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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步联动”打造“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新高地
王冰林王锡坤

聚焦企业发展痛点堵点，对症下药、
精准施策，着力解决企业“成长中的烦
恼”。一是优平台。高标准规划建设“一
区四园”，加快集群集聚，带动 92 家“专
精特新”企业发展成为规上企业，2023
年规上“专精特新”企业产值同比增长
30.2%。像节能环保产业园，引进中节
能、南大环境等头部资源，组建成立“北
方环境医院”，一站式提供问题诊断、方
案制定、设备生产、日常运维等全链条服
务，2023 年园区入选山东省十大生态环
保产业特色园区。二是解难题。深化服
务企业专员制度，探索创新“企业超市”

“专员超市”“驻企专员”等特色做法，累

计帮助企业解决困难问题1万余个。着
眼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组织 200 余家
企业负责人参加“工业互联网赋能”“战
略管理与股权激励”等专题培训。三是
提效能。以集成办、跨域办、一次办为重
点，首创“云预审”服务系统，开发“云帮
办”服务平台，推出“零见面”审批事项
461 项。比如，围绕服务埃尔派企业新
上项目，及时为企业落实土地指标、办理
开工手续、配套电力专线，实现拿地即开
工，3.5万平方米车间从开工到建成仅用
时3个月。

（作者单位：潍坊市改革发展研究中
心、中共安丘市委办公室）

精细服务，塑造“专精特新”企业“好生态”

聚力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推动
“专精特新”“蝶变升级”。一是聚焦数智
赋能。紧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主
线，加大智改数转力度，引进海尔卡奥斯
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企业制定数字转型
方案，全力打造数字车间、智慧工厂。目
前有17家企业上榜山东省数字经济晨星
工厂、数字赋能优秀产品、数字经济重点
项目，盛祥智能制造等7家企业被认定为
山东省数据管理贯标试点企业。二是聚
焦要素赋能。坚持要素跟着优质企业、
重点项目走。围绕破解土地难题，编制
总面积 5800 亩的土地成片开发方案，完
成企业供地 2200 余亩；围绕破解金融难

题，引导金融机构简化信贷流程、开发信
贷产品，共为95家企业发放贷款近30亿
元；围绕破解人才难题，制定出台“校聘
企用”“人才飞地”等配套政策。三是聚
焦市场赋能。支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参加国内外各类产品展销会，发展更多
代理商和合作伙伴。深入推进“我为企
业找订单”，常态化举办“互配互采”洽谈
对接会，提高企业产品“地产地用、地产
地销”比例，形成“互为上下游、形成产业
链”发展格局。2023年共发布五批176家
企业 284 种优势产品目录和 126 家企业
274种配套需求目录，地产互采金额超50
亿元。

精确赋能，推动“专精特新”企业“开繁花”

实施中小企业“育苗扶壮”行动，做优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文章，鼓励企业练就

“独门绝技”、打造“拳头产品”。一是引导
企业技改上新。设立技改引导基金，支持
中小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目，仅2023年就
有30个项目入围山东省技术创新项目，68
个项目纳入山东省市级技术改造导向目
录，争取技改贴息等专项资金 1700 余万
元。二是引导企业科技创新。深入推进

“揭榜挂帅”等科创活动，鼓励企业加快自
主研发，像金鸿新材，持续专注防弹陶瓷的
生产研发，其军用防弹陶瓷国内市场占有
率达到80%以上，民用反应烧结碳化硅市

场占有率国内第一，荣获山东省第九届省
长质量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持续
深化产学研合作，常态化组织企业到高校
院所对接，促成蓝想环境—西安交通大学

“能源高效利用技术及装备研究中心”、华
涛食品—江南大学“淀粉质食品联合实验
室”等校企平台建设。三是引导企业模式
革新。全力推进智能制造、跨界融合，支持
企业加快从单一产品供应商向综合服务商
转变。比如，博阳机械通过制定培育方案，
引导企业向智能仓储供应商转型，实现由
卖设备到卖数字化生产线的华丽蝶变，获
评山东省智能制造标杆供应商。

精准滴灌，促进“专精特新”企业“扎深根”

突出分类指导、量身定制，引导企业
“破局出圈”。一是遍访企业选。每年初组
织开展遍访企业行动，起底式摸排全市600
余家中小企业，从产业、技术、市场等维度，
对企业成长趋势进行科学评估和精准研
判，逐一完善信息档案，将创新能力强、成
长势头好的中小企业，建立台账、统一管
理。二是专项小组筛。成立“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专项小组，组织工信、发改、科技等
主管部门，通过大数据分析近三年企业营

收、研发投入等指标，深挖一批在细分领域
业态层次高、科技含量高、市场占比高的中
小企业，建立“专精特新”企业“种子库”。
三是一企一策育。对纳入“种子库”企业，
聘请第三方机构制定个性化培育方案，帮
助企业厘清发展方向、发展定位、发展规
划。实行“企业管家制度”，对企业在增资
扩产、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进行动态
跟踪服务。目前，库内企业已有146家获评
省级以上“单项冠军”“隐形冠军”等荣誉。

精心筛选，建立“专精特新”企业“种子库”

山东潍坊安丘坚持把培育“专精特新”
企业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抓手，精
心筛选、精准滴灌、精确赋能、精细服务，全

力打造“专精特新”企业新高地。目前已培
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8家、山东省制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2家、山东省瞪羚企业
13家、山东省“专精特新”企业64家、山东
省创新型中小企业100家。

物流行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支柱之一,集运输、仓
储、货代和信息产业于一体,为国
民经济提供了全方位、多层次、
综合性的服务。而在这个蓬勃
发展的领域中，荣民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物流项目总经理史彬凭
借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深厚的专
业知识，陆续研发了“基于区块
链技术的准实时货物交付验证
系统”“可视化物流大数据分析
系统”“优化物流运作规划与资
源调配的预测性分析模型软件”

“智能货物装载优化系统”等一
系列原创性成果，极大助力了物

流行业的快速发展。
深耕行业多年，史彬的职业

生涯取得了多个令人瞩目的成
就。然而，这些成就并非一蹴而
就，而是源于其坚毅的品质和对
物流行业的深刻理解。

据悉，史彬研发的“基于区
块链技术的准实时货物交付验
证系统”为物流运输行业带来了
革命性的变革。其通过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成功地提高了货物
交付的安全性和准确性，为客户
提供了无可挑剔的服务保障。
而他研发的“可视化物流大数据
分析系统”则让大数据的应用成
为可能。这一系统不仅能够全
面监测和分析物流过程中的关

键数据，还能为企业决策提供即
时而准确的信息支持，可较大提
升物流运营的效率和成本控制
能力。

史彬的专业才能还体现在他
独创的“优化物流运作规划与资
源调配的预测性分析模型软件”
上。据介绍，这一软件通过利用
先进的算法和模型，能够准确预
测和优化物流运作中的各项指
标，为企业提供高效的运营策
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
用。此外，他研发的“智能货物
装载优化系统”也为物流行业带
来了全新的装载方案。这一系
统通过智能算法的运用，能够优
化货物的装载方式，最大化地利

用运输空间，降低运输成本。
作为一位杰出的企业领导

者，史彬善于分析形势，准确把
握发展方向。敏锐的洞察力使
他能够在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
下迅速捕捉到商机，并制定出切
实可行的战略规划。不论是在
物流园区项目的规划与运作中，
还是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史彬总
是能以卓尔不群的智慧和决策
力创造出不俗的业绩。

史彬相信，创新技术与创新
思维将会为物流行业带来前所
未有的变革。因此，他一直致力
于积极推动物流业务的数字化
转型，花大力气投资于物联网、
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领域的

研究，以期引领行业向智能化、
自动化方向发展。

在钻研工作之余，史彬还积
极参与公益事业，关注社会贫困
与教育问题。多年来，他持续捐
助大量物资，支持贫困地区的青
少年教育，展现了一个优秀企业
家的社会责任感。

业内专家表示，史彬作为一
位杰出的物流项目经理，不仅在
事业上展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和
才华，更是以其睿智的眼光和高
尚的品质，为物流行业树立了
榜样。

展望未来，史彬表示，将会
继续为行业发展贡献力量，书写
出更加辉煌的物流业新篇章。

荣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物流项目总经理史彬：

科技赋能 推动物流行业加速数字化转型
李昊琦

在当今医疗行业，科技的迅
猛发展正引领着一场深刻的数
字化转型。这不仅是对传统工
作流程的革新，更是对医疗服
务未来模式的重塑。在这样的
大潮中，内蒙古玖草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宇敏凭借
其在医药领域的深厚经验和创
新能力，在引领公司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中稳步前行的同时，

更是不遗余力地以创新科技助
力医疗服务提升。

王宇敏研发的四款创新成
果相互关联，共同构建了一个全
面的医疗行业数字化解决方
案。其中，“基于医疗器械应用
和管理的平台”利用先进的技术
手段，结合了医疗器械的特点与
需求，提供了一种便捷和高效的
管理解决方案。通过该平台，医
疗行业可以更好地管理和监控
医疗器械的使用情况，大大提高

了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和服务
质量。最重要的是，该平台提供
的数据分析和报告生成功能，可
以帮助医疗机构更好地了解和
优化设备使用情况，为医疗决策
提供科学的依据。

“基于精准医疗数据分析和
处理的平台”则是提供了一种
高效和准确的方法来分析和处
理大量的医疗数据，并将大数
据和个体基因组数据结合起
来，帮助医生更好地了解患者

的病情和特点，快速分析和处
理患者的医疗数据，进而为患
者提供个体化的诊断和治疗建
议。此外，该平台还可以提供
基于数据分析的疾病风险评估
和预测，帮助患者更好地预防
和管理疾病。

王宇敏的最新一项研究成
果是“基于医疗器械远程监控
和运维管理的平台”。传统的
医疗器械管理和维护方式存在
着诸多问题，如时间成本高、效

率低等。然而该平台利用互联
网和物联网技术，通过远程监
控和数据分析，可以助力医疗
机构及时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
和运行状况，及时采取维护和
修复措施，保证了医疗服务的
质量和连续性。

展望未来，王宇敏表示，将
会通过不懈努力，继续为医药行
业带来更多的创新和突破，并与
更多的医药行业从业者一道，共
同推动人类健康事业的进步。

内蒙古玖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宇敏：

“拥抱”数字化浪潮 重塑医疗服务模式
王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