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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德州高新区所在市，山东省禹城
市，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我们高新
区也连续两年被评为火炬统计工作先进单
位，成功跻身‘中国产业园区创新力百强’行
列，在科技服务业工作上扎实推进，先后获
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生物制造创新型
产业集群试点。”山东省禹城市政府党组副
书记、德州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
务副主任周亮介绍说。《中国企业报》记者从
德州（禹城）国家高新区获悉，2017全年实
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777.8亿元，同比增
长9.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比重的48.12%。德州国家高新区
正肩负创新驱动、战略升级的责任与担当，
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蓄势奋进、跨越
赶超，努力跑出“加速度”。

“高、新、特”
定调产业发展
现代前沿的企业，交错纵横的道路，高

档舒适的社区，先进的科技孵化器，高效的
政务服务中心、人力资源市场。山东德州
国家高新区党工委委员、招商局局长毛成
伟指着正在建设的场地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说，这里中央创新区、产业集聚区、科金
产融合创新平台等新兴业态正在崛起，一
座崭新的科技产业新城已初具规模。高新
区自1999年启动建设以来，高端产业快速
发展，园区功能日益完善，科技成果得到加
速转化。

为提升园区承载功能，优化产业集群发
展空间，该区立足自身实际和产业基础，高
标准规划了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
材料等产业园区，并完善《产业发展规划》，
形成了“大力发展生物产业、提升发展高端
装备制造产业，积极培育环保、光伏等新兴
产业”的良好格局。

德州国家高新区坚持“高、新、特”产业
定位，依托生物产业特色，通过建设创新型
特色园区的路径，成功叩开了“国家队”的大
门。数据显示，汇源、比利时焙乐道、日本杭
化哈利玛、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驼
人集团等共引进103个外来优质项目前来
落户。园区发展犹如一盘棋，只有找到一条
最为适合的路径，才能子落天元、满盘皆赢。

“大、高、强”
助力链条延伸
发展产业集群，既要有外来项目激发活

力，也离不开内生动力引擎带动，该区坚持
壮大本土企业和引进外来项目“双拳出
击”。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
宗利介绍说，“作为区内生物产业的领军企
业，我们将依托高新区这一更加宽广的平
台，围绕‘中国生物谷’建设目标，向产业链
高端进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
群。”大力实施产业提升工程，成立产业推进
领导小组，设立产业发展基金，引导企业上
马新项目、研发新产品、拓展新市场，鼓励企
业联姻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央企强企，选准
路径、借势发展。

鲜明的产业特色和闪亮的“国字号”名
片让这里的招商引资更有底气和资本，立
足园区，提出“专业招商、产业招商、精准招
商”的理念，不仅看项目的“量”，更要看项
目的“质”。该区专门制定了招商引资任务
清单和负面清单，根据产业规划及发展要
求，围绕重点项目和重点区域开展定位招
商。甘肃伟日生物项目就是该区围绕生物
这一特色产业引进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
投资7.1亿元，年可生产乳酸链球菌素6000
吨、乳酸钠6万吨，进一步壮大了生物产业
集群。

以本土骨干企业为主线，延伸链条抓配
套，集中优势引进产业链上的大项目、抱团
发展。通裕重工是区内装备制造龙头企业，
通过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围绕产业链条延

伸和产品的加工配套，先后引进了陕西福宝
铸造、济南二机床、宝世达电缆、天辰机器、
三裕风电等大批高端装备制造项目，形成了

“一家龙头引来一批企业，一批企业带动一
个产业”的发展格局。

科技引领
点亮产业集群
高新区成立18年来，园区面积从起步

区3.5平方公里，到如今的规划面积68.15平
方公里。如今，高新区企业数量约占全市总
量的90%，税收约占全市总量的80%，财政
收入约占全市总量的70%，在占全市7%的
版图上，创造了全市80%的经济总量，已成
为全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

如何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强
势？高新区围绕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
业化，借助“两院两站”的科技力量，保龄宝
公司、福田药业、龙力生物率先实现了木糖
醇、低聚糖、低聚木糖、阿拉伯糖、超高麦芽
糖等功能糖的研发生产，开创了我国功能糖
工业化生产的先河。通过政策支持，科技、
资金、人才等要素的投入，园区以功能糖为
重点的生物产业集群初步形成。目前，全区
企业数量达到386家，其中生物产业集聚企
业49家，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聚企业62家，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企业78家，培育高
新技术企业17家，上市、挂牌企业12家。高
新区就像一块强力磁石，汇聚越来越多的高
端项目，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

今年，德州政府、禹城市政府提出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问题，
提出了“传统产业提升”计划和“新兴产业倍
增”计划，还将继续实施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为动能转换、产业发展解决关键性难题，促
进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技术、高端装
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助力。德
州（禹城）国家高新区将以此为指引，继续发
挥好创新引擎作用。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建筑行业市场持续
低迷。“三期叠加”的新常态期，企业之间竞
争越来越大、生存发展空间被无限压缩。但
在广东东信润北京分公司副总经理闫文广
看来，这恰恰是企业自我“修炼”、自我调整
的一次契机。

“市场趋冷，促成了建筑企业市场的重
新布局。而这对于施工企业来讲未必是一
件坏事。”闫文广表示，“我们‘自练内功’，通
过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帮助企业实现‘弯道
超车’；积极向国家重大项目靠拢，使军民融
合项目落地坐实。”

练内功 强外功
对于施工企业来讲，质量就是生命力，

管理就是生命线。
“过去几年，建筑行业经历了连续下

滑的低谷，产能过剩，风险急剧叠加，频现
关停并转和收编重组成为‘新常态’。面
对大环境下的发展瓶颈，企业也进入‘调
养生息’期，如今已蓄势待发。”闫文广表
示，经过几年的“内功修炼”，现在到了“外
功”显现之时。“我们时刻以市场为导向，
不断调整、更新、提升自己的基础施工能
力，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实现质量增长，
使内部战略调整和外部市场环境相互融
合；通过不断调整运营方式、商业经营模
式、资本融通模式、项目管控模式等方面
加快创新力度。”

同时，闫文广也表示，企业无论如何
发展转型，质量才是立身的根本。“从国内
走向国际、从单一到多元发展，无论是智
能升级还是新商业模式探索，广东东信润
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始终坚持打造
一流项目为目标。结合市场实际，构建属
于自己的新格局，走出自己独特的稳健发
展之路。”

“公司要以工程总承包为切入点，带动
设计咨询、工程施工、装备制造、运营管理
等全方位技术、设备和标准‘升级换代’，巩
固提升企业在产业链、业务链中的地位。
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运营一体化进程。”
闫文广说，“广阔的发展前景和增长空间，
同时也蕴含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这就需要
我们把发挥外部资金、资信优势与内部技
术、人才优势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实践新的
合作方式，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速落
地。”

探索军民融合项目落地
在基础设施建设唱“主角”的背景下，建

筑业全面转型已成为当务之急。
“近些年，我们实施多元化经营战略，能

有效地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培育新的利润
增长点；通过不断扩展企业发展空间与领
域，帮助企业实现战略性转型。特别是在靠

拢大项目、军民融合项目，使企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闫文广说。

据悉，2017年被称为我国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元年。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双向支
撑拉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将呈现在组织管
理、工作运行、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

“想在军民融合项目上有所作为，企业
非常有必要进行机制创新，积极探索项目落
地坐实之路；加强军地对接，加快适合军民
深度融合的战略布局，加快形成全要素、多
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闫
文广说。

作为工程施工单位，广东东信润建设有
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也积累了大量的施工经
验，目前承建着一个国家重大施工项目。“在
这个项目的带动下，企业也将由施工总承包
向工程总承包转型，由单纯以施工为主业的
企业，向国际型工程承包商转型。”闫文广表
示，对打造建筑业核心竞争力的初心，他们
始终如一。

德州（禹城）国家高新区
科技引领获批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本报记者 马国香

通讯员 臧鹏飞 高鹤

建筑企业切准项目探索军民融合路径
本报记者 石岩

（上接第十版）

“智能工厂”助推
智能制造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企业联合会和德稻集团联

合打造的“智能制造领航班”上，江苏南
通中远海运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的

“智能化工厂”，给人印象深刻。
作为2015年国家工信部认定的全

国船舶行业唯一的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项目，早在2007年，南通中远海运川崎
船舶工程有限公司便超前谋划，着手生
产、设计业务流程的信息化改造，实施
信息化和工业化两化融合战略，并在此
后获得“江苏省两化融合示范企业”称
号。2012年开始积极寻求突破，将扩
大机器人应用和实施生产线改造等智
能制造手段作为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
融合的切入点，以大幅降低人工成本、
减轻劳动强度、改善作业环境、提高生
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持续提升企业
竞争力。目前已建成6条机器人生产
线，智能制造的示范经验在系统内外、
船舶业界得到了一定的辐射和推广，为
中国船舶行业提升船舶制造水平和能
力提供了有益的尝试。

2018年新年伊始，南通中远海运
川崎船舶工程有限公司建造的国产首
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2万TEU
级集装箱船成功命名交付。该船是南
通中远海运川崎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船
型，为目前中国船厂完工交付的最先进
集装箱船。这是南通中远海运川崎继
2013年自主设计完成13386TEU系列
集装箱船建造之后又一力作，不仅再次
刷新我国完工交付最大箱位集装箱船
纪录，也标志着中远海运重工跻身超大
型集装箱船建造世界第一方阵。

“智能制造领航班”部分企业学员
表示，通过技术的学习，更凸显出管理
部门和研发部门、管理部门和信息化部
门合作、协调的重要性。北京理工大学
机械与车辆学院副院长宫琳建议，每个
行业和企业都具备特殊性，“关键是形
成一个逐渐的机制，逐步提升迭代的过
程”。

靠拢国家重大项目 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