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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入选‘绿色园区’榜单，与我们招揽

高端人才、强化科技创新、全域国际化这三点

分不开。”山东省潍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潍坊高新区党工委书记初宝杰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不久前，工信部发布《关于公布第二批绿色

制造名单的通知》，包括潍坊高新区在内的 22家

园区“榜上有名”。自从去年 9月 1日“第一批绿

色制造示范名单”公布以来，先后有 46家园区晋

升“国家级”，成为官方认可的“绿色园区”。

这 些

园区何以“以绿取

胜”？在绿色发展方面有

哪些经验和做法？还存在哪些差

距和难题？近日，科技日报记者走进部

分园区，通过对园区管理者和企业的访谈，寻求

答案。

本报记者 魏 东 王延斌

“近几年钢企大面积亏损，行业平均利税率

不到 1%，但特钢集团却实现利税总额近 3 亿

元。这主要得益于较为完善的内部循环经济

链。”潍坊特钢集团总经理于光富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他们在全国同等规模的特钢企业中，率先

实现了负能炼钢（消耗能量小于回收能量）。

矿渣、钢渣、粉煤灰和除尘灰是钢企冶炼后

的四类固体废弃物，潍坊特钢集团通过技术手

段让它们都“有了用武之地”——

矿渣和钢渣进入微粉生产线进行粉磨加工，

通过磁选设备，把钢铁成分回收，二次入炉进行

冶炼；剩下的渣粉被加入煤炭燃烧后产生的粉煤

灰和环保除尘工序产生的除尘灰，按照一定比例

混合，添加成品熟料，生产出硅酸盐水泥。

正向千亿级进军的潍柴集团也有着自己的

“创新一招”。在这里，再造发动机并非简单地“旧

貌换新颜”。通过先进设备，回收的发动机被完全

拆解成单一零件，再经过分拆、清洗和检测，对失

效零件进行再加工或替换，最后重新装配。一套

流程走下来，已经报废的发动机不仅可达到与新

产品一样的质量标准，价格还比新机便宜许多。

将循环经济嵌入传统工业领域，是潍坊高

新区入选“绿色园区”的理由之一，但并不是全

部。一大批高增长、高利润、低能耗的产业集群

也正在这里加速形成。

微 型 麦 克 风 、蓝 牙 耳 机 领 域 的 世 界“ 龙

头”，中高端 VR 产品占据全球近 70%的市场份

额……坐落在园区内的歌尔集团是多项细分

行业的“隐形冠军”，先后为三星、苹果、谷歌、

思科等世界 500 强企业提供产品。

眼下，动力装备、声学光电、生命健康已成

为潍坊高新区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其中并不

缺乏歌尔这样的行业“龙头”，并以强大的示范

作用加速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

创新技术，循环经济嵌入传统工业

“180 天之内拒绝 400 亿的投资”，听上去有

些疯狂，但聊城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张连臣有着自己的逻辑。

比起早已是国家级高新区，且排名靠前的

潍坊高新区，300公里之外的聊城高新区并不显

山露水，但其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却有着独特

绿色崛起，生态牌彰显“后发优势”

的“ 后

发优势”。

在中国最大的电磁加

热设备研发商——金泰公司车间

里，一项被形容为“镇厂之宝”的技术已经

成熟。与传统电阻片加热方式相比，这项技术

节约能源达 30%以上，改造 1000 台电磁加热设

备平均年可节约 30000吨标准煤，大大节约了石

油开采的成本。

“环保行业正处在‘风口’上。”该公司董事

长朱彬彬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我们瞄准了行业

问题和需求，与大学院所合作解决疑难杂症，闯

出了一片天地。”

绿色化首先是产业起点和发展过程的绿

色。在坐拥近千亩的湿地“九洲洼”的聊城高新

区，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产

业结构和生产方式备受青睐，节能环保产业、电

子信息产业、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高端制造

业、生物科技产业等由此被纳入“棋局”，而在此

之外的投资，则全被拒绝。

这是聪明的选择。“我们舍弃了 400 多亿元

的投资，又争取了 400 多亿元的新项目落户。

虽然得失相抵，但丢掉的是落后产能的‘黑芝

麻’，招来的却是战略新兴产业的‘绿西瓜’，更

树立起了聊城高新区绿色崛起的生态品牌。”

张连臣说。

从潍坊高新区、聊城高新区的绿色发展“履

历”上可以看出：“以绿取胜”，既离不开改造传统

能耗产业，也要积极发展绿色的新兴节能产业。

无论是前者追求过程和结果的绿色，还是

后者的本质绿色，都是通过人才和技术聚集，向

绿色要生产力。这，也正是潍坊高新区党工委

书记初宝杰最看重的两点。

从加拿大博士毕业，王建国选择了到潍坊

高新区创业。

吸引他的，是潍坊高新区投资 6000 多万元

建设的生物医药公共技术平台和生物医药中试

平台。在这里，瞄准心血管方面的高端药物发

力，两年多时间王建国已开发出多项药物核心

技术。

如今，全国各地的人才争夺战正上演得如

火如荼。从注重招商引资转向大张旗鼓延揽、

培养人才，这既是经济转型和向高质量发展的

需要，也体现出主政者执政理念的变化。初宝

杰认为，人才是绿色园区的核心要素，也是第一

位的资源，“在区域竞争中，能够吸引八方人才，

也就把握了制胜之本。”

何以揽才？潍坊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

委会主任宋赤锋列举了“三招”：下足“招引”功

夫，下足“留人”功夫，下足“培育”功夫。

“ 真 正 的 人 才 选 择 就 业 地 ，最 看 重 的 还

是 事 业 ，即 有 一 个 施 展 才 华 ，让 事 业 尽 快 发

展 的 平 台 。 产 业 集 群 、政 策 环 境 、高 端 平 台

散 发 的 吸 引 力 ，远 胜 于 票 子 和 房 子 。”他 表

示，全区已先后聚集 32 位“千人计划”专家、

2 位“万人计划”专家、8 位科技部“创新人才

推进计划”，51 位山东省“泰山学者”“泰山产

业领军人才”。

为了让人才走进来、更能留下来，潍坊高

新区还通过歌尔绿城国际社区等打造宜居宜

业的国际化仿真生活环境，解决高端人才周

转用房、子女入学、个人所得税缴纳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作为全国 31 家“证照分离”改革

重点关注单位之一，这里的商事制度改革刚

刚 受 到 国 家 工 商 总 局 的 表 彰 ，“ 五 十 四 证 合

一”的大步子改革，使其成为山东省整合事项

最多的地方。

做优环境，搭建平台八方揽才

春暖花开的 3 月，吉林依然是白雪茫茫。尽

管还没到项目开复工的最佳时间，通化医药高新

区的各个项目工地里，已经是热火朝天。

探究其缘由，火爆的项目建设氛围正与园区

聚焦人才，激发活力的一系列做法密不可分。

“我觉得这是个创业拼搏的好机会，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就报名了，没想到考上了。”36 岁的王鹏

原来是个机关干部，恰巧高新区公开选聘人才，就

竞聘成了通化医药高新区湾湾川生物医药产业园

的管委会主任。

一次转换岗位的艰难抉择，激发了王鹏身上

潜藏的活力。他任管委会主任的半年时间，湾湾

川生物医药产业园成为了机器轰鸣、万马齐鸣的

项目建设主战场，在建项目 17 个，计划总投资达

140多亿元。

“我们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创造出一个优良的

制度环境，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爱护人才、大胆使

用人才，让高新区成为人才兴业的‘凤凰巢’。”通

化医药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纪凯平告

诉记者。

通化医药高新区近年来转变思路，通过强力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深度激发社会各界人

才的创新活力、发展活力，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

有效解决了“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与不干一个样”的难题。

优秀人才有了用武之地

制度环境决定人才发展活力。去年 4 月，通

化医药高新区大刀阔斧全面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打破体制机制界限，突破选人用人障碍，为一

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干的用武

之地。

从市科技局职员岗位应聘为高新区科技局副

局长的吴秀峰迎来了职业生涯的“第二春”。他带

着伙伴们加班加点，日夜奋战，已组织申报高新技

术 32项、立项 16项，争取专项资金 1600多万元，为

“康元生物科技”医药类重大科技转让项目落实贴

息贷款 1000万元。借着熟悉科技业务的优势，吴

秀峰还千方百计为企业搭建科技平台，推进产学研

对接和科研成果转化。先后组织创建了“康元生物

科技”与省市共建林蛙创业中心、中国药学会与通

化市共建“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服务站，发展电子商

务企业家团队34户，驿站入驻企业10多户。

经过前期调研和周密谋划，通化医药高新区

管委会在整个园区全面推行“管委会+投资公司”

的管理体制，建立“档案封存、全员竞聘”运行机

制，实行“基础工资+绩效奖金”薪酬制度，内设部

门从 11个增加至 21个，并从市直机关选聘 7名干

部，从社会招聘 99名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的工作

人员，平均年龄 32.5岁，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到现

在已拥有本科以上学历干部 211 名，占全区工作

人员总数的 80.2%，其中硕士研究生 26名。

“双高”人才掀起项目引进潮

“我用人，就要用两种‘高人’——高素质、高

水平！”在读博士研究生王龙，被公开选聘为高新

区新增设的招商一局局长。到任后，他作出了这

样的承诺。如今，招商一局全局 15名工作人员学

历均达本科以上，平均年龄不足 30岁。

用人的“双高”，带来了招商引资的“双高”

变化，即高端化、高质量。招商一局小半年就引

进高科技项目 37 项，并已全部进入实质性建设

阶段，总投资达 300 多

亿 元 ，其 中 亿 元 以 上

项目 20 项。

“ 原 来 是 被 动 管

理，我要求他们一定要

主动服务。”胡志彬通

过公开选聘担任项目

建设局局长以来，组织

全局干部员工从项目

前期运作到投产达效，

全程实施跟踪包保责

任 制 ，全 局 人 人 有 目

标、有任务，更有压力

和动力。

根据园区发展需

要，通化医药高新区因事业设岗，因人才增局。一

大批优秀人才的到岗，为通化医药高新区的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纪凯平告诉记者，2017 年通化

医药高新区谋划和实施项目 115项，总投资 353亿

元，其中 5000万元以上重点项目 65项，总投资 332

亿元。

如今，投资 20 亿元的东方红西洋参产业基

地、11 亿元的君必达中药制药产业园、5.5 亿元的

医药健康创业园等 36个新建项目已开工建设；投

资 50亿元的东宝生物医药产业园、30亿元的修正

医药科技产业园、12亿元的紫鑫医药产业园等 29

个项目复工续建。

白山黑土上筑起人才兴业的“凤凰巢”

本报记者 马维维

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一家企业内通化医药高新区的一家企业内，，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参芎葡萄糖注射研发人员正在进行参芎葡萄糖注射
液理化检验液理化检验。。 朱传刚朱传刚摄摄

26 日，重庆市两江新区发布消息称，该区范围内高新技术企业

数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17 年总数已经达到 261 家，增长

46.6%，占全市总数的 13%。

在多项核心指标中，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也都出现了较大增

长。其中，2017年两江新区新认定高新技术产品 343项，增长 85.4%，

新增数量占全市的 11.3%；同期高新技术企业总收入 2027.7 亿元，增

长 180%；高新技术产品收入 1576.3亿元，增长 223.8%；净利润总额为

209.7亿元，增长 318%。

两江新区科创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促进区内高新技术企业

发展，两江新区已出台了多项政策扶持高新技术发展。按照招商引

资四个“黄金 10条”等相关政策，两江新区将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和

复审奖励：对企业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首次认定通过给予30万元

的奖励；而对高企技术复审企业，通过复审后，给予10万元奖励。通过

政策激励和创新生态环境建设，两江新区初步形成了“产业扶持+债权

融资+股权投资+改制上市”的创新创业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在两江

科技创新专项基金中，两江新区对新型产业技术研究院 5年内最高奖

励 7000万元，对获得国家级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奖励 500万元，对新认

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奖励 400万元。 （记者雍黎）

261家
两江新区高新技术企业质量双增长

近日，在北京市经信委颁发的“北京市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名单

中，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家医疗企业榜上有名。

智能制造如何在医疗领域大显身手？

“智慧机器人”炫酷能干

“小白龙”自动化配料机器人负责根据精益生产的需求完成内部

物流实时、精准配送的重要任务行动，它一路敏捷灵活地感知并避开

障碍物；

名叫“翠花儿”的 Cobot人机协同测试机器人，自带“无须编程、

自我学习”的强大技能，可模仿人的指示动作自动连续操作，一次性

进行 9 个测试位点的校正及射线剂量测量，充分发挥机器人高精度

重复和视觉定位、快速部署等优点；

“大黄蜂”Auto-T 自动换模测试机器人，能为多达 6 台 CT 产品

进行设备出场前的测试标定，并根据需要提供模体输送定位服务，实

现 24小时连续运转及多机同时测试操作，还是业内全球首台在出场

前能自动测试的应用系统。

坐落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GE 医疗北京工厂里，炫酷能干

的“智慧机器人”在工厂里各司其职，穿梭忙碌，令人眼前一亮。

“这些精益作业的机器人大多数都是我们自主创新研发的。”GE

医疗北京工厂暨全球供应链北京区总经理陈和强告诉科技日报记

者，“这家工厂是公司全球最大医疗设备生产基地，目前公司全球出

货的 CT 设备中，70%由北京工厂供货，正实现着‘中国智造 服务全

球’的战略目标。”

智慧工厂≠自动工厂

“其实，智慧工厂不等同自动工厂，后者只是智慧工厂中很小的

一部分。”在陈和强看来，智慧工厂应是精益生产技术、先进制造技术

与数字化平台相叠加，是从供应链起始端、生产制造全过程，到产品

到达客户及订单完成的整个流程，都有一套数字化平台去监控和抓

取大数据，不断优化、提醒信息流、物流和人力流的三流合一。”

他认为，企业“智能制造”分三个层次，一是发力精益生产，应将

精益生产理念充分融合在生产制造中，从设计、工艺到成品的全流

程。二是先进生产工具的开发和运用；三是搭建数字供应链优化平

台，让人力流、物流、数据流整合优化，同时让合作伙伴从信息透明化

的供应链生态圈中受益，实现多方共赢。

作为“GE全球智慧制造示范工厂”，这家工厂的单台设备综合能

耗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带动了供应链

条上国内 70 多家合作伙伴在原材料、制造工艺、运营效率等多方面

不断升级，形成了独具优势的智慧供应链生态圈。

引领带动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

“工厂取得的创新成果，离不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期以来的

鼎力支持和良好的基础设施，近年来，开发区从政策、人才、资源等层

面进一步加大对于落户企业的全方位扶持，未来我们希望能引领带动

区域制造业转型，为‘中国制造2025’贡献一份力量。”陈和强表示。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已成为装备制造产业的一大

“特色标签”。开发区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智能制造，推进风电、机器

人、关键基础零部件和自动化生产线等企业的有机布局。2017年度

“北京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名单的 15家上榜企业中，开发区独揽 8席；

今年 1—2 月，开发区装备制造产业产值 60.3 亿元，同比增长 22.3%，

是近 5年来首次实现 20%以上增长。

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发区已制定出台《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管理规定》，明确了政府支

持重点、支持方式及企业申报条件，确定到 2025年实现培育 100家智

能制造示范企业的总目标。

这里有家“医疗智慧工厂”

本报记者 华 凌

以绿取胜，这些园区擦亮最强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