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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实力稳步提升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达225家

“十三五”期间，德州市
文旅系统坚持“宜融则融、能
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
文”工作思路，以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以融合发展为主线，
紧紧围绕全市工作中心，主
动服务大局、高效履职尽责，
全市文化事业、旅游发展、文
物保护、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和电影、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等常规工作扎实推进、重点
工作亮点频现、整体工作成
效明显。截至目前，国家A级
景区58家，全市接待国内外
游客数量超过1 . 4亿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885 . 4亿元。

2015年以来，德州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文广新局)连
续5年获得全市综合考评二
等奖。重点工作走在全省前
列，2019年省对市综合考核
乡村振兴板块中，德州市“村
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
率”和“戏曲进乡村”两项指
标均位列第一名；群众文化
生活满意度调查获全市五项
民生调查项目第一位，高于
全省平均分0 . 3个百分点。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日益完善。市级拥有市博
物馆、图书馆、文化馆、大剧
院、苏禄文化博物馆、美术馆
(在博物馆临时开放)五馆一
院。拥有县级图书馆和文化
馆22个，其中国家一级馆12
个，德城区、乐陵市等6个县
市区启动综合文化场馆建
设，县级两馆建设档次进一
步提升。坚持重心下移，促进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全市
建有国家三级以上标准乡镇
综合文化站134个，建成标准
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2921个，755个省定扶贫村全
部建有综合文化活动室。乡
村两级文化建设和服务效能
走在全省前列，2019年在省
文旅厅考核中，德州抽样达
标率100%，考核名次分别位
居全省第一名、第二名。数字
服务能力实现重大突破，
2020年投资100余万元，建成
德州市文化云(数字文化馆)
平台。

坚持以文化惠民为平
台，民生实事为载体，积极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
动，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
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每年深

入开展“一年一村一场戏”工
程，2020年开展“戏曲进乡
村”文化惠民演出7444场，行
政村覆盖率93 . 72%，超额完
成省规定50%目标任务，平原
县送戏下乡“三重覆盖”工
作做法在全省推广。深入开
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惠民活
动，全市每年举办广场舞大
赛、元宵节民间文艺展等文
化活动3000余场。德州大剧
院连续7年成功托管运营，
累计举办各类演出 7 9 0场
次，其中引进国际国内高水
平自营演出418场，开展文
化惠民公益演出及艺术活
动261场，将高雅艺术送到市
民家门口。

德州市现有国家A级景
区58家，旅行社60家，星级旅
游饭店13家。2015年至2019年
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数
量超过1 . 4亿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885 . 4亿元，年均增长
率 分 别 达 到 1 0 . 1 5 % 和
19 . 27%，两项指标增速均居
全省前列。其中，旅游总收入
相当于全市GDP比重由2015
年的4 . 86%提高到7 . 5%，在服
务业增加值中的占比由2015
年的12 . 05%提高到15 . 68%，
旅游业对经济的贡献率逐年
增加。

2020年，德州文旅系统
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
抓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上央
视、开设德州文旅产品宣传
栏目和《文旅德州》新闻专
栏，加大旅游市场宣传推介，
着力提升德州旅游形象，前
三季度全市实现旅游总收入
80 . 65亿元，接待国内外游客
1285 . 92万人，全市旅游消费
市场持续回暖。

持续实施大项目带动战
略，全市在建旅游项目50个，
计划总投资1156亿元，累计
完成投资267亿元。全市旅游
项目业态新、设计美、趣味
强，全面构建“多点开花”的
文化旅游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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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德州市工业呈
现健康快速发展态势，质量效益稳
步提升，为十四五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呈现出产业转型升级、产业聚
集态势、科技创新增强、信息化建设
加快等特点。

“十三五”以来，德州市工业经
济保持平稳增长。恒源石化、莱钢永
锋连续三年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泰山体育、景津环保、保龄宝生物、
通裕重工4家企业获评全国制造业
单项冠军企业(产品)，省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17家，省级“瞪羚企业”12
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225家。其中
恒升的DMF、金麒麟的刹车片、泰山
的竞技体育器材、景津的压滤机、保
龄宝的低聚糖、谷神的大豆蛋白、晶
华的空心玻璃砖、通裕的兆瓦级风
电主轴等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国排名
第一。

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由资
源加工型向加工制造型转变，由传
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变。全市高新
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
28 . 05%升高到43 . 06%，装备制造业增
加值增长率连续三年高于10%以上，
持续有力带动全市工业增长，2020年
战略新兴产业利润增长30%以上，新
旧动能转换有力推进。

落后低效产能加速退出，钢铁、
玻璃、水泥等产业产能利用率均达
到合理水平，初步形成“541”产业体
系。高端装备、新能源与节能环保、
医养健康、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五大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作用增
强，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以上工业
比重达到39 . 17%，利润总额占比达到
45 . 2%。

同时，产业集聚态势初步形成。

德州市以平台建设为抓手，积极培
育现代产业集群，集群效应逐步显
现。产业平台建设加快，全市建成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个、国家级高
新技术开发区1个和省级经济开发
区11个，拥有特色产业基地47个。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培育，形成
一批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产业集聚
区，德城区的新材料，陵城区、夏津
县的纺织服装，禹城市的医养健康，
乐陵市、庆云县、宁津县的体育器
材，齐河县的钢铁，德城区、临邑县、
平原县的绿色化工，武城县的中央
空调、汽车及零部件，经开区的新一
代信息技术等产业都已初具规模。

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截至
目前，拥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38家
(其中国家级4家，省级48家，市级286
家)，重点实验室131家(其中省级7家，
市级124家)，科技企业孵化器20家(国
家级4家，省级16家)。

另外，创新型人才引进加速。实
施人才优先发展和人才强市战略，

“黄金30条”政策效应持续发酵，成
功创建全国第4家国家级引智试验
区、全省第4家省级人才改革试验
区，建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6家，助
推全市人才规模壮大，2017年以来，
累计引进人才3352人，1 . 8万人取得
高中初级专业技术职称，24人获评
泰山产业领军人才，46人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

产学研对接深入推进。2015年以
来清华山东化工研究院、中关村智
能制造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成功落
户德州市，“研发在北京、转化在德
州”效应持续放大，全市1150余家企
业与620多家高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转化科技成果达747项。

2020年12月15日
德州移动5G规模商
用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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