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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IT巨鳄强劲引擎，引领传统行业转型升级

新新常常态态下下创创新新转转型型的的““济济宁宁模模式式””
济宁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转型一直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早在2007年，济宁把工业经济作为转型的主战场，把现代服

务业作为转型的突破口，把科技创新作为转型的核心支撑，走出了一条“依靠资源起步，凭借转型跨越”的新路。
过去几年间，在煤炭产量没有增加、价格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济宁全市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地方政府收入增长一倍多。。先进制造

业超过煤电产业，占据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增速超过GDP增速。尤其在今年，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增长200%以上，增幅位列全
省第一位。在以信息化产业发展为突破口的“二次转型期”，济宁正朝着打造“区域新硅谷”的目标迈进。

本报记者 黄广华 贾凌煜 马辉

“云农场”尝鲜：

选种买肥手机点几下就行

济宁至嘉祥的快车道———
呈祥大道上，一个大型广告牌吸
引着来往行人的目光，上面大大
的“云农场”三个字非常醒目。

“现在种地买农资，在手机
上下个订单，‘云农场’就会把化
肥送到地头。利用‘云农场’的大
数据，还能确定自己的种植品种
和数量。”嘉祥县疃里镇狄家村
幸福河家庭农场主狄宣说。

“今年用上了‘云农场’，800
多亩的麦子从种到收，只要拿出
手机点几下就行。”嘉祥县坑塘
村种粮大户韩桂寅讲起“云农
场”，满是兴奋。

韩桂寅和狄宣所说的“云农
场”，是由山东天辰云农场科技
有限公司和联想控股共同打造
的农资电商平台。事实上，这家
公司成立至今才两年。目前，公
司旗下已拥有18家子公司，农资

电商、农产品定制与交易、农村
物流等均有涉及。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往被
普遍认为距离高科技最遥远的
农民，也逐渐变身为云计算、大
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尝鲜者。

“随着大数据的应用，农场主
可以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网，
在云服务器上打理农场事务。”云
农场集团执行总裁田丰介绍，云
农场与国内外多家农资企业合
作，在全国18个省设立了300余家
县级服务中心、3万余个村级服务
站。通过搭建集农资电商、农产品
电商、农村物流等于一体的平台，
形成了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方
位的现代农业服务生态圈。

近几年，在济宁，像这样的电
商平台已有多家，众多电商企业和
电商产业园也纷纷上马，对济宁的
经济发展贡献正在逐步凸显。

10月28日，位于济宁高新区
的惠普山东国家软件产业国际
创新园通过专家评审。自2013年
下半年以来，济宁市陆续迎来惠
普、甲骨文、软通动力等世界IT
巨鳄落户，国内20多家软件领军
企业也随之进驻。

地处内陆的“煤城”，一下子
迎来一批“高精尖”集群式投资
布局，这让济宁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江心标喜不自禁：“以前对
外招商时，最关注外商能给当地
解决多少就业、创造多少税收，
像惠普、甲骨文这样拎包入驻又
不搞生产加工的，过去并不被看
中，但现在思路全变了。”

“在新常态下，不走出GDP
高于一切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
赖，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就是一
句空话。”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
说，“未来城市间比拼的不再是
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而是发展
质量、发展方式和发展后劲。”

当前，济宁二次转型的目标
瞄向了信息产业。“有了IT产业
的助力，将为推动城市发展从

‘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
的转变配备强劲的动力引擎。”
马平昌说。

事实上，济宁很早就开始为
信息产业的发展做铺垫。五年间
投资15亿元，济宁市政府、科研
单位和骨干企业合力建起了60
多个创新服务平台。仅在高新
区，就有软件园、云计算中心等
17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通过这些平台，原本相互
独立的科研团体和研发成果，打
破了技术壁垒，企业和科研单位
之间实现了资源共享。”济宁国
家高新区软件园主任丁春晖介
绍，入驻高新区的企业，都能根
据需要调用辖区内的大型仪器、
科技数据和产业化推介。

根据目标，到2020年，济宁
要建成10个特色信息产业园区，
培育和引进500家规模以上信息
企业。通过打造“一核多园”的产
业布局，重点突破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电子信息制造业、融合性
新兴产业三大领域，把济宁建成
国家级产业信息基地，形成千亿
元级信息产业规模，辐射全省乃
至全国。

目前，济宁市的信息产业年
均增幅高达40%，正稳健地从资
源型城市向高科技信息产业新
城转型。

信息产业集聚：

惠普甲骨文等IT巨鳄都来落户

除了上述高科技信息产业，
济宁的另一支柱产业——— 装配
制造业，则通过提升团队研发能
力，提高产品科技创新含量，实
现转型升级。

在通佳重工产品展示厅，一
辆Smart轿车被摆在门厅中央，
这辆由一汽大众生产的车辆有
80%的塑料材质是由这家公司
生产的。“这是新型装饰装修材
料，通过将农作物秸秆与塑料融
合，生产出无毒、无害的环保产
品。”公司副总经理李勇说，近几
年，公司先后研发出了生物塑料
轻量化生产技术与装备、超临界
CO2发泡生产技术与装备等一
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内领先
的塑料机械新装备，并成功地进
行了产业化推广。

“前几天希腊一家公司刚确
定60万美元的IBC桶生产设备订
单。”李勇说，在经济下滑的大背
景下，通佳机械没有受到影响，关
键就是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了产品
质量。企业现拥有一个国家级、三
个省级技术研发平台，并通过了
ISO全系列管理体系认证。

无独有偶，成立于2007年的
山东永华机械有限公司逐步发
展壮大，既借助于与意大利、德
国等国知名企业合作，也得益于
公司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升级。

“不断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
键。”公司总经理陈舟不断强调。
永华机械是一家机械加工企业，
也是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与德
国企业合作，实现德国设计中国
制造，让产品达到德国标准。

装配制造业转型：

通过科技研发实现中国“智造”

不管是“云农场”，还是通
佳机械，没有人才就不可能成
就产业，人才关是济宁实施二
次产业转型必须过的坎儿。

“我们公司内部设有科技
进步奖，最高奖10万元。”李勇
说，通佳机械每年都开支两三
百万元，奖励研发人员。据介
绍，目前通佳机械正在申请建
立博士后工作站，与高校开展
产学研合作，不断给研发队伍
补充新鲜血液。

“我们制定了五年人才引
进计划，每年招录100名本科以
上毕业生。”陈舟说，公司在德
国设有专门培训基地，经常将
员工派往那里学习交流。

“济宁特别重视人才，特别
注重服务，并且具有良好的基
础、潜力和超前的理念。”甲骨
文中国区高级经理程兴表示，
这是他们把中国第一个甲骨文
人才基地选在济宁的原因。

“我们更看重的是人才集
聚效益。”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
说，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与否，
不仅靠新兴产业的发展壮大，
更取决于人力资源结构的转型
与提升。

济宁的这个理念与惠普公
司提出的“人才——— 产品———
产业”的发展路线图不谋而合。
在惠普济宁国际软件人才及产
业基地正在加紧推进的同时，
甲骨文也将其人才产业基地项
目选在了济宁。在这里，惠普每
年有望培养1万名IT人才，甲
骨文则计划每年培养2500名至
3000名人才。

为了培养和引进更多人
才，济宁实施“人才强市”战略，
相继出台了鼓励创新、吸引高
层次人才的系列优惠政策。市
政府建立科技人才培养基金，
设立科学技术最高奖，建立人才
公寓，完善人才评价考核机制
等，着力营造一个引得来、留得
住、发展得好的人才成长环境。
通过实施海外人才引进“511”计
划和国内人才聚集“百千万”工
程，济宁已先后引进了11位国
际级“千人计划”专家，引进硕
士以上人才1400多人。

破解人才瓶颈：

系列优惠政策

吸引高层次人才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吴晓华

纵观国外实现成功转型的资源型城市，无一不是通过科
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

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确定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
在了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济宁市正是抓住了这条客观规
律，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战略转型的核心支撑，几年来通过
加大投入、创新体制、整合资源等措施，构建了较为完备的技
术创新体系，建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创新平台，吸引
了一批优秀科技人才，强力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和新兴产
业加速膨胀，成为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新兴
信息产业基地，实现了发展动能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
动型”的加速转变，走出了一条依靠创新加速转型的“济宁模
式”，为全国资源型城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了宝贵借鉴。

□省发改委新闻发言人、省区域战略发展推进办公室副主任
李永红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思路一变天地宽。作为资源型城市
的济宁，在宏观经济环境复杂、能源资源需求不振的情况下，
能够实现经济稳定增长、质量效益提升，归根结底，是源于牢
固树立创新发展理念，主动摆脱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敏锐
把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激活创新
要素，依靠引资引技引智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依靠“两化融
合”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依靠科学布局促进集群化发展。

这一实践，是对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关于“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重要论断的生动注解，是我省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统筹推动区域发展的一个精彩缩影，无论对资源型
城市顺利转型，还是对后发地区加速崛起，都具有重要借鉴
意义。

专家点评

资源型城市转型

必须靠科技创新驱动

摆脱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

思路一变天地宽

目前，甲骨文项目已正式入驻济宁高新区创意大厦。 本报记者 马辉 摄

通佳机械给希腊客商生产的巨型IBC桶实现远洋出口。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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