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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长梅永红谈城市转型

提提前前放放下下““金金碗碗””
发发展展接接续续产产业业
本报记者 马辉 汪泷

济宁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正是捧着“金碗”吃饭的好时候，却提前探索
城市转型，这不仅需要战略眼光和胆识，更是敢于给自己出了难题。早在2007
年前后，在煤炭效益还非常好的情况下，济宁就主动提出经济转型，大力发展
机械制造、纺织、信息技术等产业，探索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的“济宁样
本”。

政府最需要做好公共服务

“我来济宁任职已有4年时间了，既为
济宁文化的博大精深而感叹，也为济宁依
赖资源而导致的塌陷地治理、生态恢复等
问题而感到焦虑，值得欣慰的是，济宁早在
几年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主动寻
求转身。”梅永红说。

梅永红举例说，如意集团属于典型的
传统纺织行业，但是通过科技创新却完成
了华丽转身，其原创技术“高效短流程嵌入
式复合纺纱技术”解决了世界纺织业100多
年来在长度、细度、原料来源上存在的3大
难题，在同行业中一枝独秀，其面料供应阿
玛尼、杰尼亚等奢侈品品牌。“没有落后的
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掌握一流的技术，
夕阳产业也能变成朝阳产业。”

近两年，惠普、中兴、甲骨文等IT巨鳄
接连抢滩，豪德物流、万达广场等服务业项
目争相布点。“我也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
这些行业巨头缘何相中了济宁？”梅永红认
为，正是因为济宁朝向以人才、环境、服务
为优势的城市发展理念转变，并通过公共
服务的不断完善，与这些企业的发展策略

高度契合，最终赢得了他们的认同。
“转变政府职能，提升公共服务能力，

这是提升软环境的要求。”梅永红说，近两
年，在简政放权方面，济宁在制度设计上达
到了全省最低限。今年，又明确提出年内再
削减不低于20%的行政审批事项，着力打造
行政审批“项目最少、程序最简、效率最高”
的城市服务品牌。通过完善融资、土地、技
术等发展要素保障，放宽登记条件、放开经
营范围等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
的环境。

梅永红还列出了一组数字：近5年，在
煤炭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济宁的经济
总量翻了一番，先进制造业超过煤电产业
占据主导地位、增加值占工业的比重达到
58%，煤炭占比下调到30%；高新技术产业超
过工业增速、占工业的比重达到24 . 5%；服
务业超过GDP增速、占GDP的比重达到
36 . 9%，上升为支柱产业。随着认识和实践
的逐步深入，由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
级，逐步深化为经济转型、城市转型、社会
转型和管理转型的全面推进。

“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创
新能力的竞争。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能
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科技创新的关键推
动作用不可或缺。”梅永红谈到。

“我们面对企业需求，立足市场导向，
通过加大投入、创新体制、融合资源等举
措，构建起了较为完备的技术创新体系。”
梅永红说，济宁先后建成了高新区产学研
基地、鲁南煤化工研究院等一大批高端研
发服务平台，鲁南工研院已成为全国首批
18个国家级科技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之一。
这些创新平台已成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
关键支撑，成为孕育新兴产业的重要温床。

“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实质不仅是新兴

产业的发展壮大，更是人力资源结构的转
型与提升。”梅永红谈到，惠普项目的落
地，他更多期待的是未来这个项目带来的
人才红利，惠普实训基地每年可以吸纳
3000—10000名软件人才到济宁实训，如
果能有一大部分人能够留在济宁，那么所
产生的效果是不可预见的。

梅永红说，作为三线城市，济宁的经济
转型对人才是渴求的，之前也通过出台鼓
励政策、设立科技最高奖、建立人才公寓、
完善人才评价考核机制等举措，进一步招
揽高端人才，希望能营造一个引得来、留得
住、发展得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形成了高端
人才集聚的“济宁现象”。

多个创新平台助力企业发展

济宁市长梅永红接受专访。 本报记者 张晓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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