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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入海口处，波澜壮阔。历史
地平线上，气象万千。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15 家 企 业 入 围
“202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上榜企
业 数 量 连 续 14 年 位 居 全 省 前 茅 ；
11 家企业入围 2023 中国企业 500 强，
14 家企业入围 2023 中国石油和化工
企业 500 强。

2022 年“营商环境”考核进入山
东省第一方阵，全市民营经济经营主
体由 2012 年底 7.2 万户增长到 2022 年
底 31 万户。一组组亮眼数据、一项
项改革创新、一件件民生小事，凝聚
着这座入海口城市拼搏的汗水、刻录
着这座城市难忘的瞬间、诉说着这座
城市动人的故事。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近年来，
东营市坚持“四个高”和“两个高
于”工作要求，统筹抓好项目建设、
产业发展、“双招双引”、科技创新等
一系列工作，着力创优发展环境，改
善涉企服务，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
土，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谋定后动，谋定快动

东营因油而生，因油而兴。建市
以来，在全市上下共同努力下，产业
结构由石油资源型城市转型为工业大
市。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全球经济
下行、宏观政策调整、资源要素趋紧
等一系列困难和挑战，促使东营系统
谋划、创新作为。

新形势下，东营如何进一步摆脱
成长制约，突破自身“增长极限”？

从今年召开的加力提速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暨先进制造业强市建设大
会、深化新旧动能转换推动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动员大会、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工作会议等会议里，不难找到
答案。

—— 突 出 “ 六 个 争 一 流 、 走 在
前”，首当其冲是努力在推动高质量
发展上争一流、走在前。

——在具体工作中，坚持高点定
位、高端规划、高位推进、高新突破

“四个高”。
定位决定地位。东营站在更高的

视角和格局思考、谋划、推动发展。
视角的改变只是表象，从深层次看是
思路的变化、格局的变化。

为学之实，固在践履。围绕答好
“生态保护”之题、“盐碱地农业”之
题、“现代能源”之题、“安居富民”
之题，东营市委市政府密集开展调
研，加强前瞻性、全局性谋划，实现
战略性、整体性布局，推动各项工作
不断取得新进展。

上半年，东营市生产总值 1824.8
亿元，同比增长 7.5%，位居全省前
茅 。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13.7%，增速居全省第 2 位。

破立并举，强筋健骨

产业转型升级是系统工程，东营
市抢抓山东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先行区机遇，精准对接省“十强”产
业“十大创新”，坚持破立并举，发
力链条经济，加大科创力度，加快塑
造发展新优势。

“隔壁就是配套商，80%的原料可
通过管道实现园区内‘隔墙供应’。”
位于东营港经济开发区的蓝湾新材料
公司行政副总说道。公司以丙烯为原
料打造丙烯下游产品，未来全部建成
后，可形成一条完整的丙烯下游产
业链。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聚焦芳烃、乙
烯 、 丙 烯 、 碳 四 4 大 产 业 链 ， 细 化
17 个延伸方向，加快打造多层级产业
循环体系。1 至 7 月份，全区烯烃芳
烃 产 业 集 群 规 上 企 业 户 数 达 23 家 ，
营业收入达 905.2 亿元。

这样的案例在东营不胜枚举。聚
焦推动经济“质”的跃升，东营市以
深入推行“链长制”为抓手，优选重
点产业链“一链一策”精准补链延链
强链，加快打造万亿级石化产业集
群、2000 亿级新材料产业集群、千亿
级石油装备和海上风电产业集群。

既抓“存量变革”，又抓“增量
崛起”——

传统优势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底
盘。东营市坚决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高标准完善提升产业发展规划，落实

重点产业“链长制”，“一链一策”加
强项目谋划、招引、龙头培育、集群
打造，突出抓好威联化学 PTA、利华
益高端化工及新材料产业园等重点项
目建设。

在祺龙海洋石油钢管公司车间，
经过铣边、成型、焊接等工序，一根
根特殊螺纹牙型隔水导管制作完成。

“我们通过产学研合作和自主研发，
解决了深水表层导管‘卡脖子’难
题。一举打破国外垄断，价格较同类
进口产品降低 70%以上。”公司副总
经理说道。

一大批拳头产品有力提升了东营
新兴产业的核心竞争力。近年来，东
营市着力壮大新材料、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快稀土催
化材料、高性能氧化铝纤维、铜基新
材料、生物医药等专业园区建设，形
成一批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
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长引擎。

特别是深入开展高新技术企业培
育“诊万、访千、育百”专项行动，
开展“企业研发政策使用、研发辅助
账 建 立 ” 等 专 题 培 训 10 次 、“ 一 对
一”辅导 8 场，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累计入库 907 家，同比增长 36%。持
续加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优选 2000
多家企业纳入专精特新培育库。

8 月 1 日 ，“ 云 帆 工 业 互 联 网 平
台”成功入围 2023 年新增跨行业跨领
域工业互联网平台清单，率先成为东
营入围的双跨工业互联网平台。今
年，全市新增上云企业 49 家，累计
建成 5G 基站 6916 个。

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东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东营大力
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基建
现代化，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
合，不断取得突破。

既着眼全局布局项目，又着眼重
点推进项目——

8 月初，东营市开展 2023 年全市
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观摩，
集中观摩了 30 个重点项目。一处处
如火如荼的建设场面，一个个势头猛
进的产业集群，汇集成一幅幅气势恢
宏的壮丽长卷。

今 年 以 来 ， 东 营 市 建 立 省 市
县 3 级重点项目联系帮包机制，市领
导联系重点项目 66 个，定期走访调
研，了解项目建设情况，积极协调解
决存在的困难问题。扎实推进总投资
7277 亿元的 761 个省市县重点项目。

1 至 8 月份，开工率 94.6%；完成投资
950.7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 75.8%。

撒播雨露，助力成长

新形势下，服务力就是竞争力。
放眼全国，政务服务在城市比拼、区
域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只有全
力服务项目特别是重大项目，才能推
动新发展，展现新作为。

小 微 企 业 是 国 民 经 济 的 毛 细 血
管，在推动经济增长、增强市场活
力、创造就业机会、优化产业结构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东营市牢固树
立“支持企业就是支持发展，服务企
业就是服务大局”的理念，充分发挥
政府层面的引导、服务、保障职能，
用足用好上级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
全力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做优，打出了
一套服务“组合拳”。

像呵护“种子”一样服务企业：
——扶持骨干企业发展。深入实

施“链主”企业培育工程，创新要素
保障、人才引进培育、对接服务等措
施，设立 900 万元奖励资金，支持企
业 开 足 马 力 抓 生 产 、 提 档 加 速 扩
能级。

——提供优质高效服务。东营市
每季度召开企业家恳谈会，精准服务
对接企业需求，健全工业企业困难问
题办理工作机制，常态化受理解决企
业困难问题 700 余项，营造尊重、关
爱、支持企业家的浓厚氛围。

——打造惠企良好环境。开展深
化营商环境创新提升行动和护航优化
营商环境专项行动，组织开展“千名
干部进企业、百个部门进工地”等活
动，推动服务专员进企业，点对点联
系 1013 家企业、137 个重点项目。出
台 2 批市级“政策包”124 项、中小
企业纾困帮扶 30 条等系列政策，今
年以来，累计退税、减税、缓税、降
费 112.31 亿元。

事以才立、业以才兴，得人才者
赢未来。

近 年 来 ， 东 营 市 牢 固 树 立 人 才
引领发展工作理念，聚焦聚力全市
发展大局，深入实施人才强市和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加强党对人
才工作的领导，持续完善人才制度
体系，努力打造人才服务的优质生
态环境。

今年，东营全市聚焦制约产业、
企业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征集高层
次人才创新项目需求榜单 3 大类 209
项，包括高层次“揭榜挂帅”项目需
求榜单 62 个、“四链”融合高层次人
才需求榜单 118 个、博士后人才与科

研项目需求榜单 29 个。
城 市 与 产 业 ， 怎 样 才 能 互 相 成

就？关键在于做强平台。
高端研发平台是科技创新的基础

支撑。在黄河三角洲种业创新产业
园，农业“芯片”越来越闪亮。项目
依托大院大所，聚焦盐碱地综合利
用，建设“一中心四基地”，聚力攻
关耐盐大豆、耐盐水稻等种业产业
化，为黄河三角洲盐碱地综合利用提
供种源支撑。

不仅如此。近年来，东营市在新
材料、石化、农业等领域建设高能级
创新平台，初步形成“一产业一平

台”创新发展格局，让企业创新主体
作用得到强化，区域创新能力正实现
质的提升。

得益于各种创新支撑要素的不断
完善，东营的科创动力不断增强。“过
去，许多东营人认为，能创业就是创
新，而现在他们认为，创新才是真正
的创业。”东营兆源机电科技公司总经
理说道。今年东营新增省级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 183 家、国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 28家，同比分别增长 110%
和 87%。

（数 据 来 源 ： 中 共 东 营 市 委 宣

传部）

““赢赢””在东营在东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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