计突破 1000 个。 张江（德

州）高新科技合作示范园、台湾光电科

技产业园、首都（德州）经济产业园渐

次落地生根，“区中园”、“飞地经济”全

面突破。

浙江中康能源低碳产业城项目负

责人丁臣炉认为， 德州拥有了一线城

市的便利和优质的政务服务环境，非

常适合企业落户。

在德州颖雨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学庆看来， 德州中小型生物科

技企业发展迅速。 政府对于发展生物

医药产业给予的坚定支持， 是公司快

速发展的关键因素。

数万百姓受益

科技城的飞速发展， 也惠及了辖

区内的百姓。

现在，科技城辖区内的居民收入

全市最高，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

险个人免费、农民参加城乡居民养老

保险政府补贴、 太阳能进村入户、大

社区建设等惠民政策、民生工程情暖

民心，教育、卫生、文体等各项事业健

康发展，群众幸福指数持续攀升。

为将科技城打造成宜居宜商之

地，两年来，德州经济开发区投入 200

多亿元加强配套设施及平台的搭建，

全面加快了新区基础设施建设， 重点

实施了大路网、 大社区和大配套三大

工程。

在“大路网”建设上，在过去一年

多时间里共完成了“六横五纵一外环”

等 12 条城市主干道路建设， 总里程

110 公里，当年全部竣工通车。 不久前

又实施了岔河和减河“两河四岸”滨河

路建设， 通车后整个新区路网四通八

达、畅行无阻。

为做好“大社区”建设，有关部门

对规划区内 83 个村庄整体搬迁改造，

集中建设 9 个大社区， 涉及居民 2 万

户、6 万多人， 总建筑面积 500 多万平

方米。

大配套。 水电气暖通信等与路网

同步到位，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正

在加紧实施。 目前， 新区已全部实现

“九通一平”，具备了净地待商的条件。

从人文环境上看， 生态科技城建

设了国家级减河生态湿地、 马颊河生

态岛等精品生态景区， 打造了大外环

快速通道等特色道路绿化工程， 绿化

覆盖率达 38.7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4.27 平方米，绘就了“城在林中、街在

绿中、人在景中”的绿色画卷。

德州区位交通优越， 各类开发园区平台载体完

备，特别是生态科技城这个招商引资主战场，规划面

积 150 平方公里，全部实现九通一平，这样的区位交

通、 载体平台为招商引资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2014

年 12 月陵县撤县划区， 中心城区规模和人口成倍扩

大，进一步提升了德州开放层次，为承接产业转移提

供了更大的平台。结合京津冀一体化规划，“一圈一带

一区”的政策叠加优势，以及新型城镇化的全国试点

市，让前来投资的客商，从跨进德州的第一天起就能

享受德州天然的资源禀赋优势。

区位交通优势

德州处于华北、华东两大经济区连接带和首都经

济圈、黄河三角洲以及“大京九”经济开发带的交汇区

内，自古就有“九达天衢、神京门户”之美称。 是华东、

华北重要的交通枢纽和鲁西北、冀东南商品物资集散

中心，京沪高铁、太青客运专线、德龙烟与已有的京

沪、邯济、石德铁路形成三纵三横铁路交通网。 德滨、

济乐、德商高速公路与已有的京沪（福）、济青、济聊

高速公路形成三纵三横高速公路交通网，是全国重要

的交通运输主枢纽城市。 乘坐京沪高铁，一个小时就

可到达北京。

载体平台优势

全市现有 1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 12 个各

具特色、优势互补、功能完备的省级开发园区，均实现

“九通一平”。 土地指标供应充足，通过“两区同建”每

年可置换工业用地 3 万亩。 作为承载生产基地的载

体，可根据投资方要求选择最佳的落地载体。 德州生

态科技城规划面积 150 平方公里，为新型产业集聚区

和外向型功能拓展区。

生产要素优势

主城区产业园工业用地最低标准九等为 204 元/

平方米，县市区开发区工业用地最低标准十等—十五

等为 168—60 元/平方米。 人力资源丰富，一线工人月

工资 1500 元—2500 元左右，社会保障按市政府规定

执行。 水电气价格按三线城市标准执行。 同时，周边

以 300 公里之内总人口近 3 亿，消费层次高，消费潜

力大。

人文环境优势

德州历史悠久、地灵人秀。 是龙山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齐鲁文化、燕赵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源远

流长。 秦汉以来一直为历代郡、州、府、县治所，明清

时期是全国 33 个工商业大城市之一， 有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 德州以“德”为名，自古就有尊德、尚信

的历史传统。 近年来，德州全力打造“政策洼地、服务

高地、安全宝地”的优良环境，叫响了“厚德载物、创

业之州”的环境品牌。

产业配套优势

2010 年以来，德州市委、市政府重点打造具有较

好产业基础的农副产品（食品）深加工、装备制造、绿

色化工、纺织服装四大优势产业集群，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的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新材料、电子信

息四大新兴产业集群，以及商贸科技金融、文化旅游

两大现代服务业集群。 通过延伸产业链条、壮大产业

规模、 提升产业层次， 初步形成了以皇明、 中立、日

新、远大等为龙头的新能源产业，以景津、中国节能、

中大、奇威特、亚太等为龙头的节能环保产业，以德

工、普利森、联合石油、方向机等为龙头的机械装备制

造业，以海利安生物、江口生物、阳光生物等为龙头的

生物产业，以晶华、中国建材等为龙头的新材料产业，

以双汇、光明、巨嘴鸟等为龙头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以

波司登、中合服饰等为龙头的纺织服装业等特色优势

产业集群。 目前德州市有民营企业 1.55 万家，可以为

落户的企业提供必要的上下游相关产业配套、 产品、

技术资源、消费市场主体等因素的支持。

天然禀赋

客我共享

投资德州

李峰

集声光电于一体的德州市生

态科技城展馆，位于高铁德州东站

站前广场北部、生态科技城核心区

内，是德州新的城市名片和展示窗

口。 1月 20日，《中国企业报》记者

透过这个窗口，直观感受了德州市

“一核、两区、多园”的战略部署。

记者在“概述厅”里，讲解员采

用互动桌、触摸屏等方式，介绍了德

州概况、历史沿革、荣誉名片、经济

技术开发区发展历程及成果；在“优

势厅”里，讲解员又向记者展示了德

州战略机遇、区位、资源、交通、环

境、科技人才、生态宜居 7大优势；

穿过“优势厅”来到“产业厅”，讲解

员重点讲解了德州市四大传统产

业、四大新兴产业、两大现代服务业

等十大产业集群和十大主导产业

发展情况；最后，当记者一行来到了

“规划厅”，通过影片、灯光与沙盘联

动技术，将德州生态规划发展情况

“震撼”呈现。

展馆讲解员介绍，德州生态科

技城规划面积 118 平方公里，为

“一核、两区、多园”空间布局。 其

中，“一核”即以京沪高铁德州东站

为核心的高端商务区，重点发展科

技、商务、金融等产业；“两区”即减

河生态功能区和马颊岛生态度假

区，重点发展教育、医疗、养老、居

住、旅游、度假等产业；“多园”即现

代产业园区， 重点发展新能源、新

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食品加工、现代物流等产业。

参观者在移步换景中感受

到， 一个宜居宜业的现代园区跃

然于前。 （江金骐）

高科技的“城市名片”

德州地处黄河故道，德州之“德”源

于“德水”，德水为古黄河别名。

德州历史悠久、地灵人秀。 是龙山

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大禹、“射日” 英雄后羿、“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滑稽之雄”东方

朔、大书法家颜真卿、邢侗等都在这里

留下了历史印迹。 德州扒鸡、金丝小枣、

保店驴肉、德州黑陶等地方特产驰名海

内外。

德州区位优越，处于华北、华东两

大经济区连接带，享受“一圈一带”、首

都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黄三角高效

生态经济区五大战略带来的政策红利，

兼具沿海与内陆的双重优势。 全市 19

条国省道四通八达，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到 2万多公里，是全国重要的交通运输

主枢纽城市。

德州经济发展充满活力，是全国城

市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城市， 是著名的

“中国太阳城”、“中国功能糖城”和“中

国中央空调城”、“国家新能源示范城

市”、“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国家火

炬计划新能源特色产业基地”、“低碳中

国突出贡献城市”、“生物产业国家高技

术产业基地”、“国家可再生能源建筑应

用示范城市”。

近年来，德州经济社会保持了平稳

较快健康发展的好势头。 2014年预计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 2650亿元，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 171.3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农民人均纯收入等主要经济社

会发展指标增幅位居全省前列， 初步探

索出了一条既符合科学发展观， 又适合

自身实际的发展之路。

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同时，坚持

生态优先、环保先行，生态环境不断改

善、生活环境不断提升，是“中国最佳人

文宜居品牌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城市”、“国家园林城市”、“中国旅游

城市”、“中国生态道德教育基地”，也是

全国第一个成立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的地级市。

德州市委市政府于 2014年确定了

当前和今后的总目标是：推动科学发展

跨越发展、 建设幸福德州美丽德州、与

全省同步提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着力

打造综合实力领先的区域中心、特色突

出的产业名城、优势明显的区域文化高

地、共享幸福的美好家园。

为实现目标， 重点实施产业强市、

文化立市、科教兴市、生态美市、惠民安

市五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型

城镇、民生保障三大体系。

重点抓好六个方面工作： 一是坚

定不移地培植十大产业集群。 全力实

施主导产业集群推进计划， 重点打造

具有较好产业基础的农副产品（食品）

深加工、装备制造、绿色化工、纺织服

装四大优势产业集群， 具有较大发展

潜力的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生物技术、

新材料、电子信息四大新兴产业集群，

以及商贸科技金融、 文化健康旅游两

大现代服务业集群； 二是坚定不移地

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 三是坚定不移

地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四

是坚定不移地构建宜居宜业生态德

州； 五是坚定不移地推进幸福德州建

设； 六是坚定不移地建设人民满意政

府。

特别是李克强总理来德视察，更为

德州增加了干事创业的动力。 德州将努

力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四基地一屏障，即

产业转移基地， 科技研发成果转化基

地，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动力培训、转

化基地，生态屏障。 争取在全国的新型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创出先进

经验。

“中国太阳城”融入首都经济圈

太阳谷，生态城

德州观察

李峰

记者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