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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企业家座谈会召开

今今年年主主营营业业务务收收入入将将破破88000000亿亿
本报1月12日讯 (记者 王

晓霜) 12日下午，滨州市委、市
政府召开全市企业家座谈会，市
委书记张光峰、市长崔洪刚与全
市22家重点骨干企业负责人面
对面交流，全面深入了解企业生
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认
真倾听企业家对实体经济发展
的意见和建议，共谋产业振兴良
策。

会上，副市长王文禄简要
通报了2013年全市工业经济和
信息化工作情况。2013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滨州市各级有关部门、各企业
以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促
融合为着力点，开拓创新，攻坚
克难，工业经济和信息化工作
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预计全年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 2%以上，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7000亿元，
增长1 6%以上，新增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270余家，万元GDP能
耗下降3 . 7%。

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启
动实施了项目建设“百千计划”，
全年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可完成

530亿元；强化落后产能的淘汰
力度，提前完成了2013年淘汰落
后产能目标任务，并编制了2014
-2015年淘汰落后产能计划；推
动企业技术创新，新增国家级技
术中心1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9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18家。支
持骨干企业的发展，预计今年主
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的企业达
到14户，同比增加1户。魏桥创业
主营业务收入突破2400亿元，利
税达165亿元，再次入围年度世
界500强。抓好规模以上企业列
统工作，全年新增规模以上企业

户数270家，预计规模以上企业
户数可达1350户。推动中小微企
业健康发展，为892家企业融资
11 . 83亿元。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
信息化发展步伐进一步加快。据
初步统计，滨州市30家重点工业
企业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597 . 2
亿元；新增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
品制造业企业9家；对48家省千
家企业2012年度节能目标完成
情况进行量化考核，2家企业、1
项成果获得省政府节能奖。

2014年滨州市工业经济仍

将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形势，机遇
与挑战并存，必须着力提升工业
发展质量效益，加快推进工业转
型升级的步伐。确保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主营业
务收入突破8000亿元，同比增长
1 2%以上；完成技术改造投入
58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增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 1 0 0户；万元
GDP能耗同比降低3 . 7%以上。
今年的主要思路就是立足滨州
市实际，围绕工业经济任务和目
标做好“稳增长、扩总量、调结
构”三篇文章。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企业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
量效益。12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崔洪刚参加政协经济界分组讨论时
也指出，企业发展要强化改革创新力度。如何加快推进工业转型升级，各
大企业都有自己的“妙招”。

市人大代表、魏桥创业集团董事长张士平：

走绿色和谐可持续发展道路

魏桥创业集团作为
滨州市的龙头企业，其一
举一动被看作是企业界
的风向标，影响着滨州经
济未来的走向。针对今年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
快产业升级改造”一题，
滨州市人大代表、魏桥创

业集团董事长张士平深
表赞同，他表示企业只有
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
构，不断创新，才能实现
企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去年，魏桥创业集团
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市
场形势下，坚持以提高企
业发展之路和效益为中
心，大力实施转型升级、
科技兴企、资本运营、成
本领先、人才强企、和谐
发展六大战略，保持了企
业平稳健康快速发展的
良好局面。

2 0 1 3年，魏桥创业
集 团 研 发 投 入 近 9 0 亿
元，在国内外经济形势
不明朗的情况下，同比

增幅高达 2 7 . 3 % ，保证
了纺织服装、铝精深加
工两大主业产品档次不
断提升，产品结构不断
优化。魏桥创业集团 7 6
万吨高精度铝板带项目
铣床、冷轧等关键设备
相继投入运行，中国宏
桥在印尼合资建设的氧
化 铝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
2 0 1 3年，该企业销售收
入一举突破2400亿元。

据 张 士 平 介 绍 ，
2 0 1 4年，魏桥创业集团
将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
进一步加快结构调整，努
力开创绿色和谐可持续
发展的新局面。

本报记者 刘涛

在12日下午召开的全
市企业家座谈会上，市人大
代表、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
韵升在发言中提到，2014年
将继续优化现有产业工艺，
进行产品升级，转方式、
调结构，围绕“转型升级”，

到十二五末实现“两个
50%”的转变。

2013年，山东京博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探索工
业转型升级的新模式，努力
打破传统产业界限，调整和
优化产业经济结构，以创新
研发作为驱动，讲求集约高
效，环境友好，响应国家工
业转型升级调整，推动产业
融合发展，加快构筑现代产
业体系。

“转型升级”总的趋
势是向高技术化、服务
化、高端化和生态化方向
发展。从2011年，京博控
股就围绕“转型升级”提
出到十二五末实现“两个
50%”的转变：一是加快现

有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拉
长产业链，实现向高端、
高质、高效、绿色、生态产
业发展的转变，实现高新
技术产品的贡献率达到
50%以上。二是优化投资
结构，加快现代农业、现
代生产化服务业、文化艺
术产业的扩张步伐，到

“十二五”末，使其在集团
内的贡献率突破50%。

“2014年我们将稳中
求进，抓好生产安全和环
境保护两件大事，把提质
增效和优化产业机构相
融合，提升经济品质，为
滨 州 经 济 发 展 贡 献 力
量。”

本报记者 李运恒

市人大代表、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马韵升：

加快制造业向高端高质高效生态转变

市人大代表、山东宏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明：

家纺企业要扩大出口市场

2014年政府报告中
明确提出要重点推动纺
织等传统产业升级。市人
大代表、山东宏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明表示
将提升产品附加值，扩大
出口市场，做好传统企业

的转型升级。
宏诚集团是一家家纺

企业，属于传统企业。纺织
产业是一个出口优势产
业，但是由于棉花政策等
因素的影响，这种优势受
到影响，而国内的需求又
比较弱，所以家纺转型升
级比较困难。

“但我们已经做好了
转型升级的准备。在产品
上，重点围绕新产品的开
发，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降
低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
在设备上，进行自动化改
造，最大限度地使用机器
制造，提高劳动生产力，提
高劳动效率；在市场分配

方面，最近两年欧美经济
开始复苏，出口市场的形
势开始好转，2013年我们
企业的出口量就比2012年
高翻了一番，所以2014年
我们还要加大出口市场的
开发。”刘明介绍。

山东宏诚集团有限公
司的家纺产品出口到全世
界二十多个国家，主要是
欧美国家。刘明表示，这几
年他们也在尝试用一些新
型纤维替代棉花，“现在一
些新型纤维在触感、环保
等方面要比棉花好，这样
就能减少使用棉花，避免
棉价升高带来的影响。”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市人大代表、山东天禧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振新：

创品牌强强联合实现企业快速发展

今年两会的政府报
告中，明确提出了企业转
型升级行动计划，做好农
业等传统产业升级。市人
大代表、山东天禧牧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胡振新表
示将规范畜牧业安全生

产的模式，为发展健康畜
牧业作出贡献。

“2013年是对我们企
业严重考验的一年，4月份
H7N9对我们企业造成了
一定冲击。”胡振新介绍，
当时他当机立断，分别采
取了四项措施，才把损失
降到了最低。

通过这件事，让胡振
新意识到，企业是时候该
转型升级了。胡振新当时
就提出了几点建议来做好
企业的转型升级：“首先就
是要改变中国传统的饲养
模式，因为传统的模式可
能对环境、卫生造成一定
威胁，尤其是集贸市场，人

流量大，极易传播；第二，
严格执行食品安全的法律
法规；另外，创建品牌以及
强强联合才是企业实现快
速发展的必经之路。”

为此，胡振新给自己的
企业制定了2014年的新目
标，首先接受教训，把企业
自身做强；再就是找出产品
差异化，找出产品特色。“我
们的特色就是地方土鸡，不
使用任何抗生素，能保证食
品安全。”胡振新介绍，他将
会做好从农场到餐桌产业
链的供应，让产品以及企业
成为能代表滨州高校生态
畜牧业的标杆企业。

本报记者 王晓霜

市政协委员、滨州海得曲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丁杰：

利用技术创新谋发展之路

在政协经济界分组讨
论中，市政协委员、滨州海
得曲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丁杰介绍，滨州海得曲轴
正是利用技术创新谋发展

之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
断提高。

“金融危机导致企业融
资成本、生产成本不断增
加，还依靠传统的生产模式
是不行的，必须加大新技术
应用，这才是企业应该做
的。”海得曲轴在现有基础
上加大技术改造，特别是加
快智能化设备改造，以前一
个人操作一台设备，现在一
人能操作两台，有些甚至可
以操作三台。近几年来，海
得曲轴在全国率先推出很
多新工艺应用技术，企业由
此也实现了很高的附加值。

“加大技术创新，才能
有核心竞争力。”现在，海得
曲轴的一个电能项目已经
签约。这是一项太阳能与空
气能相结合的自然能源项
目，用空气动力发电机组发
电，保障日常生产。“一吨铸
造耗用接近1000元电费，项
目上马后，可以解决用电问
题，关键是清洁能源应用。”
丁杰介绍，项目第一期工程
一小时一万度电，而且不产
生污染，尤其是耗电大户用
这个技术的话，对环境的保
护功德无量。

本报记者 赵树行

市政协委员、山东赛尔集团董事长韩学军：

农业转型关键在农产品深加工

市政协委员、山东赛
尔集团董事长韩学军对
政府报告中关于农业方面
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他认为农业的转型关

键在农产品的深加工，农
业生产要转变到二、三产
业上来。

韩学军认为，土地流
转给农民带来后续发展
的路子，决定了农民以后
的发展出路，也给农民带
了思路。需要注意的是，
结合着土地流转需要加
强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
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开发，
这样在综合治理工程中，
与土地流转结合，使土地
变良田。

韩学军说，要利用好黄
蓝两区建设的有利时机，加

快北部建设。“一定要利用
好这两个法宝。黄河三角洲
(滨州)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可以为全国农业发展带来
示范，真正的农业转型，是
农业向二三产业的转型，在
于农产品的深加工。”

韩学军认为有问题不
可怕，怕的是找不到创新
的思维。在过去的三年他
全部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
上，所以要理顺好与土地
的关系，放开土地流转的
政策，流转起来钱才能流
进来，才能吸引外来投资。

本报记者 赵树行

今日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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