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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实体经济，抓大 也要顾小
园区产业布局需破解同质化问题，避免无序竞争
本报记者 张頔 赵丽 实习生 姜潇 王艳艳

济南市本届领

导班子上任以来，把

发展实体经济视为

工作的重中之重，并

提 出 了“ 抓 大 不 忘

小、抓新不忘老、抓

快不忘好、抓外不忘

内”的思路。一年以

来，以经济开发区为

载体，济南的机械制

造、食品饮料等产业

规模逐步提升，众多

中小企业也获得了

不同程度的政策扶

持。在重点项目接连

落地的同时，提高项

目产能、调整产业布

局也为2013年经济的

增长留足了空间。

2月19日，济阳县举办了春
节之后的第一场招聘会，不少
远道而来的外地企业都没有完
成预定的招聘计划，这是因为
实体经济的增速发展把本地劳
动力更多地留在了济阳。

36岁的济阳人朱长芹已经
在济北开发区工作了7个年头，
她在旺旺集团山东总厂担任助
理工程师，每天的工作是在检
测室里测算各种样品参数。如
今，朱长芹已经在济阳县城买
了房子，生活也像产品广告一
样“越来越旺”。

“生产高峰期的时候，全厂
能有3000多名工人，90%来自济
阳本地。”厂长室协理陈仲良介
绍，旺旺集团2002年就投资建设
了山东总厂，目前已连续13次追
加投资建设新厂，项目全部达产
后，将成为旺旺集团在中国大
陆规模最大的生产基地。

2012年，旺旺集团实现税
收超过2 . 5亿元，增幅达到60%
以上，仅此一家企业的税收就
占到济阳县税收总量的15%左
右。目前，济阳县还拥有达利、

统一、上好佳、耐斯等一大批国
内外知名食品企业，在2012年
完成产值115亿元，占全县生产
总值的一半以上。在食品产业
的带动下，2012年济阳县地方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国税收入
双双突破10亿元大关，增幅都
达到25%以上。

为了吸引大型项目落户，
济阳县花了不少心思，光是统
一集团，济阳县就用了9年时间
做前期工作。而从决定在济阳
布点到正式落户，统一集团只
用了两个多月。鉴于济阳项目
推进的速度及服务诚意，统一
集团把一期注册资金从1800万
美元追加到3000万美元。

有了龙头企业后，如何形
成食品产业的集群效应，也是
当地政府所要考虑的。为减少
食品企业的检测成本，开发区里
成立了检验中心，企业无需再到
济南市区送检抽样。为更好地满
足食品企业的用奶需求，济阳把
奶牛养殖作为农业发展的重头，
为旺旺、达利等企业的乳制品生
产提供了大量的优质原料。

章丘多家中小企业节前收“红包”
在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产

业设施的同时，各级政府也不忘
兼顾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小企业。
蛇年春节之前，位于章丘刁镇的
山东开泰厨房设备有限公司收
到了一个18000元的“红包”———
该企业于2012年5月份注册，注
册资金为3000万元，当时缴纳注
册费用16000元、验资费2000元，
日前章丘市将这18000元进行了
返还。

山东开泰厨房设备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刘瑞告诉记者，企
业主要以生产厨房设备、炊具、
消毒柜等产品为主，新公司正在
建设之中，计划今年上半年投
产，对于起步阶段的企业来说，
这笔18000元的资金无疑是份

“意外之喜”。
和开泰厨具一样，章丘多家

中小企业都获得了这样的“红

包”。去年，章丘市新设立了300
万元的工业创业发展服务基金，
用于2012年之后新建企业的注
册补贴、培训等费用。这笔基金
的运作机构是2012年12月新成
立的经纬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该
中心现已入驻银行、担保、中介
等服务机构15家，为企业提供投
融资、创业帮扶、管理咨询和法
律维权等服务。

面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
为了帮助企业渡过难关，2012年
章丘市出台了《关于扶持中小企
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
措施，并从财政拿出3000万元
设立了中小企业发展专项扶持
资金。

对于这3000万元资金的用
途，章丘市经信局副局长高进介
绍说，其中1000万元为过桥资
金，用于解决企业临时性的信贷

资金拆借服务，帮助企业进行短
时期内的资金周转；另外2000万
元则由鑫兴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中心与建设银行、华夏银行联合
为企业开展“助保贷”业务，两家
银行由此放大对企业的授信额
度高达10倍，而贷款企业则是由
服务中心与银行共同筛选出的
具备成长条件的企业。

2012年底，章丘市的中小企
业已经培育发展到4400多家，注
册资本金达到70 . 96亿元，从业
人员14万多人。目前，在明水经
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型中小企业
孵化基地建设项目也已启动。此
外，基于“既能让大项目好落地
发展，又有利于中小企业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这一出发点，章丘
市还将建设创新创业园，在其中
建立标准厂房，为中小企业提供
保姆式服务。

产业整合或能收到“1+1＞2”的效果
无论是济阳、章丘，还是其

他县区，各大经济开发区已经成
了省城发展实体经济项目的重
要载体。2012年，明水经济开发
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
区，位于高新区的国家级综合保
税区也获批成立，一年中济南多
了两个“国字号”经济区，目前济
南市各类省级以上园区已经达
到了10个。

园区数量的增加对实体经
济的产业布局也提出了挑战，记
者从前期召开的济南市开发区
工作推进大会上了解到，目前省
城开发区的产业集聚效应初步
显现，但产业雷同现象突出。各
园区在主导产业定位上缺乏科
学合理、错位发展的战略布局，
加之全市层面缺乏产业功能区
规划，各园区机械装备、电子信
息、食品饮料产业同质化率分别
达到60%、50%、40%。

济阳建起食品工业城的同
时，章丘的食品工业也达到了每
年数十亿元的产值规模。“如果
两地的食品产业能整合在一起，
应该能达到一加一远大于二的效
果。”一家食品企业的经理介绍，从
原料供应到包装灌装，食品工业要
形成产业规模，需要不少基础投
入，主打食品工业的园区如果太
多，反而会形成无序竞争。

“我们可以学习湖北黄冈的
经验，当地为了发展食品工业，
一次性规划10000亩土地，总投
资150亿元规划建设了食品产业
城。”济南市食品工业协会会长
阎世春说，除了对外招商，济南
还应该把有产能需求的本土食
品企业聚集起来，利用好既有食
品工业园区的优势，通过政府统
一规划来加强产业合力。

济南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
长王征分析说，目前济南在发展园

区经济时不能只盯着投资规模，更
要注重优化产业结构。如果各个园
区的主导产业没有形成差异化发
展，不仅给园区间造成无序竞争、
重复投入等矛盾，也会导致有限资
源的分散配置和产业链条延伸不
足等问题。

“为了避免开发区各自为
战，市政府要做好产业定位上的
协调规划。”王征说，为了鼓励各县
(市)区和高新区打破行政地域的
界限，破解产业雷同的问题，济南
市在去年推出了“飞地招商”的
政策来保证产业集聚发展。

“有了这个政策后，园区之
间可以更好地交流资源。”王征
介绍，通过建立项目引进方和项
目落地方在税收分配、指标考核
等方面的利益联结共享机制，各
类县区级地方税收3年内由双方
按一定比例收益，以此实现共
赢，使园区产业健康发展。

落地项目衍生产业集群

济阳半数产值出自食品

章丘银鹭生产车间内的流水线。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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