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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周 琳 煤城转型发展新产业

宋鸿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战略性新

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

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

高 端 装 备 、绿 色 环 保 等 一 批 新 的 增 长 引

擎。新泰作为国家第三批资源枯竭型城

市，传统工业占比较重，转型发展动能不

足，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势在必行，必须下大力气改造提升传统产

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构建新的增长引

擎，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一是精准谋划抢赛道，重塑产业发展

新优势。对照新发展理念和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要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实际，抢

抓新一轮产业布局的机遇，聚力培强高端

装备制造、高端化工、新能源及装备、新能

源车辆及工程机械、新一代信息技术、农产

品（食品）加工六大支撑产业，特别是大力

发展新能源及相关产业，打造“绿色发电—

储能换电—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新

能源工程机械”产业链，持续做强有优势的

传统产业、做大有基础的新兴产业，加快培

育更具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

二是大抓项目强攻坚，打造产业发展

新支撑。坚持无中生有抓招引、有中生新

抓技改。将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配

强招商专班等“五支招商力量”，大力实施

领导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产业链招

商，完善项目研判审核把关机制，严格审核

项目团队、科技、资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情况，聚力突破“大强新实”

项目。深入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制定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财政政策清单，加快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

三是科技赋能促转型，激发产业发展新活力。组建人才集团，实

施“青云人才计划”“人才飞地”等一揽子人才政策，对人才创新创业、

就业生活给予补贴。支持企业建立研发平台，选聘企业和行业“科技

副职”，常态化开展“大学专家访新泰、新泰企业家访院所”活动，充分

发挥 4 家“国字号”实验室、11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和中关村信息谷等科

创平台作用，构建科技人才引进培育、科研成果创新研发、科研难题

“揭榜挂帅”、技术专利落地转化的协同创新体系，为产业转型发展提

供强劲引擎。

四是要素供给优配置，积蓄产业发展新动能。坚持“要素跟着项

目走”，全方位解决项目建设、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难、用地难、指

标难、用工难”等要素难题。着力破解企业“资金难”问题，加快推动

企业上市和股权、债券融资步伐，积极争取专项债项目资金，撬动社

会投资。大力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和城乡增减挂钩项目，盘活低效闲

置土地。强化煤炭消耗指标、铸造产能分类处置，淘汰落后产能，提

升现有产能，收储低效产能，为优质项目建设提供全方位要素保障。

五是协同联动深融合，构筑产业发展新生态。培育做强供应链

平台，为产业链企业提供原料供应、金融支持、物流运输等共享服务，

降低企业综合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发挥吉利远程本途新能源商用

车项目的龙头带动和市场牵引优势，整合周边配套生产线，建设区域

共享工厂，引导辖区 227 家传统汽车零部件企业向新能源汽车配套

转型升级。建立企业信息共享机制，加快企业间、行业间的信息互

通，深化上下游、左右端的企业合作，推动产业企业协同发展。

（作者系山东省新泰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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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发展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今年上半年，天津市经济稳中向好，发

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地区生产总值为

7842.83 亿元，同比增长 4.8%。这份来之不

易的“成绩单”，是天津以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实施推动高质量

发展“十项行动”为重点抓手，全力以赴抓

经济的结果。

新动能发展壮大

天津市统计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张

建强说，今年上半年，天津三次产业生产保

持稳定，夏粮总产量增长 2.1%，畜牧业平

稳增长；工业增加值增长 3.1%，占全市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0.6%。

天津社科院副院长蔡玉胜认为，天津

市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进各项稳

经济政策措施落地显效，为天津经济稳定

增长态势夯实了基础。

新动能的发展壮大也是津沽经济运行

的重要引擎。张建强说，上半年，天津市的

集成电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12 条重点

产 业 链 在 链 规 上 工 业 企 业 增 加 值 增 长

4.1%，占规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 8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

线、中船重工全国民用船舶生产基地、中海

油环渤海新能源总部基地等一批国家重点

项目成功落地⋯⋯今年上半年，天津港保

税区引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项目 181 个，工

业增加值增长 8.1%，高端装备、新能源、新

材 料 产 业 链 增 加 值 分 别 增 长 49.9% 、

82.1%、19.1%，第三产业中的限上商品销售

额、限上社会零售额、限上住餐营业额分别

增长 12.7%、21.1%、53.8%。

天津港保税区政务服务办公室主任姚

立说：“上半年，保税区开启营商环境 4.0 版

新阶段，践行党建引领共同缔造理念，推出

48 项任务举措、推出第二批营商环境专员

21 名。目前，保税区内已覆盖环评、出版

物零售等 13 个行业 25 个类别，累计办理事

项 480 件。保税区还推动‘一件事’改革扩

面，覆盖 18 个事项，累计办理 2316 件。深

化‘综合一窗’改革，5 个事项纳入第二批

‘证照联办’事项清单，经营主体活力进一

步激发，高质量发展环境成熟有力。”

消费市场持续恢复

近日，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

的 SM 广场举办新潮精品夜市，这是 2020

年以来滨海新区举办的首批夜市之一。灯

火映衬下，伴随着摊主们热情的吆喝声，各

种各样的美食让游客们流连忘返。“夜市还

设置了超长彩虹滑道、网红秋千等 15 个游

玩体验项目，让广大消费者在购物之余享

受运动的快乐。”SM 广场经理孔维亮说。

姚立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天津港保

税区的王府井奥莱、SM 广场、复悦里等持

续创新活动形式，利用节假日开展年货节

等活动。上半年天津港保税区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额 120 亿元，增速超 21%。

在天津，上半年限额以上商品中，金银

珠宝类零售额增长 40.3%，新能源汽车、智

能手机等绿色智能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

61.8% 和 42.0% 。 饮 食 服 务 、交 通 通 信 服

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消费支出分别增

长 21.4%、29.1%和 69.9%。

天津社科院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副

研究员李晓欣认为，上半年天津消费品市

场持续恢复，网络消费呈高增长态势，居民

消费增长步伐加快。促进天津消费持续增

长，一要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共建京

津冀消费大市场，实现城市群消费场景协

同开发。二要加快推动新型消费市场建

设，不断挖掘和释放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

潜力与活力，以新型消费带

动整个消费市场蓬勃发展。

外贸形势平稳向好

8 月 5 日，由天津华图汽车物流有限公

司经营出口的一批二手国产新能源汽车运

抵天津东疆港，随后将出口到欧洲市场。

天津华图物流有限公司经理史同运

说，通过天津海关落实二手车出口许可证

件联网核查，叠加出口“提前申报”“抵港直

装”等通关便利化举措，天津口岸的通关很

便利。

作为外贸新业态之一，二手汽车出口

对推动天津汽车消费、激发汽车经营主体

活力具有重要意义。天津东疆综保区自贸

局航运贸易创新科科员白晴说：“目前，东

疆有二手车出口试点企业 16 家，是全国试

点企业聚集度最高区域之一。今年上半

年，东疆完成二手车出口近 3200 台，出口

金额 8100 万美元。”

天津市外贸形势平稳向好，滨海新区

拉动作用明显。上半

年滨海新区进出口总值 2850.9 亿元，占天

津市进出口总值的 70.9%，拉动天津市进

出口整体增长 1.2 个百分点。上半年外商

投资企业进出口 1852.6 亿元，占天津市进

出 口 总 值 的 46.1% 。 民 营 企 业 进 出 口

1788.5 亿元，同比增长 7.4%，拉动天津市进

出口整体增长 3 个百分点。

天津社科院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所副

研究员单晨说，今年上半年，天津外贸形势

平稳向好，下一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

续努力：促进外贸稳规模优结构，应持续做

强外贸企业，培育高能级贸易主体，加强外

贸财税金融支持服务；深入推进天津自贸

试验区等开放型平台升级，创新促进“双循

环”有机结合的体制机制；大力发展跨境电

子商务，加快发展海外仓，推进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建设，发挥新业态新模式的推

动作用。

上图 海油工程天津智能

化 制 造 基 地 二 期 工 程 建 设 全 景 。

张 鹏摄

下图 位于天津港保税区的空

中客车 A320 系列飞机亚洲总装线完

成总装，即将交付。 苏 菁摄

近年来，安徽省马鞍山市以更大决

心、更高标准、更大力度推进生态环境

保护，向“绿”而行、向“新”而生，用高水

平保护绘就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奋力

打造长三角的“白菜心”，走出一条长江

经济带资源型城市转型新路。实现了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

循环，统筹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

产业高质量发展典型经验，获国家督查

激励。

人民保护长江

马钢南厂区位于长江边上，区域面

积 13 平方公里，基于历史原因，厂区水

污染问题一直是困扰厂区绿色经营的

难题。2021 年，马鞍山市入选海绵城市

以来，推动宝武马钢公司在环保整治

中，落实“工厂+海绵”理念，通过控污

染、零直排、增绿色等方式，探索出了一

条工业厂区水污染治理的新路径。

厂区海绵化治理改造只是宝武马

钢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聚焦“废气超

低排、废水零排放、固废不出厂”，宝武

马钢近 3 年投入 100 多亿元，实施治气、

治水、治固“三治”项目 142 个，3A 级国

家工业旅游景区挂牌，成功创建环保绩

效 A 级企业，荣获首批国家“绿色工厂”

称号。

全面开展长江岸线综合整治，推进

长江生态廊道工程建设，严格落实长江

“十年禁渔”；全力开展向山环境综合整

治；加快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严格森林

资源管理，全省率先开展湿地碳汇研

究；将每年的 10 月 24 日确立为长江江

豚保护宣传日⋯⋯近年来，马鞍山市借

“环保督察”之力，锚“问题导向”之航，

执“绿色生态”之笔，落“环境整改”之

实，强力开展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流域

治理、精准治理，全力做好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加快构建长江生态安全

屏障。

安徽绿风环保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致 力 于 节 能 环 保 技 术 创 新 和 产 业 应

用。为进一步发挥技术、装备优势，企

业有意通过流动资金贷款，加速推进行

业技术升级，加快产业化布局。通过

“采石会客厅”了解企业需求后，中国农

业银行马鞍山分行积极对接，为企业放

贷 450 万元。

保护长江生态，根本在于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穿“绿”鞋，走“新”路。

近年来，马鞍山以“1+3+N”产业集

群建设为引领，深入推进制造业倍增行

动，大力实施产业转型提升行动，做大

做强优势主导产业，培育壮大“风口”产

业，推动新兴产业加速发展，不断提升

现代化产业水平。实施“七未”项目全

生命周期管理 2.0 版，持续深化为企服

务“十”字工作法、“采石会客厅”等品

牌，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新兴产业强筋壮骨。2020 年

以来，马鞍山累计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649 户，净增 317 户。全市规上工业企

业亩均税收从 2018 年的 12.59 万元提升

至 23.55 万元，增长 87.1%。

长江造福人民

暑 热 未 消 ，位 于 马 鞍 山 市 采 石 古

镇、国内著名的长江文化主题文旅街区

“长江不夜城”依然游客如织。“自 2022

年 12 月 30 日开业以来，‘长江不夜城’

共接待游客量约 204.5 万人次。”马鞍山

市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魏先生说，长江马

鞍山段东岸未整治前，除了传统的采石

矶景区外，其他地方几乎无人问津。整

治后，薛家洼、滨江湿地等串联成线，成

为网红景点。长江东岸更是实现从脏

乱差到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华丽转

身，既满足了市民游客亲江近水的需

求，也为“长江不夜城”、长江观光旅游

等一批特色文旅项目的落地提供了条

件。截至 8 月上旬，长江采石矶文化生

态旅游区和“长江不夜城”累计接待游

客约 330 万人次，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一

组成绩单见证：

3 年来，马鞍山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2021 年、2022 年 PM2.5 连续 2 年

达到国家二级标准。今年上半年，马鞍

山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改善幅度在全

国 168 个重点城市中位居第 9 位。

马鞍山市地表水国考、省考核断面

以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的水质均全

部达标，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连

续 3 年位居全省前列。

马鞍山市先后获批全国首批黑臭

水体治理示范市、海绵城市建设示范

市、国家森林城市、首批省级生态文明

建设示范市称号，入选“十四五”时期国

家“无废城市”建设名单。被列为 2022

年全国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真抓实干成

效明显激励对象。

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聚势赋能。2022 年，马鞍山市

“1+3+N”产 业 集 群 产 值 突 破 3400 亿

元。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幅 20.6%，

居全省第 3；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

比重达 40.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

幅 49.6%，领先全省。

（数据来源：中共马鞍山市委宣传部）

安徽马鞍山安徽马鞍山 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发展

““人民保护长江人民保护长江 长江造福人民长江造福人民””大石碑大石碑长江不夜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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