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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方案
生态圈渐成

如今城市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

争、创新的竞争。

济宁始终把人才发展和科技创新摆在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成立市人才科技工作指

挥部，坚持一盘棋理念，大力实施科研院所招

引、高端人才引进、高新企业倍增、企业研发

普及、关键技术突破“五大计划”，科技人才创

新发展取得明显成效，呈现出创新资源加速

集聚、各类人才纷至沓来的生动局面。

目前，济宁全市人才资源总量达142万
人，合作院士92人、各类高端人才2100余人，

高技能人才达26 . 5万人。

人才与城市之间“双向奔赴”的背后，起

支撑作用的是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正如济

宁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所言，通过持续优

化生态，坚定不移走好产才融合之路，推动人

才链与教育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用

优质生态撬动人才集聚。

在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上，济宁注重发挥

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大力实

施领军人才倍增行动，开通顶尖人才引进“直

通车”，相继出台“产业人才10条”“创新驱动
16条”“人才金政20条”系列政策，激发人才主

体和用人单位积极性、主动性。

在打造高能级创新载体、吸引集聚人才

资源上，济宁瞄准“中字头”“国字号”大院大

所，与260家高校院所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上

海交通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软件中心等46
家大院大所在济宁设立实体化运作的创新载

体，合作共建院士工作站29家。同时，全市建

有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7个，拥有全国重点

实验室、国家工业设计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

心等国家级创新平台68个，省级创新平台632
个，它们成为吸引聚集顶尖人才和一流团队

的重大载体。

在壮大创新主体上，济宁把制造强市建

设作为“九大战略”中的首位战略，创新开展

“干部助企攀登”，全力助推企业向产业链高

端“攀登”，753家攀登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

紧密产学研合作，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

破1300家，增幅居全省第1位。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和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瞪羚”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达到603
家。

在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上，济宁注重营造

重才爱才的浓厚氛围，做细服务吸引人才扎

根，全力以赴构建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打造

“一站式”人才服务平台，整合部门职能、打通

线上线下，为人才提供“一点登录、一窗受理、

一站办结”的一揽子服务；提供“科技贷”“人

才贷”等便捷金融服务，为人才发展提供强有

力金融支持；完善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开

通子女入学、配偶就业、保健就医等21项绿色

通道，切实解决好产业“英才”、青年“俊才”、

制造“匠才”的后顾之忧。

而为放大人才引领、创新驱动的发展效

应，济宁顶格推进，其中一个春天的“故事”值

得一提。

今年“新春第一会”后不久的2月10日，济

宁市委主要负责人一行到珞石(北京)科技有

限公司调研，和珞石机器人创始人兼CEO庹

华就进一步深化合作空间、推进项目建设、打

造产业集群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座谈中，市委

主要负责人表示，济宁将尽最大努力提供最

优服务、搭建最好平台，竭诚为珞石机器人在

济宁发展提供最好的营商环境。

大会致辞中，林红玉更是公开承诺，“我

们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人才安心立业营

造最优生态。对标‘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积

极争创营商环境改革创新示范区……”

把视野拉得更广一些，济宁自2022年启

动干部作风建设三年行动，在全市上下掀起

干事创业的热潮。“转作风、开新局、走在前”

绝非一句空话：行政审批大提速，“开工那些

事”变为“开工一件事”“一网通办”“跨域通

办”，惠民补贴实现“静默认证”……一项项

创新、一条条举措带来更切实际的关键词：

松绑、提速、简化、合并、允许……这为城市

发展注入了更大活力和更多暖意，也是打造

“一流营商环境”承诺的执着落实和有力回

应。

运河潮涌，奔竞不息。济宁这座文化悠

久、兼容并包、开拓进取的城市，正聚天下英

才而用之，这是城市的气度。以一流人才和科

技创新为战略支点，谋划打造国家级先进制

造业高地，济宁正展现出与其文化名城相匹

配的产业发展格局和担当。

日前，国务院国资委发布《关于
印发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和专精
特新示范企业名单的通知》，新风光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新风光
电子)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200家
创建世界一流专精特新企业之一，也
是电力电子领域的唯一代表。

这份“荣誉”里，公司“75后”总经
理胡顺全功不可没。他从山东大学硕
士毕业后，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选
择留在大学期间研究课题的新风光
电子奋斗。

10余年来，胡顺全发挥
技术所长，埋头科研攻关，与
公司技术团队一起执着从事
电力电子节能及新能源前沿
技术研究，自主研发的多项
产品打破国外垄断，填补国
内空白，公司成为变频节能
行业领军企业。

这边，有了高科技人才
胡顺全，新风光电子如虎添
翼。那边，曲阜天博汽车零部
件制造有限公司(下称曲阜
天博汽车)牵手高层次科技
专家，产品实现了迭代升级。

山东大学能源与动力学院教授
李国祥，自2020年与曲阜天博汽车合
作，先后攻克项目产品自驱动、OTA
在线升级速度慢等技术难题，项目产
品获得华为、比亚迪等客户认可，与
一汽红旗、长安等签订项目技术合作
开发协议，帮企业增收超8000万元。

胡顺全、李国祥的故事，是济宁近
年来招才引智赋能产业发展的缩影。

聚焦制造强市建设，济宁把人才
作为第一资源，一方面鼓励吸引济宁
籍人才回乡创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柔
性引进人才和智力。

例如，济宁科学布局“人才飞
地”，变“筑巢引凤”为“临凤筑巢”，现
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青岛等
智力密集城市设立“人才飞地”69家，
助力企业就地招揽人才为己所用。孵
化在“飞地”、产业化在本地，研发在

“飞地”、生产在本地，前台在“飞地”、
后台在本地。截至目前，济宁已通过

“人才飞地”已引进合作专家47人，引
进高科技产业化项目34个。

值得一提的还有，2022年济宁与
北京大学等59家“中字头”“国字号”
大院大所签订合作协议，其中46家设
立实体科创载体，重点帮助企业开展
实施科技创新；推进753家攀登企业
与高校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选派攀
登企业“科技副总”178人，打通科技
创新“最后一米”，促进人才链产业链
创新链融合发展。

“一头是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技
术难题的企业，一头是需要将科研成
果进行有效转换的专家。”济宁市人才
事业发展中心人才开发部主任张海鹏
说，聚焦全市“231”产业集群，绘制产业
人才开发路线图，按照产业链条完善

“全市企业研发需求图谱”“全国技术
成果分布图谱”，每月围绕不同产业主
题开展人才招引活动，帮企业寻到发
展“闯关人”，为人才找到事业“试验
田”，精准对接实现彼此“双向奔赴”。

还有一个关于高层次人才和高科技
项目“落地”济宁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孟府，书店店员追
出退还多收的一份购书
费，孔孟之乡深入人心的
诚信和厚道打动了珞石机
器 人 公 司 创 始 人 庹 华 。
2016年，他将生产基地设
在了邹城。

机器人产业领军人才
选择邹城源于当地民风淳
朴，此后的发展则来自政
府“暖意”。邹城帮助珞石
建了3 . 2万平米规模的全
新智能制造产业园区，公
司搬进了新厂房，具备了
年产超5万台机器人的能
力。

有了大展拳脚的空
间，邹城珞石建成了省内
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
现正带动招引上下游配套
企业加速落地，向着全省、
全国乃至全球具有影响力
的工业机器人全产业集群
这一目标奋进。

在“人才优先、科技优
先、创新优先、企业优先”
的浓厚氛围里，济宁的战
略新兴产业发展强劲。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初步形

成了机器人、集成电路、智能终端、北
斗导航四大产业链，2022年实现营收
134 . 68亿元，同比增长38 . 20%；新能源
产业2022年实现营收102亿元，同比增
长31%；新材料产业聚焦先进碳材料、
稀土新材料、化工及生物基新材料，
2022年实现营收430亿元、同比增长
27 . 38%。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无论是科
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都需要人才支
撑。我们将持续强化高层次人才引
育，积极营造更优的创新创业环境，
努力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智力支持。”济宁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秦明说。（记者 张夫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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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为济宁科技创新优秀团队颁奖。

技术、人才双加持，让辰欣药业迈入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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