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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闲置痛点为产业亮点

乔文汇

济南高新区开启“三次创业”新征程

□ 本报记者 王金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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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育 顶 尖 创 新 主 体
任广锋

宁夏平罗实施宅基地制度改革——

盘 活 土 地 促 增 值 增 收
本报记者 杨开新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吴舒睿

最近在新疆各地

采访，两地盘活闲置

资源的做法令笔者印

象深刻：一是昌吉州

吉木萨尔县利用长期

闲置的农业大棚，种

植羊肚菌、人参果等

特色经济作物，将“沉

睡资产”打造成“增收

阵地”；二是伊犁州伊

宁市将一处闲置旧厂

区改造成创意文创产

业 园 ，发 展 餐 饮 、娱

乐、文创等商业业态，

把过去的工业车间变

身为服务业载体，人

气客流渐旺。

盘活存量就是做

大增量，用好闲置资

源，是高质量发展的内

在要求。可以说，这不

是要不要做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各地应精心

解答的必答题。由于

市场波动、企业转型、

单位搬迁、车间改造、

城区更新等因素，造成

一些资源闲置，这是社

会经济生活中的正常

现象。应该深入思考

的是，如何让闲置期缩

短，怎样让闲置资源继

续发挥作用，修“旧巢”

以引“新凤”。

盘活闲置资源，

离不开市场化手段。

闲置资源是“沉睡的资产”，最佳“唤醒”方式就是充

分利用市场机制，政府部门引导闲置资源产权所有

者问计于市、问需于企，通过交易、租赁，或以闲置资

源入股等方式，将闲置厂房、楼宇、大棚等优化配置

到有需求的经营主体。另外，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

另一层含义是，对闲置资源再利用的经营主体来说，

需精心开展市场调研，审慎选择经营项目，并紧盯市

场变化，以避免造成闲置资源再次闲置。

盘活闲置资源，应着眼于长远发展，注重推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对闲置资源，切忌为盘活

而盘活，完全可以将盘活作为发展契机，让闲置资

源承载科技含量高、经营模式新、市场前景好的优

质项目，助力当地相关产业强筋壮骨甚至脱胎换

骨。反之，倘若“新凤”未至而“旧凤”还巢，回归闲

置资源的还是旧有模式、低端项目、落后产能，从

长远看，这种盘活方式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比资

源闲置带来的浪费和无形损失更为严重。

吉木萨尔县利用闲置大棚种植羊肚菌，就是

通过市场机制“唤醒”闲置资源，并实现了农业结

构调整优化。当地引进的昌吉九龙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通过对自然条件、市场情况和闲置大棚现

状进行考察和调研，决定规模化种植羊肚菌，填补

了该县产业发展空白。在市场前景驱动下，这家

企业今年开始从种植迈向加工，将建设烘干房、保

鲜库和深加工生产线，闲置痛点变成了特色产业

发展亮点。

宁夏属于黄土高原夏秋冷凉蔬菜生产优势

区和冬季设施农业生产优势区，冷凉蔬菜产业

已成为当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的重要支柱产业。

走进宁夏石嘴山市平罗县城关镇小兴敦

村，一大片温室大棚在空旷的田野中格外显

眼。平罗县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流转了这里约

300 亩土地，建了 163 座温室大棚种植蔬菜。“随

着农业信息咨询、农业生产资料配送等业务不

断增多，我们对经营性建设用地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合作社理事长蒋洪波说，由于之前租用

的部分土地无法作为经营性建设用地，合作社

发展一度受到用地制约。

前些年，平罗县与不少地方一样，农村的

房 地 平 均 空 置 率 很 高 ，浪 费 了 土 地 资 源 。

2015 年，平罗县获批全国第一轮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试点，2020 年获批第二轮农村宅基

地制度改革试点。平罗县抢抓两轮宅基地制

度改革机遇，探索农村产权自愿有偿退出、农

村闲置资源盘活利用，为闲置土地赋能，实现

了闲置土地有增值、农民集体有增收、产业发

展有支撑。

在平罗县第一批宅基地调整为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挂牌交易中，盈丰植保专业合作社与

平罗县自然资源局、城关镇政府、小兴敦村村委

会协商，通过交易入市拿到 9.72 亩土地。蒋洪

波得以加紧扩大再生产，建设了占地 3000 平方

米的库房和占地 500 平方米的农业服务中心。

他说：“办完相关手续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使

用权为 50 年，未来的发展空间大大拓展。”

针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面积小、分布零

散的现状，平罗县因地制宜，将宅基地制度改革

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机结合，允许符

合规划条件的闲置宅基地退出调整后纳入入市

交易范围。对村庄内零星、分散的集体建设用

地及主干道路两侧闲置房地进行清理腾退，腾

退后的用地指标采取增减挂钩的方式调整到符

合规划的产业集中区入市以解决企业用地难

题，收益折股量化后农户可分享二次收益。

2022 年 5 月，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引入盛

如意菌草（宁夏）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获得一次

性土地增值收益 131.22 万元，企业入驻后菌菇

产业发展前景良好。当地还争取到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及闽宁协作资金，依托企

业的技术优势和市场优势，实施宝丰村菌菇种

植示范产业园项目。“随着菌菇种植示范基地投

产，2023 年我们村集体经营性收入已经达到 70

多万元。”宝丰村党支部书记刘毅说。

通伏乡金堂桥村是典型的稻作区，侧重于

以租赁的形式租下农户闲置院落发展产业经

济。金堂桥村党支部书记王建虎说，“村里 2队、

4 队、5 队的巷子全长 1.2 公里，共有 173 户，但

常住的只有 17 户，空心率达 91%”。

金堂桥村以两种形式租赁了农户闲置院

落，其中 33 座由村集体租赁，租期 10 年并一次

性支付租金。村集体投资 50 万元，将闲置连栋

房地的“下院子”打通，连片搭建 6 座拱棚，发展

特色瓜果种植、采摘观光等休闲农业。还有 42

座由农户委托村集体出租给宁夏兴贵农业有限

公司，用于经营农家乐、民宿等，户均增收 6.3

万元。

截至目前，平罗县已实施 25 个“空心村”庄

点退出整治，累计退出农村闲置房地 1125 宗，

复垦耕地 1325 亩，调整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 81 宗 1103.18 亩；改革带动村集体累计增

收 2.07 亿元，村均 143.54 万元，全县 85%的村集

体经济组织经营性收益达 10 万元以上。

“宅基地制度改革一举多得，既改善了农村

人居环境，又可有效解决企业用地需求，持续壮

大村集体经济。”平罗县委副书记黄勤如表示，

下一步将重点开展宅基地退出转让、数字化管

理、盘活利用等工作，指导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断

拓宽发展路径，探索推行特色产业推动型、拓展

服务供给型、盘活资产收益型、股份合作开发型

等多种发展模式，为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增加农民收入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前 瞻 布 局 空 天 信 息 、生 物 医 药 等 未 来 产

业 ⋯⋯作为国务院批复设立的首批国家级高新

区，济南高新区已成为山东省乃至全国范围内的

高科技产业集聚地。这里以济南市 1/7 的规上

工业企业创造了济南市近 1/4 的工业产值；这里

研 发 投 入 超 过 百 亿 元 ，占 济 南 市 比 重 近 1/3。

2023 年济南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7.3%，综

合实力位居全国高新区前列。

“创新创业”是济南高新区的发展基因。先

后历经了两次创业的济南高新区，地区生产总值

从 80 多亿元增长到近 1800 亿元。2024 年，济南

高新区正式开启用 10 年左右的时间，再造一个

新高新的“三次创业”新征程。

聚焦核心技术

小白鼠身上能长出人类的头发？没错。在

位于济南高新区的磐升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实验室里一只长着人类皮肤的裸鼠充满科幻

感。小白鼠身上移植人的头皮细胞，最终生成完

整的头皮组织，并长出了茂密的黑发。这只小白

鼠正是磐升生物研发的人类皮肤标准模型，也是

其皮肤再生术的直接见证。“我们从皮肤组织中

分离出皮肤干细胞，在体外进行培养和扩增，将

皮肤干细胞移植到创伤处再生出新的完整皮肤，

再生的皮肤几乎与正常皮肤无异。”该公司总经

理张巨鹏介绍，目前他们在皮肤再生与修复技术

方面处于领先水平，人工皮肤、人工软骨、人工角

膜等再生技术为患者带来福音。

磐升生物通过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等领域

的专业技术，研发出国内首款全自动细胞培养、

换液、成像、大数据图像集成分析等一体化设

备。张巨鹏表示，经过对照组实验证明，自动设

备培养的体细胞存活率优于有经验的人工培养

10%以上，实现了细胞生产制备的自动化、标准

化、流程化、规模化和工业化，减少了物料成本，

实现可控化管理。

再生医学，也称细胞治疗，旨在修复或替换

人体内受损细胞、组织和器官。在济南高新区，

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再生医学产业链，集齐了

细胞采集与贮存、细胞技术及产品开发、细胞制

备与生产等上下游企业。

磐升生物、齐鲁细胞、维真生物⋯⋯一家家

企业就像一个个“细胞”，在济南高新区慢慢集聚

成“细胞谷”；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攻破一批核

心技术难关，细胞储存、基因检测、细胞应用技术

等领域优势突出。在新质生产力新赛道上，济南

高新区的细胞与基因产业正闯出一片新天地。

建设科创平台

落地济南的 13 家“中科系”院所，一半以上

坐落在济南高新区，为这片区域注入了源源不断

的科技活力与创新动力，齐鲁中科光物理与工程

技术研究院就是其中一家。该研究院研制的“脑

肿瘤微创手术用激光消融仪器”，与国外该波长

小型化激光技术相比，功率提升了 1500 倍。未

来，该仪器有望成为精准医疗激光器，目前已实

现自主知识产权全链条布局。

作为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激光装备产业基

地，济南高新区形成了全产业链式国家化激光装

备产业集聚区。齐鲁中科光物理与工程技术研

究院院长陈中正告诉记者，他们主要开展激光、

低温及氢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关键技术研

发和科研成果转移转化、人才引进培养、高新技

术企业孵化及引进等工作。

科创平台以其强大的吸引力，在产业创新、

科技人才培养和创新资源汇聚等方面展现出显

著的“虹吸效应”，成为推动创新发展的坚实后

盾。中国科学院济南科创城便是带着这样的使

命，让“创新种子”竞相萌发。中国科学院济南科

创城由山东省、济南市与中国科学院共同建设，

是济南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承载

区，将打造集研发、孵化、生产、生活服务等功能

于一体的综合性科学新城，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电磁技术、先进制造等

前 沿 领 域 的 基 础 研 究 、应 用 研 究 和 科 技 成 果

转化。

获得全国首个植物基因编辑安全证书，全区

R&D 占 GDP 比重达到 6.79%、超过北上广深等

城市水平⋯⋯随着中国科学院济南科创城的快

速建设，科创高地正加速崛起。

布局未来产业

量子技术作为未来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赋能意义尤为深远。

量子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场

景？济南高新区的一次食品安全抽检成功实践

了量子科技成果在抽样领域的应用。近日，济南

量子技术研究院与济南高新区市场监管部合作，

使用器件无关量子随机数信标服务对辖区内食

品安全进行监督抽检，执法人员只需在量子随机

数产生器公共服务平台输入几个数字，就完成了

样本的随机抽取，实现高安全性的随机数信标

服务。

作为我国最早成立的量子领域专门研究机

构，济南高新区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率先布局量

子信息技术领域标准化工作。在国家战略的引

领下，济南高新区围绕承接国家级创新平台的量

子科学大厦、承接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秘书处的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承接量

子产业集聚的量子产业大厦等，形成了“三楼一

体”的产业发展载体，覆盖量子通信、量子计算、

量子精密测量三大领域特色优势产业，支撑量子

信息产业集聚发展。

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宋艾阳介绍，济

南高新区已搭建起从量子科学基础研究、核心元

器件研制、整机制造、系统集成、网络建设、运营

服务到标准化建设的全产业链条，形成了量子通

信、量子计算、量子精密测量全领域布局。

形成新质生产力关键在于依托科技创新培

育形成新产业，创新和产业正是济南高新区的优

势所在。近年来，济南高新区在不断发展壮大优

势主导产业的同时，也在超前布局量子科技、空

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

科技研发、标准建设、技术应用、产业人才培养等

方面协同并进，打造优质产业生态，率先打造未

来产业先导区。

“下一步，济南高新区将围绕前沿技术创新

领域继续引进重点项目，在科技研发、产业人才

培养等方面协同并进，率先打造未来产业先导

区。”济南高新区投资促进部副部长王磊表示。

济南高新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的初心使命，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高度统一。在过去的创业征途上，济南高新

区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三

大主导产业蓬勃发展，空天信息和量子科技

等未来产业强势崛起，形成了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先发优势。

2024 年 ，济 南 高 新 区 开 启 了“ 三 次 创

业”新征程，力争用 10 年左右时间“再造一

个新高新”。未来，我们将把发展新质生产

力作为重要着力点，牢牢把握“创新”这个特

点，以培育顶尖创新主体为核心，突破一批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前沿技术成果；聚焦“质

优”这个关键，推动主导产业进入全国前列、

未来产业具备强大竞争力；紧盯新质生产力

这个本质，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创新链

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为“三次创

业”提供不竭的新动能。

（作者系济南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

4 月 6 日，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半城镇濉河节制闸水利枢纽工程附近春意盎然。近年来，泗洪县

统筹推进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治理，打造集行洪供水、交通旅游、水上航运于一体的枢纽工程，方

便群众生产生活，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张连华摄（中经视觉）

图为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菌菇大棚内图为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菌菇大棚内

生产场景生产场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济南高新区济南高新区中国算谷产业园外景中国算谷产业园外景。。

杨杨 晓晓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