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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发展、竞相突破

释放一区多园发展活力

5年连续前进42个位次，争

先进位，产业是基石，园区是载

体。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各园区

注重精准引进补链、强链、延链

项目，推动产业链条式增长、集

群化壮大、方阵型崛起。2022年
以来，高新区落地亿元以上“十

强”产业项目83个，招商引资取

得新突破。其中，投资106亿元的

日本小松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基

地项目是日本小松在全球布局

的第三个智能化制造基地，投资
116亿元的长城新能源工程机械

总部基地项目是长城集团第二

个总部基地。

为充分释放园区发展活力，

今年高新区各园区布局又有“新

优化”。“今年3月份我们牵头调

研，制定了园区整合提升计划，

并于9月份实施。”济宁高新区党

工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蒙婷介绍，加速推进园区提档

升级，关键在于立足“经济建设

主战场、产业发展主阵地”角色

定位，健全“一区多园”管理模

式。

聚焦高新区重点产业，园区

布局由原来的一区十二园调整

为一区十园。“我们按照‘产业链
+专业园’集群培育理念，对产

业趋同程度高的园区进行整合

撤并、转型升级，最大程度整合

优势资源。”蒙婷表示，通过进一

步明确各园区的主导产业和发

展方向，统筹设置了专业园区、

功能园区、属地园区，健全了区

级统筹与属地管理相结合的“条

块管理”体制，形成了错位发展、

竞相突破的“一区多园”发展格

局。

“改革后，各园区功能定位

更加清晰，责任分工也更加明

确。由园区发展服务中心统一规

划、调度、对外‘发声’，也可利于

各园区强化协作、合力攻坚，进

而形成新的集聚效应和增长动

力。”济宁高新区园区发展服务

中心综合处副处长付永强说。

招才引智添动力

构筑产业人才创新高地

产业是发展之基，人才是创

新之源。为此，济宁高新区着眼

人才强区发展战略，充分发挥编

制资源“磁吸效应”，多方招才引

智。

济宁学院教授、山东诺明康

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明丽，主要从事改良型新药与高

端制剂研发工作，主攻关于靶向

纳米给药系统用于药物递送的

研究。

如今，李明丽在诺明康药物

研究院实验室带领研发团队开

展新药试验。“这里不仅具有浓

厚的生物医药产业氛围，还为人

才提供了各方面的优惠政策。”

李明丽直言，依托企业发展及高

新区人才政策，又先后引进博士
7名、硕士40多名，建立了120多
人的研发团队，目前团队已取得

了10余项长效靶向制剂专利。

而李明丽仅为高新区招才

引智的一个缩影。“高新区紧紧

围绕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汽车

及零部件、医药健康、新材料新

能源、数字经济等特色优势产

业，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

‘同频共振’，把人才优势转化为

发展动能。”济宁高新区党工委

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张

进宝介绍，为实现人才链、教育

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高

新区聚焦特色产业，通过加大重

点实验室、院士工作站、产业创

新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人才引

进力度，加强人才“一港三基地”

建设等方式，构筑产业人才创新

高地。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利用

高层次人才周转编制成功引进

“高精尖”人才11名。打造国家

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省级

专家服务基地、市级人才教育

基地和蓼河国际英才港，累计

聚集“诺贝尔奖”获得者3名、海

内外合作院士19名、国家级重

点人才工程人选31名、省“泰

山”系列工程人才45名，以及其

他省市级重点人才工程人选
400余名，拥有产业技能人才
4 . 5万人，使国家高新区引领示

范辐射作用进一步显现。

今年3月份，济宁高新区新

获批省级“四链融合”人才改革

试点，全力推进“人才链、教育

链、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

充分发挥党管人才的制度优势，

促进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

配置，不断孕育新的发展动能、

塑造新的发展优势，打造更多高

新样板。

完善机构职能体系

助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

产业基石打得牢，需要多方

密切配合、协同发力。构建系统

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

构职能体系是汇聚园区共建共

治合力的重要保障。

“为使高新区真正成为经济

建设的主阵地、主引擎，聚焦经

济发展主责主业，进行了机构的

再优化。”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委

员、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长刘

伟宏表示，高新区持续优化经济

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招商

引资、园区建设、企业服务等机

构设置，着力强化经济管理和投

资服务职能。2020年，按照“大部

制、扁平化”的改革要求，推进高

新区内设机构改革，对原有机构

进行大幅度整合重构，机构数量

从37个减少到12个，压减68%。
2023年，锚定经济发展定

位，进一步强化对经济建设以及

“231”产业集群发展的统筹指导

协调，经上级部门批准，增设了

经济运行局，将经济发展局更名

为发展改革局并加挂统计局牌

子，强化开发区经济发展职能。

聚焦社会治理惠民生，又设立了

社会治理服务中心，着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

机构优化，责任清单亦需明

晰。济宁高新区坚持优化协同高

效，充分发挥权责清单、职责边

界清单的制度性基础性作用，积

极推行“照单履职”。2023年，结

合高新区职能定位、发展阶段和

产城融合程度，确定了权力事项
1580项、责任事项3771项并进行

动态调整，推动高新区依法行

政、高效履职。

与此同时，围绕发生频次较

高的土地保障、科技人才交流、

安全生产等职责事项，合理确定

高新区与市直部门、属地县市

区、属地街道之间的职责边界事

项共6大类47项，进一步理顺职

责关系，健全协作配合机制，有

效杜绝推诿扯皮现象。制定安全

生产责任边界清单，构建起“纵

到底、横到边、全覆盖”的安全生

产监管责任体系，为营造良好营

商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保

驾护航。

如今，在体制机制改革持续

深化助力下，济宁高新区在全国
169家高新区中排名第65位，实

现5年连续前进42个位次，向建

设一流现代化产业创新园区迈

出了坚实的步伐。

济宁高新区深化改革向建设一流现代化产业创新园区迈进

5年前进42个位次，位列全国65名
记者 孔茜

位列国家高新区第65名，5年连续前进42个位次是济宁高新区
向建设一流现代化产业创新园区迈进所展现出的一组亮眼成绩。

成绩背后，离不开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助力。近年
来，济宁高新区紧紧锚定“科技创新龙头、高新产业高地、招商引资
主力”发展定位，坚持“强机构、明职责、优管理、聚人才”一体发力，
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区域经济发展活力，为优化营商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体制机制和机构编制保障。

高新区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力。

园区布局再优化，助力企业高速发展。

企业车间机械化生产现场。

高新区多形式构筑产业人才创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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