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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地区生产总值目标

是1500亿，2016年总量要达到900

亿，其中增量48亿；2017年总量将

增加到 1100 亿，增量 160 亿……

在合肥经开区经贸局局长张露的

办公室内，贴着醒目的经济发展

分解指标一览表，有些指标详细

到增量投资所需利用地面积。

“合肥经开区作为中部老牌

的工业经济主战场，经济结构优

化和发展方式转变是新一轮发展

的关键。”在该区管委会主任杨伟

看来，经济下行压力下，合肥经开

区要培育新一轮发展动能，还要

加快建立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

适应的体制机制，以改革的意识

谋划产业创新发展和产业政策转

型顶层设计，全面打造新型工业

化的主引擎。

顶层设计
生成“清单制”
从 2016 年开始，张露就牵头

做起了全区的任务分解，“根据

‘十三五’的目标倒排，将每一年

的任务明确，然后倒逼落实。”

面对园区“十三五”发展目标，

合肥经开区采取“清单式”的指标

任务梳理方式。“发展目标、生产结

构、甚至包括管理体制机制等，都

要进行一一分解。”张露说，比如有

一项指标是引进10个项目，那么不

仅要想办法引进项目，项目后面的

土地供应、市政配套等支撑也都明

确到部门、明确到地点。

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推进国

际合作园区建设，也成为合肥经开

区的重要规划设计内容。“在国际

合作产业园内，还将打造国际社

区、完善生活配套，以高起点的设

计建筑标准，打造国际化的基础设

施配套，为外资企业量身打造标准

厂房，增强吸引力，推动国际合作

产业园取得实质性进展。”

调结构转方式
打出“组合拳”
去年 12 月，合肥经开区打出

“调转促”的组合拳，促进企业增

效升级、绩效综合评价、低效闲置

用地清理处置、闲置厂房管理四

大政策出炉。这种把促进企业发

展、规范经济运行上升到制度层

面的做法亦在全省领先。“目前我

们对闲置厂房管理已启动，马上

就要启动对企业分级考核，请第

三方机构来评分，梳理出来的低

效土地将进行项目嫁接等，提升

使用效率。”张露说。

同样在去年，位于该区的日

立第二工业园被回收了 628 亩土

地打造装备制造园，随后哈工大

机器人、龙讯半导体等代表尖端

科技和产业未来的项目进入园

区。张露认为，这样的整合和升

级将在未来继续。“还有民营园、

人力资源园、双创园，一共4个园

中园都要转型升级，通过项目撬

动形成新的产业机构和有特色的

新园区。”

创新突破
推行“定制化”
推进企业不断创新，合肥经开

区将此视为己任。“企业转型升级，

产品研发、技术革新是最关键的环

节。”该区科技局局长胡文亮表示，

传统的促进工业化政策，在转型发

展的新阶段或已略显粗放。“今年

想做一些改变，根据企业特点和新

阶段发展需求，在政策上进行有针

对性的引导和支持。”

一个生动的案例来自该区应

流集团，这家过去以基础铸造起

家的小厂，目前正在攻克航空领

域相关技术，研发制造出一些高

尖端的关键材料。胡文亮说，像

这样的企业面临的研发资金压

力是相当大的。而该区另一家

企业纳威司达也面临同样的创

新研发压力，“尾气排放的标准

要求越来越高，刚按照国 4 的标

准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做研发，

产品还没投入市场，新的国 5 标

准就出来，又要去进行新一轮的

研发。”公司研发部的负责人如

是说。

针对这些情况，如果用传统

的奖补标准和考核指标，研发、创

新可能还未产生经济效益和贡

献，可能落实兑现不了。合肥经

开区采取精准发力的办法，对诸

如上述问题力求扶持政策“定制

化”，对研发和创新的投入，研究

了新一批奖励政策和补贴方法，

对企业自主创新颇具针对性。对

此，胡文亮深有体会，“对于经过

此前一轮深度发展，上一波政策

优惠期衰减或即将结束，能否收

获未来发展新动力，政府对政策

和制度的设计非常关键。”

对企服务
升格“管家式”
用工、融资、政策兑现、安全

生产、厂房求租……做全覆盖的

专业服务，合肥经开区提出既要

做企业的“保姆”，更要做企业的

“管家”。

企业发展需求最迫切的方

面，从去年开始，都可在经开区企

业服务平台上找到相应的部门和

服务。杨伟介绍，区内将打造对

企服务的7大子平台，截至去年底

已完成了3个。“下一步还要将安

监、财政、科技、人事等部门纳入

平台，对企业服务进行统一反馈、

限时办结。”利用平台让企业间也

形成互动，在产品对接、上下游补

链上尝试合作，从而实现全区企

业间的呼应发展。

新阶段，合肥经开区提出了

对企业服务的目标是从“保姆式”

服务提升为“管家式”服务。“从企

业的战略规划、产品设计阶段就

要提前介入，不仅要事后协调、更

要事前提醒。”

日前，随着安徽省政府一纸

批复的到来，走过 14 年发展之

路、离市中心最近的合肥庐阳工

业区，正式更名为合肥庐阳经济

开发区。“名称上的简单变化，却

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在

其负责人看来，这一更名的背

后，无疑是对近年来庐阳工业区

致力转型升级、推动产城融合显

著成效的肯定。

围绕打造全省高技术服务业

示范区的构想，依托智慧产业示

范基地、转型升级示范基地、新

兴产业示范基地和产城融合示

范基地等“四大基地”的建设，刚

刚过去的 2016 年，庐阳工业区各

类平台载体建设加快推进，打造

“育苗器—孵化器—加速器—科

技园区”一条龙的科技创新培育

链条日趋成熟。

在 新 项 目 、新 业 态 发 展 方

面，2016 年庐阳工业区的成绩单

也可圈可点：安龙基因项目计划

在这里搭建一个集医学检验所、

司法鉴定所及三类医疗器械生

产车间于一体的综合性生物医

学转化应用产业平台；瓜子二手

车直卖网项目旨在建立涵盖二

手车买方、卖方、资产评估以及

车辆消费金融数据云平台，以数

据化精准服务为支撑全力打造

庐阳车后产业生态体系。

“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转型升

级，对这里的空间载体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而上述成绩的取

得，得益于我们‘腾笼换鸟’步伐

的不断加快。”该负责人说，他们

坚持把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

平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

点，对园区土地利用低效的企业

进行梳理分类，制定闲置土地清

理和低效土地改造方案，为符合

园区新一轮发展定位要求的企

业、项目等腾出空间。“同时，我们

在园区市政道路、绿化等基础设

施建设上也不断进行优化和完

善，全方位提升园区形象。”

在做好“硬功夫”的同时，园

区的“软力量”建设也同步跟上，

助推园区发展。筹建一年左右

的庐阳区产（创）业服务中心，近

日正式在园区揭牌成立，该中心

将通过五大专业化服务平台（政

策咨询与推送、投融资服务、产

业转型升级服务、创业服务）和

五大社会化服务平台（综合服

务、工业设计、人力资源、公共技

术、产权服务）相结合的方式，以

服务园区各类投资企业为起点，

逐步辐射覆盖全区，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优化发展环境，让更多

新“种子”项目孕育成长，让更多

企业发展壮大。

合肥庐阳工业区正式更名为庐阳经济开发区
赵明张晓梅

合肥经开区以改革意识培育新动能
本报记者 张晓梅 / 李长龙张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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