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山东民营企业家的

“心里话”
唱响山东民营经济“春之声”

——— 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
  □ 本报记者 李振 刘兵

  春风骀荡，万木争荣。2 月17 日召开的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扎
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
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26 日下午，
山东在烟台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会，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与30 余
名民营企业家面对面交流。 7 位企业家代
表围绕产业发展、政策支持、营商环境等
方面谈感受、议发展、话未来，畅所欲
言、建言献策，唱响山东民营经济健康发
展、高质量发展的“春之声”。

  山东民营经济发展具有显

著特色和优势

  雨水过后，乍暖还寒。渤海湾畔的龙
口市裕龙酒店二楼会议室内，暖意洋洋、
气氛热烈。当天下午3时30分许，专题会
正式开始。前不久赴京参加民营企业座谈
会的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
长李登海，代表民营企业家率先发言。
  “各级党委、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坚
定支持，给民营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吃下
‘定心丸’；对科技创新高度重视，为民
营 企 业 矢 志 创 新 突 破 注 入 了‘强 心
剂’。”李登海开门见山，在发言中用两
个比喻，道出了自己的切身感受。
  改革开放以来，山东民营企业蓬勃发
展，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成为
推动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把民营经济发展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支撑，2023 年山东高规格召开民营经
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和民营企业家座谈
会，接续推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38 条
等政策举措，去年召开全省民营企业座谈
会，为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推力。
  看规模，全省民营市场主体总数超过
1439 万户、占全省市场主体总数的98 . 9%，

贡献了全省67 . 6% 的税收和80％以上的就
业；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 . 7%，
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1 . 8%，撑起了
山东经济发展的“半壁江山”。
  扩活力，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5
万家，51 家企业入选2024 民营企业研发投
入500 强；1163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中，民营企业占95% 以上；235 家国家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中，民营企业占71%。
  “半壁江山”，当有半壁江山的格局和
定位。会议提出，希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
家积极服务融入重大战略，主动适应产业
升级趋势，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扎实推动绿
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
  在鲁北小城沾化，今年6台6万千瓦电
极锅炉即将建设投运，5GW渔光互补项目
也将全部投产，熔盐储能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实施，多个新能源项目建成投运后，绿电
占比和消纳能力将进一步提高。细数这些
绿色项目，都来自魏桥创业集团。
  紧抓山东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
展机遇，魏桥创业集团正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公司总经理张红霞表示，接下
来，企业将集中精力做好三件事：做好
项目带动，加速先进制造；科技创新，
加速科创赋能；绿色发展，持续优化能
源结构。

不约而同提到创新这一关键词

  新年伊始，以DeepSeek、宇树科技
等为代表的一批民营企业凭借现象级科技
产品迅速出圈，展现了蕴藏在民营经济中
的创新活力。
  民营经济兴则山东兴，民营经济强则
山东强。如何做强山东民营经济？面对这
一问题，与会企业家都不约而同提到创新
这个关键词。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宗艳民提出“科技和产业创新双轮驱
动”。去年，这家企业在全球率先发布
12 英寸碳化硅衬底，引领碳化硅衬底迈
入超大尺寸新时代，成为山东通过技术和

产品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生动注脚。
  围绕电动汽车充电网，青岛特锐德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投入67 亿元研发资
金，拿下 1370 项专利，夺得新能源汽
车充电和高端箱式电力设备制造行业领
先位置。在公司董事长于德翔的计划
中，企业还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
力度，并向虚拟电厂、AI 智能充电机
器人等关键技术发起攻关。
  谈到问题，与会同志也不讳言，民营
经济发展当前面临一些新的困难和挑
战。“在困难面前不‘躺平’、不退缩！”大
家一致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解
开它们的钥匙就是改革创新。
  “以更大力度破除依法平等使用
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
障碍”“以更大力度解决拖欠民营企
业账款问题”“以更大力度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以更大力度抓好各项纾困政策落
实”“以更大力度推动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这次山东召开的专题会，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明确下一
步工作重点。
  融资难、融资贵是民营企业，尤
其是中小微企业面临的共性问题。针
对这一问题，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
作的副主任陈颖表示，今年将大力推
进政策集成创新，出台深化金融改革
支持民营经济的相关政策，协同推进
“一月一链”融资促进行动，加大对
种业振兴、跨境电商等民间信贷支
持，培育壮大耐心资本，鼓励政府性
融资担保机构扩大小微和“三农”主
体担保规模，以金融力量激活民营经
济一池春水。

“重整行装再出发！”

  24 日，淄博纽氏达特机器人系统
技术有限公司年产150 万台的精密减速
机及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项目正式开

工。再加上去年的年产5万台智能协作
机器人项目，两个项目全部建成后，新
增产值将达到30亿元。
  接连投下两个大项目，公司执行董
事安利书看重的是山东为企业发展提供
的良好环境。山东制造业基础雄厚，机
电技术和数智技术两大优势兼具，发展
智能机器人产业恰逢其时、大有可为。
  一方沃土，方能养育茂密森林。这
些年，山东下大力气推出营商环境优化
提升改革创新举措：创新应用“鲁通
码”，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90%以
上；率先出台规范涉企执法行为若干措
施，重点领域入企检查频次压减45%；
上 线 “ 鲁 惠 通 ” 政 策 兑 现 平 台 ，
“12345 ”热线、“接诉即办”平台服
务质效持续提升，营商环境整体水平居
全国第一方阵。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依
法依规、热情周到、有呼必应的原
则，切实解决民营企业有关诉求。
“我们将每月召开‘亲清发改会客
厅’座谈会，面对面征集诉求、解决
民营企业困难，通过破解共性问题创
新政策、完善制度，为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孙爱军表示，今年
山东将围绕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将
更多民营企业优质项目纳入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现代服务业等省级重点
项目库，统筹要素资源集中保障；继
续加大新能源领域吸引民间投资力
度，提高民资入股比例。
  勇担时代重任，奋力创新争先。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
度不断增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我
们要重整行装再出发！”76 岁的李登
海讲话依旧中气十足。他表示，在原投
资计划基础上，登海种业计划再拿出5
亿— 6 亿元资金，进一步提升研发创
新、推广销售和种子生产加工能力，为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再立新功。

这个春天，民营企业信心满干劲足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在全省引起热烈反响

  □ 本报记者 陈晓婉 孟令洋
         张晓帆

  2 月26 日下午，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专
题会在烟台召开，释放出山东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信号。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坚
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动摇”“要胸怀报国
志，一心谋发展”“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依
法依规、热情周到、有呼必应的原则，切
实解决民营企业有关诉求”……会上传来
的一句句话语令广大民营企业家深感温
暖、倍受鼓舞。
  站在新的起点，如何为山东民营经济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来自全省各地的民
营企业负责人及相关部门单位纷纷表示，
将以会议为契机，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攻坚克难，不断开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会议提出要主动适应产业升级趋
势，坚持科技创新引领，扎实推动绿色低
碳转型，持续增强核心竞争力，这为民营
企业锚定了发展的‘航向标’，更加坚定
了我们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山
东腾达紧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杜以

常说。
  腾达科技主营各类不锈钢、特种合金
紧固件产品，是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
中国不锈钢紧固件产销量前三名的企业。
在机械工业、汽车工业快速发展的带动
下，去年在深交所主板上市。“过去我们
靠创新打下了市场，通过与核电、石油化
工、电子通信、海洋工程等行业的企业合
作，共同开发非标零部件，不断提升产品
的附加值，目前已拥有国家专利 30 余
项，并参与制定4项国家标准。下一步我
们将围绕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服务创新
三大着力点，努力将企业打造成世界著名
的不锈钢紧固件制造商、销售集成商和特
殊行业紧固件技术解决方案提供商。”杜
以常说。
  学习完会议精神，逢时（青岛）海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以成很振奋，
“会议提出‘要胸怀报国志，一心谋发
展’，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大显身
手正当其时！”
  山东是民营经济大省，民间投资表现
尤为亮眼。 2024 年，全省的民间投资同
比增长 7 . 6 % ，占全部投资比重超过
63%。“青岛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优
势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海洋经济发展

的沃土。会议坚定了我们继续投资青
岛、投资海洋的信心和决心。未来我
们将继续深耕青岛，为青岛海洋经济
发展贡献力量。”高以成说，逢时科
技将以此次专题会为契机，积极引入
全球磷虾油产业链头部企业，在山东
联手打造南极磷虾“吃干抹净”式创
新产业集群。
  “这次专题会，划出了重点。”省
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处相关负责人格外
关注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面对的难题，
“会议提出‘以更大力度破除依法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
种障碍，解决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
题’，这些都将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重
点和努力方向。”
  此前，为助力民间资本在更广范
围内对接到好项目，省发展改革委组
织开展了市场准入壁垒排查治理行
动，持续拓宽民间投资行业领域。目
前，我省已推动能源、铁路等重大基
础设施领域向民间资本全面放开。
“今年，我们将在强化政策集成供给
上再突破，推动深远海风电、核电等
新能源项目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
同时健全民间投资常态化推介机制，

加大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
资、专项债券等政策性资金争取和支
持力度，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新机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重点领
域项目建设。”该负责人介绍。
  “这次专题会，明确了目标。”
博兴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钊认
为，“会议提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
依法依规、热情周到、有呼必应的原
则，切实解决民营企业有关诉求’，
体现了省委、省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
坚定决心，这也是我们工作的目标和
动力。”
  博兴经济开发区拥有规模以上民营
企业 159 家，工业总产值占比 95% 以
上，民营企业是提升园区现代化水平的
核心力量。张钊介绍，下一步管委会将
继续坚持“让企业和企业家舒服”的理
念，凝聚“自己人”共识，营造尊重企
业家、呵护企业成长的社会氛围，当好
企业发展的坚实后盾。同时加快“一区
多园”和中试平台建设，用好工业邻里
服务中心，打造“关爱企业一生”服务
品牌，推动民营经济向“新”而生、向
“远”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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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加速科创赋能，进一步推动全域数字化转型，积极引
入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改造传统生产模式。今年计划在山东投资
200 亿元以上，主要投向纺织车间智能化改造、高端铝和铝精深
加工制造项目建设、轻量化产业基地建设和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
产等重要项目。当前，算力成为支撑产业升级的关键基础。建议
进一步加大对算力产业集群建设的政策支持，将算力产业与传统
制造业产业融合作为重点，加快推进智能生产、智能管理和智能
服务。

———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张红霞

在AI+元宇宙时代，XR/AI 眼镜成为主要智能终端，作
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链龙头企业，歌尔将对光学、微显示、芯
片、新材料、系统级封装等进行更高水平的垂直整合。将加快升
级制造模式，推进制造模式向标准化、精益化、自动化、智能化
转变。AI+元宇宙时代是山东乘势而上的好时机，建议我省制订
AI+元宇宙产业发展十年计划，统筹规划全省资源，支持微显
示、集成电路等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

———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李友波

作为箱式电力设备的领军企业，特锐德在电动汽车充电
网建设上，累计投入67 亿元研发资金，拿下1370 项专利，建成
“三网融合”体系。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提升技术水平，
保持充电桩数量、电量、流量全国第一；大力开拓海外市场，把
高端箱式电力设备、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网拓展到共建“一带一
路”国家，打造新的增长极。建议我省积极推动省市县级平台向
民营企业开放资源，构建“充电网+微电网”新型电力系统。

——— 青岛特锐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于德翔

去年，公司在全球率先发布12英寸碳化硅衬底，实现我
国在碳化硅衬底领域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将继续加大研
发投入，不断提高产品品质，打造碳化硅国际品牌；进一步推进
碳粉、硅粉、石墨材料等关键物料实现国产化替代。人工智能为
半导体产业带来重大机遇，建议我省充分发挥好龙头企业和优势
企业强强联合的作用，以项目为牵引，加强产业链合作，不断巩
固和推进我省新质生产力产业优势。

——— 山东天岳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宗艳民

将深耕智能机器人赛道，努力打造国内重要的机器人核
心零部件生产基地、全球最大的协作机器人生产基地。组建“院
士+工程师”攻坚团队，构建“云—边—端”智能系统，推动工业
机器人、特种机器人、大国母机、半导体装备、具身智能产业链
强链补链，迭代丰富人形机器人、行走机器人等系列产品矩阵。
建议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服务机制，制定行政审批服务新菜单，
变“照单审批”为“清单引领”，更好更及时地满足企业创新创
业需求。

——— 淄博纽氏达特机器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安利书

全省政法机关将扎实开展政法机关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三年提升行动，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开展打击经
济犯罪“鲁剑”等专项行动，依法惩处招投标领域违法犯罪，依
法打击涉企经济犯罪，依法惩处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维护公
平竞争秩序。完善执行联动协作机制，加大对失信被执行人联合
惩戒力度。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措施标准，集中整治乱收费、
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突出问题。

——— 山东省委政法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 孙成良

省委金融办将继续多措并举，推动金融“活水”流向民
营企业。出台《关于深化金融改革支持民营经济的意见》，加大
对种业振兴、跨境电商等民企信贷支持。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上
市“十百千”计划民企占比不低于70%。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扩大小微和“三农”主体担保规模。推动“高效办成一件
事”，完善民企征信体系，建立融资信用白名单、贷款尽职免责
等制度，提高民企不良贷款容忍度。建立直连服务清单，首批纳
入1万家并逐步扩大范围。

——— 山东省委金融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陈颖

省发展改革委将及时掌握民营企业在生产经营、项目建
设、要素保障等方面的矛盾困难，制定针对性政策。对涉及民营
经济的政策进行专项评价，做到衔接一致、同向发力。拓展“鲁
惠通”政策兑现平台功能，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免申即
享”。加大资金支持保障力度，抓住国家政策性资金机遇，围绕
产业技术攻关、智能化改造、设备更新、节能降碳等重点领域，
进一步加大项目谋划储备。用足用好国家金融领域支持政策，帮
助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

——— 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孙爱军

登海种业选育的玉米良种株型紧凑、适宜密植，夏玉米
亩产最高达1400 公斤，春玉米亩产最高达1600 公斤。将继续深入
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努力让大国粮仓更稳固、更丰
盈。 202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
攻克一批突破性品种”，我们将着眼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加大
科技研发投入，建设国际一流创新团队，牵头承担更多种业技术
攻关任务，不断培育优良高产杂交玉米品种。

———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李登海

看！山东推动民营经济

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在行动

市场监管部门将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着力推
动便利化改革。严格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破除民营经济
发展的制度性壁垒。聚焦经营主体准入、准营、退出全生命周
期，深化迁移登记、“个转企”等“一件事”改革，推进数字化
电子营业执照等创新制度实施。强化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
深化市场分割、地方保护突出问题整治，清理限制企业自主迁
移、妨碍市场公平准入等做法。

———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吴承丙
  （□记者 于新悦 整理）

民民营营经经济济撑撑起起山山东东经经济济““半半壁壁江江山山””

  全省民营市场主体近年来保持在 1400

万户以上、占全省市场主体总数超过 98%

贡献了全省 67 . 6%的税收 80%以上的就业

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

5 . 1万亿元占GDP比重

达 51 . 7%

对全省经济增长

贡献率达 51 . 8%

民民营营企企业业发发展展动动力力强强、、活活力力足足

  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5 万家，51 家

企业入选2024民营企业研发投入500强

  1163 家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中，民营企业占

95%以上

  235 家国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中，民营企业占

71%

民民营营企企业业保保持持良良好好发发展展势势头头

  全省 50 家民营企业跻身全国工商联

“2024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金金融融赋赋能能民民企企发发展展取取得得积积极极成成效效

  民间投资占全

部投资比重达到

63 . 5%，高于全国

13 . 4 个百分点

  2024 年，全省

民 间 投 资 增 长

7 . 6 % ，高于全国

7 . 7 个百分点

民民间间投投资资

  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 2 . 53 万亿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 75%

  2024 年，全省民企贷款余额突破 3 万亿

元，同比增加超 1800 亿元，新发放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利率同比下降 0 . 41 个百分点

  山东新增8家上市公司，均为民营企业。

区域股权市场“专精特新”专板挂牌民企近

9000家，实现融资超 700亿元
资资料料：：李李子子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