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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举行山推协同研究院等项目开工仪式

99个个重重大大项项目目在在高高新新区区开开工工

济宁高新区多方发力，提供良好营商环境

精精心心护护航航民民营营经经济济高高质质量量发发展展

本报济宁9月24日讯(记者
邓超 ) 23日上午，济宁市

2019年新旧动能转换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暨高新区山推协同研
究院等项目开工仪式在高新区
举行。区党工委副书记鹿洪超
出席仪式并致辞，区党工委副
书记于领东主持，区党工委委
员、党政办公室主任赵鲁，区管
委会副主任、经济发展局局长
孟凡璋，山推股份党委书记、总

经理张民参加仪式。
此次集中开工项目共有9

个，总投资约50 . 1亿元。此次
开工涉及项目更加突出产业
院所、创新平台的引领作用，
投入使用后，将为济宁高新区
推进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创新
创业生态构筑提供坚实支撑、
注入强劲动力。

山推协同研究院项目是
此次开工的9个大项目之一，

也是此次集中开工仪式的高
新区主会场。项目总投资达到
20亿元，集产品研发、设计、试
制、试验为一体，研发试制人
员达到1000人，建成后将成为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工程机
械协同研究院。

今年以来，济宁高新区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以“项目落实年”为总抓手，全
力以赴抓招商，集中精力搞项

目。1-8月份，济宁高新区新开
工亿元以上项目51个，其中，10
亿元以上项目16个、20亿元以
上项目9个，入选省重点项目2
个、省优选项目11个、市项目库
69个，各项数据位居全市前列。
此次集中开工仪式标志着济宁
高新区正式吹响“冲刺四季度”
的冲锋号，全力以赴为项目建
设创优环境，尽心尽力保障项
目顺利建设，在全区上下掀起

新一轮项目建设的热潮。高新
区将以此次集中开工仪式为新
的起点，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
和项目建设力度，全力以赴为
项目建设创优环境，千方百计
为企业排忧解难，尽心尽力保
障项目顺利建设，全力攻坚四
季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
产、早见效。

区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项
目投资商代表参加。

为银企合作搭桥
推进民营经济发展

位于高新区的山东特瑞
电力器材有限公司是一家服
务国家电网、专注科研、生产
和贸易一体化的高新技术企
业。因企业生产规模扩大，订
单增加，汇款周期长，企业短
期内出现资金短缺，生产遇到
困难。

“自2019年开始，我们的
订单量相比往年大了许多，在
这个时候我们的资金出现了
短期运转的困难。”山东特瑞
电力器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徐
建说，在了解到企业的实际困

难后，高新区地方金融监督管
理局积极与中国银行济宁高
新区支行沟通，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

在接到企业申请后，中国
银行济宁高新区支行主动靠
上服务，在仔细核实该企业实
际经营情况和行业发展前景
后，对企业进行了放贷，解决
了企业融资问题。

“今年以来，中国银行济
宁高新区支行积极响应国家
政策号召，践行国有大行责任
担当，严格落实上级行工作部
署，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
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已累
计为辖区二十余家企业提供
贷款支持。”中国银行济宁高

新区支行行长滕玉龙说。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血

脉畅通经济发展才有活力，千
方百计的为企业破解融资难
题，是高新区地方金融管理监
督局当前的工作核心，也是职
责所在。”济宁高新区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孙希峰
说，为有效解决银企渠道不
畅、信息不对称、“贷款难和难
贷款”的问题，高新区地方金
融监督管理局积极为银企合
作牵线搭桥，创造条件，提供
服务。

采取多角度发力
全面提高营商环境

民营企业的健康发展，离
不开整体发展环境的优化。在
顶层设计优化营商亲商环境
上，高新区出台了《投资项目

“30天限时集成审批服务”模
式试运营实施方案》、《济宁高
新区关于扶持企业上市挂牌
的若干意见》等普惠性政策意
见，分别从政府行政审批、企
业上市、鼓励企业创新创造、
高端人才支撑和财政扶持等
方面，对民营企业发展做出相
应指导。

为进一步拓宽渠道，缓
解民营企业融资困难，高新
区还积极构建上市挂牌服务
体系，进一步明确改制与上
市挂牌激励、补助、辅导等措

施，增强企业改制与上市挂
牌动力。2018年以来，共辅导
39家企业完成现代化公司制
改制，成功实现如意集团收
购香港上市公司利邦控股，
高新公用、莱恩光电等企业
新三板挂牌。

“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改
制企业135家，主板上市企业4
家、境外上市企业3家，占全市
的53 . 8%，新三板上市企业10
家，占全市的近三层，区域股
权市场企业年底之前确保突
破40家。”孙希峰说。

“在工作中，我们推行‘一
窗受理’综合服务，不断推进

‘一链办理’‘一网通办’等工
作。”济宁高新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副局长何平介绍，为了不
断提高审批时效，他们重新优
化审批服务流程，在全市率先
探索实施“标准地+区域评+承
诺制+进场制+代办制”联动模
式，实现一次性告知，一次性
承诺，一次性办结，推行容缺
受理，探索实行“先承诺后审
批”等审批服务模式。

及时协调解决
为企业发展排忧

“今天我们过来办理施工
许可证，当场就拿到了证，以
前需要跑三个窗口，现在一个
窗口就可以办理，让我们企业
少跑腿、少等待、少成本，获得

极大的便利。”济宁华都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前期部副经
理孙青说。

为给民营企业提供更加
细致、更有针对性的服务，高
新区坚持“理清思路、梳理项
目”的工作方法，建立问题清
单，对梳理出的包括土地、资
金、人才等在内的影响企业
发展的问题，采取“一企一
策”“一事一议”，及时进行协
调解决，倾力为企业排忧解
难，着力构建“亲”“清”新型
政商关系，优化民营经济发
展环境。

截至目前，高新区民营经
济市场主体，已由2009年的
2581户发展到13220户，营业
收入由768亿元增加到3245亿
元，从业人员达28万人，创造
了60%以上的GDP，70%以上
的税收，9 0%以上的就业岗
位。

“下一步，高新区将搭建
民营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综
合服务平台，促进金融资源与
产业资源的全面对接，引导社
会资本按市场化方式共同发
起成立产业资金，构建起全产
业链资金群，畅通资本与项目
的对接渠道，发展投贷联动、
投保联动、投债联动等新模
式，推动高新区民营企业快速
发展。”济宁高新区经济发展
局副局长、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局长谭进说。

本报记者 张慧
通讯员 贾亮潮 吴家骏

济宁高新区坚持把鼓
励全民创业、鼓励民营经济
发 展 ，作 为 推 动“ 三 次 创
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提
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关键
举措。以创新发展、产业培
育、营商环境、科技金融等
创新要素配置为抓手，在政
策上扶持、在要素上保障、
在制度上创新，全区民营经
济发展呈现出规模扩大、质
量提高、效益提升的良好态
势。

工作人员深入企业了解企业生产情况。

特瑞电力工厂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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