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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中区：以项目建设之“进”支撑经济发展之“稳”
审视一座城市的美，不仅要看到风景的秀丽、人文

历史的底蕴，更需要看到其不断向前的那股劲头。
作为山东工业经济发展的“先行军”，强工兴产、

转型突围的枣庄，今年以来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实施工
业倍增计划的“头号工程”，锲而不舍抓招商上项目、
强投资育集群，真正将项目建设“黄金季”拼成经济发
展“丰收季”。

面对枣庄市级层面的“点题”，作为市委、市政府
原驻地与老工业基地的市中区也在努力解题，通过务实
的行动，不断让愿景照进现实。

踏着冲刺全年胜、蓄力开门红的奋进鼓点，11 月
19日，全市“强工兴产、转型突围”项目建设现场推进
会议与会人员来到市中区，现场观摩了中兴科学城片
区、魔意智能制造科技中心、中建材先进光子材料产业
园、新远大锂电矿用设备生产基地4个项目。

越是关键时刻，越要有十指灵动“弹钢琴”的谋
略和智慧。对市中区而言，其布局思路已愈发清晰——
用项目积蓄发展动能，丰富“强工兴产”的内涵，同时
用实干夯牢“转型突围”的框架，以项目建设新突破推
动实现产业大发展和城市功能品质大提升。

以项目建设助燃发展“强引擎”

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命线”，更是区域实力
竞争的“角斗场”。

11 月 18 日至 20 日，枣庄市“强工兴产、转型突
围”项目建设暨重点工作调度推进会议召开，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重要指示精神，为推动今年
工作圆满收官和明年工作良好开局奠定坚实基础。

其中，19日与会同志来到市中区，观摩了中兴科学
城片区、魔意智能制造科技中心、中建材先进光子材料
产业园、新远大锂电矿用设备生产基地4个项目。涉及
产业转型发展、城建民生等重点领域。

中兴科学城片区项目是市中区结合老城实际，统筹
市南突破实施的重点工作之一。该项目规划总用地5.58
平方公里。目前已启动了涝坡片区城市更新、枣庄市第
十六中学南校异地扩建、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项目

建设。
总投资11亿元，占地300亩的魔意科技智能制造产

业园项目，是面向全球家电企业研发生产电子精密部件
的公司，在家电照明领域是行业冠军。魔意科技是典型
的“以商招商”“口碑招商”，先后在市中落地联大凯
威、伊德贝尔、未来易购等项目，投资额已经超过30
亿元，实现了接二连三、好戏连台。

总投资20亿元，占地206亩的先进光子材料产业园
项目，规划建筑面积7.6万平方米，主要产品是特种光
纤预制棒管、光电玻璃及微纳光学元件，将为我国微光
夜视、紫外探测、空间测控、核技术等提供关键材料支
撑，对推动相关领域跨代赶超、自主可控具有重要作
用。

新远大锂电矿用设备生产基地项目依托枣庄市锂电
产业独特优势，将锂电与原有控制系统深度融合，研发
一系列变频与自动化控制系统，主要生产锂电矿用系列
设备。建成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10亿元，利税1.5亿
元，带动就业500余人。

在20日上午召开的总结部署会议上，枣庄市委书
记张宏伟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锚定“强工
兴产、转型突围”目标，大力实施工业倍增计划，推动
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开
展项目观摩和重点工作调度点评是市委市政府加力提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全市各级要争
先图强、加压奋进，推动全市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不断
迈上新水平。

处于年度冲刺、年度工作目标任务整体实现的关键
节点的市中区，正以项目建设的新突破，推动发展的再
突围，通过项目聚势挺起城市发展的脊梁。

以项目之进夯实发展之基

项目之于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城市发
展的基石，是面向未来的底气，亦是向上跃迁的支撑。

2023年1—9月，市中区累计新签约枣庄中环智能
制造产业园、鲁南超算中心、润泉生物、婷创益生菌、
永正汽车城、海联金汇汽车零部件制造等过亿元项目71

个、总额达676.6亿元。截至9月底，全区实施类项目
全部开工，累计完成投资 107 亿元，占年度计划的
88.7%，全面掀起项目建设强大声势。

据了解，市中区目前已形成以泉为异质结项目为龙
头发展新能源产业；以泰和系列项目为支撑发展高端化
工产业；以中建材系列项目、绿色特种管材产业园为支
撑发展新材料产业；以泰盈淮海数字智谷等项目为支撑
发展数字经济……

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泉为异质结电池、组件项目作
为延伸新能源产业链的重大项目，实现了全区光伏制造
产业从“0”到“1”的历史性突破，必将带动更多光伏
产业链配套项目在市中落地生根、集聚成群。

与此同时，在“双碳”战略目标指引下，市中区正
在全力打造从材料制造到场景应用的光伏全产业链零碳
智慧园区。

据悉，光伏全产业链零碳智慧园区作为市中区引进
的延伸新能源产业链的重大项目，通过省发改委窗口指
导，仅用 8 个月时间就完成了项目签约建设、竣工投
产，全部建成后，可年产15GW的异质结电池和15GW
的光伏组件，产能空间全省最大，同时，生产厂区按照
绿色、零碳、环保、全智能化的建设理念，将被打造成
为全省首座零碳智慧工厂。

今年以来，市中区围绕“强工兴产、转型突围”、
工业倍增的部署要求，以工作加力提速为主线，深入实
施“工业强区、产业兴区、城建立区”战略。前三季
度，GDP完成257亿元、增长6%，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12.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9%。跑出了经济高质量
发展“加速度”。

梳理出一批重点产业项目，市中区已为经济格局新
一轮跃迁埋下伏笔。

将先发实践转化为领跑优势

以项目之进支撑发展之稳，目前已成为市中区高质
量发展路径之一，亦反映出市中区已将优化营商环境写
进了发展的基因。

今年以来，市中区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一号

改革工程”，出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十做到”“十严
禁”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制度性文件，召开第一届企
业家大会，大张旗鼓表彰34名功勋企业家、优秀企业
家和行业领军企业家，发放奖励资金512.5万元，在荣
耀广场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升旗，厚植尊商重商、亲
商爱商的浓厚氛围。

10月份以来，市中区启动实施了优化营商环境“百
日攻坚”行动，在全区开展“秋冬送暖”惠企政策宣
传、助企纾困服务等活动，为企业送政策、送服务、送
温暖。

营商环境建设的关键，不仅在于给市场主体以方
便，更在于构建适合所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制度
体系，叫响一流营商环境品牌，塑造区域整体良好生
态。

市中区聚焦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涉及部门多、审批程
序繁琐、办理耗时长等“痛点”问题，探索成立“畅享
办”企业服务站，组织发改、工信、住建、自然资源、
行政审批等9个部门以及供电、供水、热力等6家专业
公司的 24 名业务骨干组建“专科”企业管家服务团
队，主动提供全天候“一对一”服务，为项目落地、企
业投产提供了“高效率”通道。

此外，市中区还深化智慧监管机制，对监管对象
“无事不扰”。创新打造市中区智慧监督平台，推动监管
数据有序共享、高效利用，避免多头执法、重复检查，
构建“事前提醒提示、事中无事不扰、事后免罚轻罚”
的柔性监管体系。动态管理行政处罚“不罚”“轻罚”
清单，完善轻微违法行为容错机制，扩大企业受惠面。
坚持“双随机、一公开”，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
限度减少对企业的干扰，营造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截至 2023 年 10 月底，全区共有各类经营主体
119979户，同比增长11.13%，其中企业23557家，同比
增长22.69%；规模以上在库企业达到672家，1—10月
新增117家，同比增长37.6%。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市中区未雨绸缪，对 2024
年重点项目提前谋划储备，持续壮大项目“蓄水池”，
将有效推动新年度工作开好局、起好步。

图解《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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