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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濱州造」輸出更多冠軍產品
香港商報：2023年濱州共有53項產品產量或市場

佔有率列全球或全國第一位，兩年凈增16項全球或
全國第一，濱州成為了好客、好品、好人 「三好濱
州」 。濱州是如何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加快產
業轉型發展、提升市場核心競爭力的？
李春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

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近
年來，濱州市以科技創新引領現代化產業體系建
設，大力實施製造強市三年攻堅行動，推動企業提
質增效、產業轉型升級，加快打造現代化產業體
系。目前擁有41個工業門類中的37個，規上工業
企業營業收入突破9000億元（人民幣，下同）、達
到9473億元，全市產品產量或市場佔有率列全球或
全國第一位的有53項，其中31項來自傳統優勢產
業，22項來自茁壯成長的新興產業。

一是堅持傳統產業高端化。傳統產業是濱州最厚
實的家底。我們堅持向新向優、延鏈強鏈，加快新
技術攻關、新產品研發，鼓勵企業 「智改數轉」
「上雲用數」，力促高端鋁業、精細化工、智能紡

織、食品加工、畜牧水產五大千億級優勢產業集群
向產業鏈下游延伸、向價值鏈高端邁進。2023年主
營業務收入穩定在1.2萬億元以上，2024年力爭達
到 1.4 萬億元以上。全市 「四新」經濟增加值佔
GDP比重達38%以上，在山東省保持領先。傳統優
勢產業做大做強，推動 「濱州造」輸出更多的冠軍
產品。

二是堅持新興產業規模化。戰略性新興產業是引
領未來發展的新支柱、新賽道。我們積極培育新材
料、先進製造、電子信息等產業，打造具有核心競
爭力的新興產業基地。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充分
利用濱州太陽能、風能等資源富集優勢，正在加快
建設山東省最大的魯北（濱州）鹽堿地風光儲輸一
體化基地，奮力蹚出一條 「向光而生、御風而行」

的新能源產業發展改革新路，打造新能源及裝備製
造千億級產業集群。提速發展通用航空製造、無人
機等產業，加快打造低空經濟集聚區。

三是堅持特色產業園區化。特色產業是一個地方
發展的重要引擎。我們堅持入園入鏈、成片成勢，
提高園區服務供給水平，推動化纖繩網、商用廚
具、金屬板材集群加速向300億級、500億級、1000
億級邁進，切實把 「集散地」變成 「大園區」。

四是堅持未來產業協同化。未來產業是 「用明天
的科技鍛造後天的產業」。我們將堅持探索發展、
前瞻布局，立足產業集群基礎優勢，培育發展生命
健康、碳捕集利用、合成生物等未來產業，搶抓新
賽道、塑成新優勢。

社會研發投入GDP佔比
連續三年全省第一

香港商報：濱州深入推進產教融合型、實業創新
型 「雙型」 城市建設，全社會研發投入佔GDP比重
連續三年保持全省第一。濱州在這方面收獲了怎樣
的成果？
李春田：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充分發揮創

新主導作用，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近年來，
濱州市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經濟社會發展首位，強
化政府主抓、企業主體、院校主動、人才主力、市
場主導，深化產教融合型、實業創新型 「雙型」城
市建設，加強科技創新平台建設，強化企業主體地
位，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

一是帶動科創氛圍 「欣欣向榮」。濱州在山東省
率先成立實體化運行的市級科創委，以渤海先進技
術研究院、魏橋國科研究院為 「雙核」的 「五院十
校 N 基地」科創格局輻射作用持續放大。僅 2023
年，就有國家聯合實驗室、國家引才引智示範基地
兩個 「國字號」平台落地濱州，國家級和省級高能
級科創平台新增58家、達到424家。全社會研發投
入佔GDP比重達3.72%，連續三年列全省第一位。

二是驅動企業創新
「鋪天蓋地」。我們強

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
位，開展高新技術企業
三年倍增行動和創新型
企業梯次培育，去年，
全市高新技術企業達到
559 家，創新型中小企
業、省級瞪羚企業、省
級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實
現總量倍增，國家科技
型中小企業達到 1712
家，增速列山東省第二
位。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研發活動覆蓋率連續兩
年居山東省首位。

三是推動產業升級
「如火如荼」。我們堅

持 「圍繞產業鏈部署創
新鏈、圍繞創新鏈布局
產業鏈」，新材料（輕量化鋁）基地獲評四星級國
家新型工業化產業示範基地，紡織服裝上榜中國百
強產業集群，商用智能廚房設備入選國家級中小企
業特色產業集群，連續三年入選中國先進製造業百
強城市。

暢通對外通道塑造新優勢
香港商報：濱州提出站在 「三張地圖」 旁實現大

開放、大改革、大發展，濱州將如何推動新一輪高
水平對外開放、打造對外開放新高地？
李春田：近年來，濱州堅持放眼全球、全國、全

省 「三張地圖」精準定位，堅定不移走好 「開放
發展」這一必由之路，以開放拓空間、聚資源，實
現大開放、大改革、大發展的良性互動。

一是拓展經貿市場。濱州連續七年入選外貿百強城

市，外貿實績企業突破千家、進出口總額突破千億。
下一步，我們用好外資、外企、外經、外貿、外事、
外胞資源，更大力度拓展海外市場。加強海外招商引
資，更大力度、更加有效吸引和利用外資。

二是暢通對外通道。當前，濱州正在加速構建
「六高五鐵十專線十高速」、港口機場立體交通格

局，下一步我們強力推動津濰高鐵、濟濱高鐵建
設，開通後，將讓濱州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連
接更加緊密。加快實施濱州港5萬噸級航道工程，
推進海河聯運，全面打造億噸港群。

三是提升平台能級。放大濱州港、內陸港等平台
優勢，以及 「濱新歐」 「濱海歐」海鐵聯運通道，
實現平台貫通聯動。全力推動國家級跨境電商綜試
區建設，加快申建綜合保稅區，持續提升開放能
級、塑強開放優勢。 （記者 孫珂）

全國人大代表，濱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李春田接受本報採訪

競逐新質生產力競逐新質生產力 濱州啟動加速跑濱州啟動加速跑

圖為全國人大代表，濱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李春田。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新質生產力成為受到廣泛關注的熱詞。對於山東省濱州市來說，伴隨加
速落實各項經濟改革措施，創新成為各界搶佔的制高點，新經濟與傳統產業不斷加速融合，推
動產業鏈、供應鏈與價值鏈重塑，為新舊動能轉換注入強勁動力。
近日，全國人大代表，濱州市委副書記、市長李春田接受香港商報書面採訪，看濱州是如何

推動新質生產力蓬勃發展。

擦亮「四張名片」文旅融合促發展
香港商報：請問2024年仙桃市將如何利用好文旅

資源，打造特色生態文旅產業？
孫道軍：仙桃地處江漢平原，東鄰武漢，西連荊

州，北依漢水，南靠長江，是國家全域旅遊示範區
首批創建試點城市。說起仙桃的文旅資源，我想給
大家分享 「四張名片」。

第一張名片：亞洲體操之鄉。仙桃是一座充滿活
力的體育之城、運動之城、冠軍之城，相繼走出了
李小雙、李大雙、楊威等8位奧運和世界冠軍，仙
桃因此也贏得了 「亞洲體操之鄉」 「世界冠軍搖
籃」的美譽。

第二張名片：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仙桃古稱
沔陽，是一座有着1500年建制史的古老城市。深厚
的歷史積澱為仙桃孕育了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第三張名片：美食之鄉。仙桃全域含硒、540 平
方公里富硒，是一塊物產豐富的黑土地。仙桃香
米、沔陽麻鴨、張溝黃鱔、鄭場豆豉、沔城蓮藕等
國家地理標識產品接連湧現，沔陽三蒸等 「仙滋鮮
味」留住舌尖上的鄉愁。

第四張名片：人文聖地。作為荊楚文化的發祥地
之一，仙桃現有市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68處，這裏
走出了元末農民起義領袖陳友諒、辛亥革命元老張
難先、中山艦艦長李之龍等一批歷史風雲人物。

仙桃不僅人文底蘊深厚，而且自然風光秀美。截
至目前，共建成1個省級旅遊度假區、2個國家4A
級旅遊景區，1個國家3A級旅遊景區，2個湖北旅
遊名村。

如何吸引遊客紛至沓來、流連忘返？我們將把沔
陽小鎮到夢裏水鄉的34公里沿線景區串聯，形成一
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示範引領區，按照 「一線、兩核、
三區、四帶、五點」總體空間布局，進一步打造主
客皆宜的詩意空間，開發豐富多彩的文旅產品。

立足河湖風光、生態底色，精心繪製全域旅遊的
「一鎮一品」，我們希望越來越多遊客到仙桃 「來

了不想走，走了還想來」。

打響「仙辦好」多措並舉優環境
香港商報：經濟是城市發展的命脈，2024年仙桃

市將採取哪些政策措施優化營商環境，推動招商引
資工作，進而加快項目落地？
孫道軍：水深則魚悅，城強則賈興。推動縣域經濟

高質量發展，拚的就是招商引資。而企業願不願來，
來了能不能發展好，關鍵靠一個地方的營商環境。

仙桃始終把優化營商環境作為發展經濟的 「先手
棋」、招商引資的 「強磁場」，打造環境高地、投
資窪地。2023年，仙桃成功申報20項營商環境先行
區改革創建試點，18項獲批省級先行區，創近年新
高。市級政務行政許可事項減時限比例達93.6%，成
為全省最佳， 「全程網辦」比例達98.3%， 「最多跑
一次」比率實現 100%覆蓋，為企業減輕稅費負擔
12.71億元（人民幣，下同）。

近年來，全市年均招引億元項目100個以上，容
百科技、華潤電力、鼎龍控股等一批高質量項目先
後落地投產。僅2023年，全年新簽約、新開工、新
投產億元以上項目分別達到 153 個、146 個、123
個，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和幹勁更足。

仙桃將牢固樹立 「優」無止境的理念，對標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要求，堅持以控制成本為核
心，針對物流、用電、用工等企業反映的突出問
題，打好 「減免緩補」組合拳；堅持以 「高效辦成
一件事」為抓手，緊扣減事項、減時限、減材料、
減流程、減跑動，推進線下辦事 「只進一門」、線
上辦事 「一網通辦」、訴求處理 「一線應答」等全
面落實，以 「如我在辦」意識，打響 「仙辦好」政
務服務品牌。

仙桃還將建立固定資產投資項目和招商引資項目
「一站式」服務中心，對招商引資項目從信息收

集、研判、洽談、簽約、行政許可、開工建設到投
產達效等各環節實行閉環管理、全過程服務，推動
項目早簽約、早開工、早投產。

鑄就「金招牌」轉型升級迎機遇
香港商報：作為全國首個 「非織造布產業名

城」 ，2024年仙桃市將採取哪些政策措施推動非織
造布產業的發展？2024年仙桃市將如何進一步加深
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合作？
孫道軍：非織造布產業是仙桃工業第一產業，全

市集聚上下游關聯企業2715家，其中規上企業200

家，從業人員近10萬人，形成了非織造布產業的全
產業鏈條，成為全國最大非織造布生產加工基地。
近年來，仙桃搶抓機遇，建成了國家級 「四基地兩
中心」， 「仙桃無紡布」入選工信部重點培育紡織
服裝百家品牌名單。

當前非織造布產業面臨全球復蘇乏力、需求回落、
產能衝擊等多重因素影響，轉型升級迫在眉睫。我
們將從三個方面推動非織造布產業高質量發展。

——堅持招大引強，推動產能升級。加快非織造
布國際展貿城建設，推進成妤智造、拓盈應急產業
園等項目開工建設，促進恆天嘉華二期、十月結晶
等項目建成投產，打造產業用紡織品國際交易大市
場。重點是招引產業頭部企業落戶仙桃，整合四基
地兩中心平台、非織造布展貿城等專業市場及2700
多家上下游關聯企業，搭建非織造布產業供應鏈平
台，打造千億規模的世界級非織造布產業集群。

——聚力創新研發，推動結構升級。持續引導骨
幹企業向高端醫療、精端醫美和前端應用等方面轉
型，研發生產更具功能性、獨特性、專業性的醫用
防護口罩、防護服、隔離衣、手術衣、醫用急救
包、醫用敷料等系列產品，將仙桃打造成高品質醫
用防護用品基地；充分發揮國家級 「四基地兩中
心」作用，進一步加強國家非織造布產品質量檢驗
檢測中心質檢能力，將省非織造布技術創新中心打
造成集技術創新、成果轉化、人才交流、創新示範
為一體的國家級科研平台。鼓勵企業加大對醫療器
械的研發力度，促進註冊產品向注射、護理和防護
器械全類別推進。

——強化示範引領，推動品牌升級。擦亮 「仙桃
無紡布」區域公共品牌，指導企業規範使用 「仙桃
無紡布」區域公共品牌及圖形集體商標。全面實施
「一企一標」工程，指導一批基礎好、知名度較高

的優質企業開展商標國際註冊，提高品牌競爭力和
市場佔有率。

此外，仙桃將重點依託廣州仙桃紡織服裝產業協
會，派駐招商專班定向承接粵港澳地區產業轉移、
訂單回流，形成 「訂單在仙桃、營銷在粵港澳」的
聯動格局。同時積極組織市內重點企業抱團參加大
灣區舉辦的各類非織造布產業展銷會，提高仙桃非
織造布產業區域影響力。

答好「必答題」繪就鄉村新畫卷
香港商報：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是2024年仙桃市

面臨的一道 「必答題」 ，請問仙桃市將採取哪些措
施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
孫道軍：仙桃是著名的 「魚米之鄉」、農業大

市。今年，我們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學習運用
「千萬工程」經驗，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
我們在堅決守牢耕地紅線的前提下，扎實推進 「小

田變大田」改革試點，推動農田 「優質、集中、連
片」，力爭土地流轉率達到70%左右。持續推進4個
省級現代農業產業園建設，力爭今年新發展新型農業
經營主體1000家，新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20家，
培育省級農業產業化聯合體7個。推進 「三地一房」
改革，盤活利用閑置宅基地和農房5000宗以上，千
方百計把存量資源轉化為滾滾財源。

黃鱔是仙桃農業第一產業，目前全市黃鱔年產量佔
全國的20%、全省的46.7%。我們將全力推進特色產
業品牌化，落實省 「鱔七條」及市 「鱔22條」，支
持繁育基地提檔擴能，加快黃鱔育種研究中心、省級
黃鱔產品質量檢驗檢測中心建設，打造黃鱔標準化養
殖示範基地，推動龍頭企業技改擴規，力爭黃鱔苗種
繁育能力達到10億尾，黃鱔專養面積和稻蝦鱔綜合
種養面積均達到12萬畝以上，黃鱔年加工產能提升
到1.2萬噸，推動黃鱔全產業鏈產值突破80億元。

我們將加快構建 「一小時綜合農事服務圈」，確
保在種植面積10萬畝以上的鄉鎮至少布局1個 「全
程機械化+綜合農事」服務中心。

跳出農業抓農業，減少農民富農民。我們將推廣
建立緊密型的 「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合作模
式，強化聯農帶農機制建設，讓農民更多分享產業
增值收益。同時，實施 「萬名鱔農」 「萬名裁縫」
「萬名護工」滾動培養計劃，引導農民進城進鎮，

推進農民逐步市民化，千方百計把農民轉化為市民
或產業工人。

湖北仙桃湖北仙桃：：多產共榮多產共榮 躍動振興躍動振興
專訪全國人大代表、仙桃市委書記孫道軍

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仙桃市委書記孫道軍就如何擦亮仙桃市文旅名片，打造特色生態文旅產業、優化營商環
境，推動招商引資工作、推動非織造布產業高質量發展等問題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孫道軍表示，仙桃市將利用好仙桃得天獨厚的文旅資源，打造特色生態文旅產業。同時，仙桃將以 「如我在辦」 意識，打響 「仙

辦好」 政務服務品牌，全力優化營商環境。此外，仙桃市還將從三個方面推動非織造布產業高質量發展。 張迪 李映華 吳超群

孫道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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