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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龙头企业总部
提升上下游产业集聚力

济宁高新区基石合作伙伴共赢计
划，将服务目标定位为企业总部，通过
加强与企业总部设在外地的行业龙头
企业的合作共赢，在更大范围、更广领
域、更高层次上深化合作，加强与企业
母体的紧密衔接，依托企业总部对于
上下游产业的集聚和吸附能力，创新
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发展。

基石合作伙伴共赢计划，是济宁
高新区继共生计划、吟龙计划以后制
定了另一项加快产业发展的重大举
措，在体制机制、平台服务、扶持政策
方面的服务力度更大、范围更广。

该计划的实施将加强世界级巨头
与地方政府的紧密联系，有助于合作
双方建立并培育健康的产业生态圈，
实现政府、企业在产业发展、自主创
新、生态集群发展方面更实际、更稳
健、更高远的合作共赢。

目前，入选济宁高新区首批基石
合作伙伴共赢计划的企业，涵盖信息
产业、工程机械、光电信息等行业。

为切实抓好基石计划的执行落实
情况，济宁高新区将实行行动效能评
价制度，每年度进行一次效能评价，每
半年进行一次运行调度。通过该计划，
将树立企业总部对济宁高新区服务企
业发展的信心，提升“高新区工厂”的
标杆效应，提升“高新区工厂”业务板
块在其总部战略发展中的地位份量和
重视程度。

同时，该计划将扶持和帮助“高新
区工厂”向其总部争取更多的资源、政
策和发展空间。通过与企业总部的深
入对接，打入其产业生态圈，提升企业
母体对上下游产业的吸附和集聚能
力。

做好七方面服务
吸引更多行业龙头企业

为推进计划的顺利实施，济宁高
新区敲定七个方面的服务措施。

在高层互访、深化交流方面，将建
立济宁高新区与企业总部的定期高层
互访机制。通过高层互访，增进双方在
企业战略发展规划、年度重点目标和

“高新区工厂”在总部战略布局中的定
位等方面的认识，进一步明确高新区
在服务企业发展方面的政策导向和着
力方向，增强双方作为基石合作伙伴
共赢发展的信心。

定期交流、互通有无方面。建立决

策和执行层面的工作交流机制，通过
定期工作交流，使得双方随时掌握各
自发展动态和济宁高新区在制定产业
政策、服务企业发展、推进重点工程、
部署重要事件、解决关键问题上的即
时信息。

纵向切入，参会参展方面。通过参
加企业年会、展会、论坛、发布会等活
动，释放高新区坚定和全力服务企业
发展决心的信号，展示企业在发展中
政府服务方面的受益成果，起到提升
企业在产业生态圈中的话语权和地位
的作用。

有的放矢、信息动向方面。编制
《企业总部发展战略服务方案》，了解
企业战略发展方向，争取企业总部对

“高新区工厂”的政策扶持、业务倾斜
和发展意愿。

建档立案、汇集信息方面。建立济
宁高新区基石合作伙伴企业档案，以
便更好的为企业拓展业务板块、服务
企业考察调研，并实施动态管理，及时
更正、完善、充实档案内容。

人文交流、公益互动方面。通过互
动活动，增加与企业的感情交流和发
展互信。

“五个一”培育体系
让企业来得舒心加放心

在精准服务、配套措施方面，济宁
高新区还将通过模拟审批、“五个一”
培育体系等，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其中，优先利用模拟审批、产业发
展联席会等综合协调机制，加快协调
解决企业项目建设中遇到的难点、重
点和关键问题，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鼓励与企业开展合作研发活动，
支持其申报重大科研和工程项目、联
合申报各级各类科技发展计划项目，
鼓励企业研发中心参与高新区公共研
发服务平台建设。

对应每家企业，将成立由一位管
委领导、一名协调专员、一组服务团
队、一个培育计划、一套协调机制构成
的“五个一”培育体系，逐一对接外商
投资企业，建立“发展清单、问题清单、
责任清单、反馈清单”服务机制。

此外，充分发挥济宁高新区体制
机制优势、人才政策优势、人力资源优
势、产业集群优势、公共平台优势、金
融扶持优势、交通区位优势、产业配套
优势等，紧密跟踪企业总部发展动向，
借机借势打入产业生态圈，吸引更多
高端配套产业和产业合作伙伴，不断
提升产业集群和产业基地的体量、质
量和份量。

本报济宁8月16日
讯 (记者 于伟 通讯
员 孔高强 ) 今年上
半年，济宁高新区专利
质量、结构和档次得到
大幅度提高，专利申请
量、授权量分别增长
55 . 71%、28 . 8%，发明
专利的申请量、授权量
分 别 增 长 9 7 . 9 4 % 、
39 . 53%，企业专利申请
量和授权量占比均达到
90%以上，获批省、市专
利创造奖励资金近100
万元。

上半年，济宁高新
区承担的国家知识产权
集群管理试点圆满完成
试点工作任务，通过国
家知识产权局验收。试
点期间的各项工作举措
有力推动了济宁高新区
知识产权工作开展，结
合《吟龙计划》、《共生计

划》深入实施，济宁高新
区内企业知识产权创造
能力进一步提升，工作
体系进一步完善。其中，
工程机械、智能矿山、石
墨烯3家知识产权战略
联盟获批国家级知识产
权联盟备案；李凤媛、李
玉荣、孙宏远3人入选全
国专利实务人才库；艾
美科健、辰欣药业荣获
山东省专利奖二等奖；
山推、艾美科健获批山
东省知识产权分析评
议、专利导航重点项目。

在2016年山东省知
识产权示范企业名单
中，包括科大机电、泰丰
液压等在内，济宁高新
区共有5家企业获批，全
市占比达到50%。

此外，泰丰液压、艾
美科健、路德威等7家企
业通过《企业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外审认证，知
识产权贯标企业数量已
达10家。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
服务方面，各知识产权
战略联盟专利池构建工
作有序开展，有助于加
强对联盟内企业专利的
协同运用和保护；鲁南
技术产权交易中心顺利
通过国家技术转移示范
机构考核评价，即将进
驻济宁高新区资本中
心。

目前，在济宁高新
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知
识产权支撑作用明显增
强，还将在高新技术产
业、科技创新服务体系、
创新型产业集群、综合
性研发平台、科技企业
孵化培育、产学研协同
创新等6个方面实现新
的更大突破。

本报济宁8月16日
讯(记者 于伟) 12日，
由创达公司主办的增材
制造(3D打印)与设计
验证研讨会在济宁高新
区产学研基地举行。会
议邀请中科院广州电子
研究所专家为企业做专
题讲座，40余家企业负
责人参与研讨会。

增材制造技术是指
基于离散—堆积原理，
由零件三维数据驱动直
接制造零件的科学技术
体系，又被称为3D打印
技术。设计验证是对某
项规定的活动所进行的
检查，以确定该项活动
达到了规定要求的试验
指标。

在研讨会上，来自
中科院的专家学者首先
以案例分享的形式为与
会企业剖析“逆向工程
与精度测量”，然后在会
上分享了虚拟仿真与三
维打印企业应用实例，
最后与参会企业互动探
讨企业工业设计提升方
案。

在互动探讨环节，
中科院专家与参会企业
相关负责人展开沟通交
流，就企业相关问题和
需求认真解答。

会后，中科院专家
深入企业走访调研，进
一步了解企业在生产中
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及
对3D打印技术的需求，

帮助企业采取有效措
施，努力寻求对策，促进
企业创新发展。

目前，济宁市制造
行业均采用传统的“去
除—切削”加工技术，存
在高消耗、高污染等问
题，造成企业生产成本
高、利润空间小。3D打
印技术，相对于传统加
工技术，是一种“自下而
上”的制造方法，具有明
显优势。

此次研讨会的成功
举办，将大力推动3D打
印应用技术与济宁传统
行业、特色产业对接，为
济宁以及高新区制造业
发展提供新动力、构建
新支点、开辟新途径。

济宁高新区发布基石合作伙伴共赢计划

筑筑巢巢引引凤凤，，龙龙头头企企业业愿愿来来高高新新区区
本报记者 于伟

济宁高新区确
定实施基石合作伙
伴共赢计划，将服
务目标定位为企业
总部，通过加强与
企业总部设在外地
的行业龙头企业的
合作共赢，在更大
范围、更广领域、更
高 层 次 上 深 化 合
作，加强与企业母
体的紧密衔接，依
托企业总部对于上
下游产业的集聚和
吸附能力，创新完
善产业生态体系发
展。这是继共生计
划、吟龙计划以后
制定的另一项加快
产业发展的重大举
措。

专专利利申申请请量量增增长长五五成成多多
高高新新区区获获奖奖近近百百万万元元

专专家家学学者者高高新新区区支支招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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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培育扎根济宁、国内领先、面向世界、国际知名
的本土经济巨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本土总部企业
聚集效应。

重点培育一批主导产品在行业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
高、品牌优势明显、创新能力强、发展迅速的科技领军企
业，逐步形成有实力、有品牌、有特色、有全球影响力的创
新型产业集群。

加强与企业总部设在外地的行业龙头企业的合作共
赢，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深化合作，加强与
企业母体的紧密衔接，依托企业总部对于上下游产业的
集聚和吸附能力，创新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发展。

济宁高新区形成产业发展扶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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