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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园园 于悦

招商人员拼服务
陪企业采购设施

在市中区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张
建敏的工作日记里，和普华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的第一次接触发生在2010年的
春天，“那时我们组织小分队有针对性
地四处招商，包括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阿特金斯等企业都挨个拜访了，我们称
之为‘敲门招商’，从那时就和普华永道
建立联系了。”张建敏说，早在十年前普
华永道就在青岛设立了分所，在省会济
南落户也被认为是势在必行。“但当时
对方认为我们这条件不够成熟，不管是
写字楼还是经济发展环境都达不到人
家落户的要求。”

直到2015年的3月，普华永道委托
中介和相关人员来到济南选写字楼，

“他们一开始很排斥和政府这边的对
接，害怕我们会采取手段影响他们的选
择。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只能在
后面悄悄地跟着，他们一旦遇到问题我
们就会上前解决。慢慢地和他们的隔阂
渐渐消除，对方还说没想到我们政府的
服务意识这么强，把他们想到想不到的
问题都考虑得很周全。”张建敏说。

到了 2016 年的 4 月份，普华永道
已基本确认在济南落户。“ 4 月 19 日，
他们又派人来看写字楼，我们接待了他
们的技术人员和工程人员，王文涛书记
还会见了普华永道负责人。确定了落户
区域在市中区，只是比较犹豫在中海还
是领秀城，中海的那座写字楼有 LEED 绿
色建筑认证，还有防霾设备，但租金非常
高，我们又帮忙协商了价格及周边事项。”
张建敏说，“只要是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
会事无巨细地都服务到底，连普华永道采
购办公设施都是我们陪着去的。”

2016 年 7 月 11 日，普华永道中天
会计师事务所正式签约落户中海广场，
8 月份进场装修，11 月 28 日开业。历时
五年，全球顶级会计师事务所终于在市
中区落地，张建敏和同事们终于了却了
一桩心愿。如今在中海广场的写字楼
里，除了普华永道，德勤华永以及世界
500 强企业康宝莱和戴尔以及施耐德、
尤妮佳、费森尤斯等一批知名外资企业
都已纷纷落户。

以往的废旧厂区
变身创新产业园

受地域特点的限制，市中区在工业
产业方面发展一直相对较为落后。“我
们以很便宜的价格租赁了一处废旧厂区，
园区的工业设计理念很具创新性，还能带
动上下游产业链，这很符合市中区的定
位，当时济南市也没有此类园区。”市中

区投资服务中心的戴萌科长称。
在市中区的邀请下，广东工业设计

城运营方派出团队来到济南，市发改
委、市经信委以及山东大学等高等院
校、知名企业在市中区建设工业设计产
业园区进行了调研论证和初步选址。

“最后看中了舜耕路南头山东出版集团
下属的一个仓库，一开始我们想租下
来，但没想到山东出版集团得知后也想
参与。”戴萌说，于是去年 10 月份三方
就共同打造“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
园”达成合作意向。

2016 年 4 月，市中区为打造这一设
计产业园，额外设立了一个事业单位，
专职负责组织、协调、服务园区内各项
工作。9 月 22 日，园区正式营业，“首批
入驻企业就把整个园区填满了，涵盖设
计服务、互联网科技以及新媒体等领
域，筹备中的二期签约企业也已经快满
员了。”戴萌说。

据了解，济南国际创新设计产业园
计划分三期改造建设，改造完成后园区
总建筑面积近13万平方米。除此之外，
目前市中区正全力打造十余家特色产
业园区，利用老旧厂房引进一批特色产
业园区项目签约落地。如星工坊·飞尔
姆影视产业园已和韩国SBS电视台、韩
国韩流文化中心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布
局影视产业、才艺教育、娱乐体验和产

业孵化四大板块；融汇老商埠一期项目
计划如期开业，目前正进行招商工作，
已有茉莉餐厅、海底捞、梵希艺术中心
等知名品牌签约；新城工业基地已完成
环评手续，基地内的国药控股山东物流
中心项目已全面开工建设，剩余约 60
亩土地正进行招商工作。

同质竞争调处机制
避免一个项目几个区抢

济南市投资促进局公布的数据显
示，2016年1—10月份，全市招商项目
893个，引进投资993 . 96亿元，同比增长
25 . 71%。其中，增长速度排在前三位的
是平阴县、历下区和章丘市。

2015 年，济南市政府整合市发改
委、市商务局招商引资相关部门设立市
投资促进局。该局成立一年后，济南在
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斐然。以历下区为
例，截至去年 11 月底，历下区实现市外
招商引资实际到账资金 67 . 67 亿元，同
比增长 27 . 92%。

历下区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总
结增长原因时说：“这与市领导对招商
引资工作的重视和成立专门机构后更
规范的招商引资工作分不开。”

在投资促进局成立之初，济南市的
招商工作有不少问题。比如有时一个好

项目会出现市内几个区县同台竞争的
情况，同质化竞争带来了城市的内耗。
为此，投资促进局专门增加了同质化竞
争调处机制。该负责人说，通过一年的
实践，这样的做法确实避免了操作中很
多的同质化竞争情况。“原来不同的项
目分属不同的部门，现在都归于一个部
门，办事效率更高。”

效率提高后，投资促进局在为项目
提供服务时就更加得心应手。“我们会
对招来的项目实施全方位的服务，这些
服务包括各种手续的办理，还有实施过
程中项目遇到的各种问题，我们都可以
协调解决，通过我们的这些服务，来优
化济南的营商环境。”投资促进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项目大多集中在
金融和高科技领域

对于济南招商项目发生的这些变
化，济南市民刘天宇就有明显的感受：

“济南引进不少大项目，而且都是和我
们老百姓相关的。感觉济南未来发展一
定会很好。”刘天宇的感受并没有错，
2016年仅下半年就有多个“高大上”项
目落户济南市：如8月济南宜家开工、万
达文旅城签约、建设菜鸟物流，11月华
谊(济南)电影文化城签约、微软来济建

““追追””了了五五年年多多，，招招来来了了 普普华华永永道道
济南去年招商引资集中在大品牌和高科技项目，改变 了城市格局

告告别别““粗粗老老笨笨重重””，，逐逐浪浪““高高精精尖尖””
济南发力高端产业，新金融聚集区正在形成

本报记者 孟燕 修从涛

告别“粗老笨重”
老工业区转型升级

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和支撑。
2016年12月9日，在工作总结会上，济
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王忠林用五个

“更”字为产业发展方向点睛，产业定
位要更高、上层布局要更清、融资渠
道要更广、发展环境要更优、推进合
力要更强。

“我们发展产业，不能再搞低水平
的重复建设，不能再发展‘粗老笨重’
的低端产业，也不能再走重化产业的
老路，而是要高点定位，突出特色产
业优势，打造高端、高效、高质的产
业。”王忠林强调，也不能贪大求全，
而是应该找准优势，培育一批在行业
有话语权、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特色
产业。

告别“粗老笨重”的低端产业，省
城东部老工业区已经走在了前面。东
部老工业区搬迁改造，除了改善广为
市民诟病的大气污染外，也是济南产
业布局的重大调整。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目前东
部老工业区已经搬迁改造和关停腾退
工业企业38家，备受关注的济钢搬迁
工作也在加快推进。根据《济南市大
气污染治理十大措施配档表》，2017年
底，济南将按时完成山钢集团济南分
公司产能调整各项工作。同时，督促
济南庚辰铸造材料有限公司加快异
地搬迁项目建设，2017年底前完成搬
迁任务。督促蓝星石油济南分公司确
定搬迁方案，确保2017年底实现全面停
产。

今后老工业区将实现整个片区的
转型升级，打造服务业新亮点并加速
工业高端化。

布局智能制造产业
重振济南制造业地位

“高精尖”产业也正在成为新的城
市名片。“有一个趋势是明确的，专职
司机行业将逐渐消失，智能车产业化
必将兴起。”2016年11月在济南举办的
中国国际智能制造大会上，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德毅发表上述预言，让人能
强烈地感受到他是在向一个智能制造
新时代招手。

李德毅口中的智能车又被其称为
轮式机器人，就是能与乘客友好交互
的智能化自动驾驶汽车。它可以实现
导航、导游、教练和代驾等功能，还可
以识别路口交警手语，甚至仲裁交通
事故。

“智能制造不仅是传统制造业升
级改造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多个行
业的跨界融合，需要更多学科的技术参
与。”济南高新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制造业的跨界融合可
不像一个歌手转行做演员那么简单。

以山东科耀主打的“机器视觉”设
备为例，公司总经理霍宪洋介绍，所谓

“机器视觉”，简单说就是给机器装上
一副“火眼金睛”。机器有了眼睛，原先
需要人通过视觉进行辨别处理的工作
都可以交给机器来做，而且可以做一
些超过人类视觉极限的工作，大大减
少出错率。

“然而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
需要将光学器件进行非接触感知，然
后获取或解释一个真实场景的图像，
从而达到获取信息和控制机器的目
的。其中涉及了光学、计算机图像算法
等多学科高科技。”

其实，济南布局智能制造产业已
久，2014年济南高新区投资1 . 2亿开始搭
建“山东省机器人与智能装备”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2015年，由人工智能学会发

起主办的全国首个智能机器人创新联
盟成立，并和济南高新区共同打造智能
机器人与数字化装备科技园；2016年，济
南高新区成立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中心，
建设智能装备国际产业园。

推进“互联网+”产业
促使服务业形态新升级

除了制造业的跨界融合，基于“互
联网+”的服务业新业态也在不断涌现。
互联网+家居、互联网+餐饮、互联网+印
刷、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旅游等新兴服
务业也在济南做得风生水起。

以互联网+家居为例。在 2016 年的
“双 11”期间，以互联网思维主攻家装
行业的宜和宜美2小时便冲破5000万元
大关，最终以总交易额103083437元收
官，在全屋软装类目拔得头筹。作为一
家刚成立 1 年的企业，能有如此不菲
的业绩，企业创始人蒋伟红认为互联
网的作用居功至伟。

同样借助“互联网+”，世纪开元运
营总监张钰曾表示，植入互联网基因
的世纪开元，从传统的印刷行业变身
为一家互联网企业，开始出现了一种
新的生产模式：“拉动式生产”。

什么是“拉动式生产”？张钰介绍，
传统企业一般是推动式生产，企业每
年会有年计划，生产会有库存；但拉动
式生产是根据用户订单定制，没有中
间库存环节，各项运转比较高效。

“我们每天可以处理10万个不一
样的订单，通过汇集用户的需求，标准
化生产，最终通过订单管理系统，自动
分配、管理，再进行标准化生产，发往
全国各地。”张钰介绍，这是企业用互
联网创新思维，占据精准客户流量入
口后，产生的生产模式的变化。

“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产
业增长点，基于“互联网+”的服务业新
业态，正在促使济南服务业形态升级。

2015年，济南市将“招商引资”作为
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成立投资促进局。一
年多来，济南招商引资的方向和重点都
有了新的变化。过去一年，济南的招商项
目集中于一些开放型外资、金融和高科
技项目。

未来几年，济南要打造全
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产
业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
创新中心。“四个中心”的建
设，离不开产业支撑。目前，老
工业区搬迁正在加速推进，迎
来转型升级；中央商务区聚焦
金融和总部经济，服务于实体
经济和产业经济，新的金融机
构聚集区正在形成；高新区继
续发力电子信息、新材料、互
联网＋、大数据等高端和新兴
产业。

高新区企业费斯托研发的

仿生蝴蝶。

本报记者 修从涛 摄

孵化平台，12月百联奥特莱斯广场开业
等等。

“感觉济南正在由一个‘土城’变为
高大上的活力之城。”济南市民刘天宇
说。更重要的是，这些项目的引进正在慢
慢改变济南的城市格局。有专家预计，文
体旅游城开业后年接待游客将在2000万
人次，直接创造两万个就业岗位，并创造
持续巨额税收。

房产专家、济南世联房地产顾问机
构总经理朱江告诉记者，文体旅游城首
先给东部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文体休闲旅
游的超大型基础设施，提升了济南的商
业档次。其次，也会推动港沟片区的基础
设施完善，尤其是轨交、公交和市内道
路。同时，这将大大提升周边的城市形
象，“潘庄、田庄等地将由旧村庄向新城
市过渡，形成一个包含港沟、唐冶片区在
内的新的城市区域中心，构建济南东部
新的城市副中心。”

“济南将从一个以泉城路为市中心
的单中心城市，向包括了西城、和谐、洪
楼、高新以及未来唐冶在内的多中心城
市发展。”朱江说。省城研究经济的专家
分析，去年济南的招商项目集中于一些
开放型外资、金融和高科技项目，比如
CBD区域的中国银行、注册200亿元的
铁路发展基金等这些项目的引进也在逐
步改变济南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

中海广场写字楼。市中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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