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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在位于菏泽高新区智能制
造产业园的山东顶米半导体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公司副总经理张清介绍：“我们
规划建设完整产业链条，制造的产品广泛
应用于家用电器、标准电源、消费电子和
工业控制领域。”

  山东康莱米科技有限公司与山东顶米
半导体有限公司一墙之隔，二者是菏泽高
新区通过产业链资源招商落地的智能终端
制造项目，搭建了从上游核心配件到下游
终端产品的完整产业链。“这不仅有助于
提升产品品质，还大大节省了时间和物流

成本，实现优势互补、最大化拓展合作新
空间。”山东康莱米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
吴青华说。
  菏泽市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产
业链配套企业，规模以上新能源新材料企

业达到131 家。全链条发展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
个园区获批创建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加快
打造石墨烯、纳米、 5G新材料为主的区域
性新材料集聚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力
总装机比重达54 . 9%。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赵念东 蒋鑫

  菏泽地处鲁西南，是欠发达地区，工
业一直是发展的突出短板。要实现后来居
上，必须做大做强工业产业。
  2021 年，菏泽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
量，上升至全省第九位，实现由“全省垫
底”到“跻身中游”的历史性跨越。在菏
泽蝶变中，重点产业强势崛起是浓墨重彩
的一笔。
  今年以来，菏泽市精准对接省“十
强”产业，深入推进“工业强市”战略，
全力打造“231 ”特色产业体系。着力壮
大总量、优化结构、提升层次，产业发展
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明显提升，为
后来居上提供源源不断的支撑。

  做强核心产业，打造高端

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炎炎夏日，在菏泽现代医药港山东简
道制药有限公司项目施工现场，一派忙碌
的景象，工作人员穿梭于生产线间，争分
夺秒进行设备调试。“为了加快项目建设
进度，我们现在也是倒排工期、挂图作
战，确保按照时间节点高效推进。”简道
制药副总经理金红波说。
  简道制药是较早进驻菏泽现代医药港
园区的生物医药企业，一期化药制剂项目
总投资达1 . 3 亿元，年生产口服液5000 万
瓶、片剂10亿片、颗粒剂2亿袋、胶囊剂5
亿粒、注射剂2000 万支，达产后年可实现
销售收入10亿元。
  长期以来，鲁西地区一直是山东省区
域经济发展的短板。经济总量小、创新能
力弱、开放层次低、环境约束紧、居民收
入少等，菏泽曾一度是山东区域发展的一
块“洼地”。如何打造有本地特色的产业
体系和竞争优势？
  菏泽把目光瞄向生物医药产业。
  这是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科学研
判。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药品（医疗器
械）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加快创新药审评审批等一系
列支持政策，生物医药产业迎来了要素重
组、布局重构的重大机遇。
  这是打造高地、带动全局的现实选
择。菏泽工业基础较差，能耗、环境容量
基数低且已接近“天花板”，发展生物医
药这种高效益产业，可以通过打造局部高
峰带动全局发展。
  这是发挥优势、培育特色的有效路
径。菏泽生物医药产业起步于2003 年，经
过十余年的发展，产业门类齐全体系完
整，规模总量一直居全省前列，具备进一
步做大做强的基础和条件。
  生物医药产业作为省“十强”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省提出，要围绕重大新
药创制等领域，重点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
术，加快创新药物研发。菏泽把生物医药
产业作为核心产业，高标准规划建设现代
医药港，蹚出一条欠发达地区发展高端产
业的有效路径。
  “生物医药产业是菏泽‘ 231’产业
体系中的核心产业，也被作为全市首选产

业精心培育、全力推进。”菏泽市工信局
局长郝丕进说，在现代医药港的带动下，
菏泽生物医药产业裂变式增长，规上企业
产值三年实现翻番、达到605 亿元。以现
代医药港为龙头、四个专业园区为支撑的
“一港四园”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千亿级
规模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7 月 22 日，在巨野县生物医药产业
园，华阳药业年产2860 吨原料药及医药中
间体项目正在紧张施工。该项目是2022 年
省重大项目，由山东华阳药业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总投资 10 亿元。项目正式投产
后，可年产医药中间体、原料药、成品药
2860吨，年销售收入15亿元。
  巨野县生物医药产业园作为巨野县发
展生物医药产业的着力点，计划总投资50
亿元，重点发展化学原料药、医药中间
体、生物制剂、医疗器械等，将打造能源
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优势企业突出、关
联企业集中的全产业链医药园区。
  菏泽发展工业，因地制宜、突出特
色，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生物医药
产业是成功的案例。根据发展目标，到
2025 年，菏泽将把生物医药产业打造成千
亿级产值、百亿级税收的高端生物医药产
业集群，菏泽将成为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
力、在国际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
新策源地。

  补链延链强链，培育壮大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十强”产业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
主战场。壮大“十强产业”集群，重大项
目具有牵引性、示范性、支撑性作用。菏
泽将着力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引
进培育一批关键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产业
链配套企业。
  7 月3日，在曹县光电产业园（东区）
的山东园凡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工人们正在加班赶制订单。
  “我们公司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各种
功能性保护膜涂布研发、生产和销售企
业，也是国内行业内唯一一家引进进口高
端技术的企业。”山东园凡新型材料有限
公司董事长庄凡沁说，“按照计划，今年
年底，11 条生产线可全部投产，届时公司
将成为江北最大的单体PET保护膜加工企
业，年销售收入可达10亿元。”
  光电产业是新兴的高科技行业，其多
元化应用技术产品作为智能产业的一个分
支，未来有着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和潜
力。曹县紧抓光电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
地区梯度转移的战略机遇，从珠三角成功
招引了包括园凡新型材料公司在内的一批
引领型、补裢型、核心型光电产业项目，
全力打造鲁苏豫皖交界地区光电产业“头
号承接站”。
  “我们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就是芯
片。”在曹县光电产业园西区，山东科敏
传感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宪银说，公司专
注于 NTC 热敏电阻器、精密温度传感
器、及温湿度感应模块等物联网系列智能
传感产品，在深圳设有专门的创新研究
院 ， 现 拥 有 新 型 实 用 及 发 明 专 利 9 0
余项。

  良好的产业环境，是集聚产业、催生
创新的土壤。巨野县围绕补链、延链、强
链，招引“专精特新”项目精准“卡位入
链”，精细化工和新材料产业链条不断拉
长，形成了上、中、下游企业相互衔接、
相互依存的“工业生态链”。
  7 月 25 日，在巨野县化工园区，卓航
新材料项目二期15 万吨/年碳酸二甲酯项
目正在有条不紊地施工。“卓航新材料属
于产业链条延伸项目，原料使用园区内巨
丰新能源、大泽化工生产的环氧丙烷和二
氧化碳，采用‘邻墙供应’模式，使用管
道直连，点对点输送，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和安全风险。”项目负责人王建广说，每
年光原料运输成本就可节省千万元。
  菏泽市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领域龙头骨干企业和产
业链配套企业，规模以上新能源新材料企
业达到131 家。布局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积极布局5G、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
前沿信息产业，一批支撑引领新一代信息
技术发展的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鲁西南
大数据中心获批省级数字经济园区；大唐
5G微基站项目成为中国信科集团覆盖全国
的5G网络运营总部。

  做好特色文章，一朵牡丹

开出百亿产业

  牡丹籽油、花蕊茶、牡丹籽油软胶
囊、香水、牙膏、面膜…… 7 月2日，在菏
泽尧舜牡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各种
牡丹系列产品琳琅满目。
  公司总经理许强拿起一瓶圆润饱满的
牡丹籽油软胶囊向记者介绍：“这是目前
国内唯一获得保健食品批号的牡丹产品，
牡丹籽油实现从新资源食品到保健食品的
转变。”
  “近几年，我们努力做精、做细、做
深、做广牡丹产业，不断延伸产业链，塑
造牡丹产业品牌，产品种类由2013 年的七
八个发展到现在的一百四十多个，涵盖保

健品、化妆品、特膳食品等多个领域。”
许强说，“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挖掘牡丹
在医药保健、美容抗衰、新材料应用等方
面的价值，加快打造全产业链生态工业旅
游区、创新型牡丹产业研发区、综合型牡
丹产业高端制造区。”
  “目前，菏泽已成为世界上牡丹种植
面积最大、品种最全、产业链条最长的栽
培、科研、加工、出口和观赏核心区。”
菏泽市牡丹产业发展中心党组成员刘继国
介绍，菏泽市立足牡丹产业资源禀赋与产
业基础，做好特色文章，不断推动牡丹产
业转型，从单一种植观赏拓展至食用、药
用、保健等多个领域，贯穿农业、工业、
服务业各个产业领域。“如今，牡丹已由
一朵花，向精深加工、文创等全产业链立
体综合开发转变，年产值逾百亿元。”刘
继国说。
  一朵花激活一座城，一座城滋养了一
朵花。目前，菏泽拥有9 大色系、 10 大花
型、 1280 个牡丹品种；全市牡丹加工企业
达16 家，牡丹籽油加工能力2 . 5 万吨，菏
泽牡丹籽油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牡丹籽油、牡丹精油、牡丹香水、
牡丹花茶等深加工产品达260 多个。菏泽
牡丹特色产业集群入选省“雁阵形”产业
集群，牡丹产品远销美国、法国、德国和
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菏泽市以牡丹产业为主导，创建牡丹
省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科技创
新推动打造山东省农高区样板、全国牡丹
科技创新中心、全国牡丹产业循环经济示
范区等。牡丹农高区核心区拥有院士工作
站、牡丹学院、牡丹研究院等 26 个科技
研发平台，取得科研成果 72 项，获得国
家发明专利 26 件，转化科技成果 75 项。
其中培育应用牡丹新品种 22 项、应用新
技术 53 项，开发牡丹精深加工产品 265
个，菏泽牡丹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山东省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菏泽深入推进“工业强市”战略，提升产业发展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产业洼地强势崛起

□记者 王兆锋 通讯员 周梦韩 报道
  菏泽市精准对接省“十强”产业，大力发展生物医药和高端化工“两大核心产业”。图为东明前海化工有限公司。

□记者 蒋鑫 报道
  在山东康沃控股有限公司组装车间，技术人员在调
试发动机组装零件。

□记者 赵念东 通讯员 郜玉华 报道
  在菏泽瑞璞牡丹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工人在加
工牡丹干花。

摆脱路径依赖，穿新鞋走新路

短评

  □ 本报记者 王兆锋 赵念东

  一个地方的跨越式发展，在于因地制
宜、突出特色，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
展。菏泽工业一度落后，走传统工业化的
道路受到各种因素制约。菏泽市敢于摆脱
路径依赖，穿新鞋走新路，立足资源禀赋
和产业基础，发挥比较优势，走新型工业
化之路。
  菏泽市深入推进“工业强市”战略，
打造“231 ”特色产业体系，即全流程打
造生物医药和高端化工两大核心产业，高
品质提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机电设备制
造、商贸物流三个优势产业，大力度培育
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现代服
务业等一批新兴产业集群。
  走新路要有底气，菏泽的底气源自菏

泽人的精气神。为了争取精进电动项目，
菏泽主动对接企业负责人，让对方感受到
菏泽满满的诚意，最终项目落户菏泽。正
是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和全市
党员干部群众“靠自己的骨头长自己的
肉”的共识，全市营商环境不断优化，重
大项目接连落地，发展内生动力不断
激活。
  当前，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重大国家战略，“突破菏泽、鲁西崛
起”“鲁南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等区域战
略，为菏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菏泽市初步构建了优势突出、相互支撑、
集约发展的“231 ”特色产业体系，一批
省市重点项目加速推进，势将形成更有力
的投资拉动效应，菏泽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必将越走越宽广。

  菏泽市启动“三个一百”培

育计划，实施化工园区改造提升

行动，加快产业数字化深度赋

能，拥有国家级重点“小巨人”

企业 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5家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

高端化工产业提质扩能

视频｜感受菏泽澎湃创新

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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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壮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

  积极开展“千企技改三年行

动”，今年实施技改项目 2 4 3

项，总投资614 . 6亿元

  以年均 30%的增速快速壮

大，产业规模超过600亿元

  上半年，预计全市规上生物

医药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78 . 5亿

元，同比增长27 . 4%

  营业收入年均增长 18 . 5%，

规模达到4000亿级

  产业营业收入、税收贡献均占全市规上

工业的40%以上

  引进培育一批关键领域龙头骨干企业

和产业链配套企业，规模以上新能源新材

料企业达到131家

  加快打造石墨烯、纳米、

5G 新材料为主的区域性新材料

集聚区，新能源装机规模占电

力总装机比重达54 . 9%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实现营业收入 155 . 5
亿元、增长2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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