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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转型发展中的济宁经济比作一只振翅飞翔的大鹏，信息
产业和绿色旅游俨然就是其矫健的双翼，引领济宁飞向更加高远的
胜景。

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山东济宁市显示出逆势上扬的
增长势头。今年1至10月份，电子信息制造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同
比增长 22.3%，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长 133.2%，全市信息产业
重点企业发展到 580 家；今年上半年，济宁市接待国内游客 2869.8
万人次，同比增长 8.65%；实现游客消费收入 262.4 亿元，同比增长
13.8%，增长率高于山东平均水平。

信息产业已经成为济宁转型发展的强力引擎，而旅游业正成为
济宁绿色发展的崭新亮点。“创新+绿色”的转型发展实践引起省内
外的高度关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济宁模式”。

IT巨头齐聚济宁

今年上半年，英特力与IBM合作的自主安全高性能服务器生产
线首批产品在济宁高新技术开发区成功下线，结束了国产服务器无

“芯”的局面；华为济宁云计算数据中心项目签约，开启了区域大数
据时代；山东省信息产业职业教育集团成立，惠普联手 35 所高校拓
宽 IT 人才的孵化疆土⋯⋯近年来，这片兴业热土就像一块吸力巨
大的磁石，吸引了多家国内外知名IT企业携资金、携技术、携人才，
纷至沓来、齐聚于此。历经凤凰涅槃的济宁信息产业“集聚效应”迎
来了集中爆发的“黄金期”。

如今，信息产业已为济宁实现摆脱煤炭依赖、加快转型发展提

供了战略抓手和有力支撑。2015年，济宁市被正式确定为山东省信
息产业发展基地。

转型发展，人才是关键。济宁市坚持人才优先发展战略，相继
出台鼓励创新、吸引高层次人才系列优惠政策。通过建立科技人才
培养基金，设立科学技术最高奖，投资建设人才联盟、大学园和大学
科技园、人才公寓，完善人才评价考核机制等措施，努力营造一个引
得来、留得住、发展得好的人才成长环境。与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专家服务中心、国家千人计划联谊会，以及万宝盛华、怡安翰威
特等世界知名人才机构建立合作，实施海外人才引进“511”计划和
国内人才聚集“百千万”工程，每年组织 2 次海外信息技术高层次人
才济宁行活动，先后洽谈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16 人、泰山学者
特聘专家24人、国内外高层次人才2984人，形成了高端人才集聚的

“济宁现象”，为信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济宁市在招引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加强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先

后投资 15 亿元，与科研单位和骨干企业合力建起 60 多个创新服务
平台，仅在济宁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就建设了产学研基地、创意设
计中心、大学科技园等载体，以及软件园、云计算中心等17个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10 家、国家重点实验室 3 个、
院士工作站48个，各类省级科研中心、重点实验室113个，产学研合
作创新基地 126 个，建成了 3 个省级信息技术产业园和 1 个省级软
件园。中科院计算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工信部赛迪研
究院、工信部电子五所、山东省科学院分别在济宁设立分支机构。

为抢抓机遇，全力突破信息产业，济宁提出了把信息产业做到
千亿规模，建成全省乃至全国硅谷的宏伟目标。先后出台了《济宁
市信息产业发展规划(2014—2020年)》、《关于建设国家信息消费试
点市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快推进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关
于鼓励信息产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政策》等10余份政策文件，真金白
银支持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被山东省政府列为山东省信息技术产
业基地后，又出台了《济宁市建设省信息技术产业基地行动计划
(2015—2018 年)》，设立了 5 亿元信息产业发展引导基金，形成了推
动信息产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擦亮旅游业绿色招牌

近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第二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名单，全国共评出 40 处，山东省获评 3 处，其中，济宁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推送的邹城市唐村梦想小镇创业园、泗水县宋家沟画家村 2 处
基地榜上有名。自2015年7月8日运营以来，“梦想小镇”已注册企
业61家，入驻企业31家，走上一条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
染少的循环经济道路。

近年来，素有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美誉的济宁市，把
旅游业打造成文旅融合发展的引领产业、城乡统筹发展的动力产
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性支柱产业。今年上半年，济宁市旅游项目建
设亮点频仍，呈现出“竣工一批、运营一批、在建一批、招商一批”的
良好发展态势。53 个在建重点旅游项目实际完成投资 52.78 亿元。
泗水泉林泉群旅游开发项目列入全国优选旅游项目，曲阜三孔景区
被评为“山东省旅游 20 强”，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济宁市被表彰为

“全国旅游厕所革命先进市”。
济宁市委、市政府把旅游扶贫列为全市脱贫攻坚“六大行动”之

一，累计争取、拨付各类旅游扶贫奖补资金 1755.65 万元，帮助带动
35个旅游攻坚帮扶村176户、345名农村贫困人口吃上“旅游饭”，摘
掉“贫困帽”，动员组织30余家旅游企业就近、就便与建档立卡贫困
户结成帮扶对子，推介旅游扶贫线路19条，充分发挥行业优势，推动
旅游扶贫。

在《济宁市加快旅游强市建设实施方案》中，今后两年济宁将紧
抓“二日游、三日游”，整合优势旅游产品，加快儒家文化旅游带、运
河水上旅游线路“一带一路”建设，推出儒释水浒等精品旅游线路，
打造“孔孟之乡、运河之都、文化济宁”旅游品牌拳头产品，形成资源
整合一体化发展大格局。新建投资5亿元以上旅游项目20个，其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 3 个，10 亿元以上项目 6 个。到 2018 年，引进 10
家以上国内外知名旅游企业和管理服务品牌，组建一批旅游产业公
司，开发旅游新业态。到 2018 年命名 100 家特色研学基地。提升
乡村旅游，实施“乡村旅游十百千万示范工程”，即培育10个旅游强
乡镇，100 个旅游特色村，1000 户乡村旅游示范户，带动 10000 名
农民直接就业。开发休闲旅游，推进旅游演艺、登山运动、水上垂
钓、保健养生、温泉滑雪、房车旅游、特色民宿等多类型休闲产品开
发，新增体验性、参与类项目10个以上。

“济宁模式”昭示：站在高端，眼光就会深远；依据市情，选准路
子，就会给经济转型发展创造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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