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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合作区即将迎来三周年

客商纷至沓来，打造鲁台合作样板区

于泊升 通讯员 周志昊
刘姝琪 济南报道

规划定位清晰
新引台资项目29个

规划定位决定了一个园区发
展的方向。

据了解，济阳区围绕合作区
食品饮料、智能制造、生物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开
展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培
育。今年以来，新引进台资及关联
项目29个。

山东金晔农法食品有限公司
产品遍及全国，在大型商超蜜饯
类食品销售中排名前列，并远销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为
助力拳头产品“山楂棒”走得更

“远”，该企业准备扩展特色休闲
食品和饮料项目生产线。

“想继续扩展经营，但生产场
地不足成为公司发展掣肘。”决策
新项目时，企业负责人李金伦面
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地。

得知企业遇到难题后，济阳
区通过帮助企业进行土地手续协
助、土地指标争取等方式，为企业
争取土地指标60000平方米。2024
年4月，用地按时交付，因此前服务
前置，项目实现“拿地即开工”，金
晔的新生产线建设起来。

为让“寸土”生“寸金”，济阳
区完成了现有城镇开发边界用
地规模的调整，新增加19 . 58平
方公里，总体达到67 . 92平方公
里，济北经济开发区扩区调区方
案和济阳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成功获批。

园区特色鲜明
食品、医药等为主导

走进山东汉方制药厂区，可
以看到扩建中的中药制剂产业
园项目现场人来车往，工作人员
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和试生产。

近年来，济阳区坚持培育绿
色企业，建立健全优质中小企业
梯度培育、差异扶持工作机制，
发挥龙头和链主企业磁吸作用，
绘制覆盖产业链上下游关键环
节“一张图”，打造“龙头+配套”
组合新模式。今年以来，积极推
动现有企业实施技改项目49个。

汉方制药中药制剂产业园
项目是山东省重大实施类项目，
也是济阳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代表企业之一。该企业曾获得中
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
一等奖，被收载于2015、2020年
版《中国药典》。新项目全部达产
后，年产值约30亿到50亿元。

济阳区对台经济发展服务
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合作区获

批以来，新签约引入秉信包装、
乾隆特殊食品城、铭达机械、威
元金融总部、旺旺电商产业园等
台资项目42家，合作区台资企业
数量由68家增长到110家，台企
总投资额超过26亿美元，形成了
以食品饮料、生物医药、电子信
息、机械装备为主导产业的特色
园区。

科技创新赋能
填补国内技术空白

采访中记者发现，合作区内
济南大自然新材料有限公司依靠
科技创新，实现了从“传统制造”
到“国际领先”的跨越。

济南大自然新材料有限公司
生产的香烟滤嘴，意味着我国醋
酸纤维、可降解醋酸纤维空白被
填补，实现从“0”到“1”的突破。新
中式高档女士旗袍的走红，让大
自然公司在高档服饰赛道上竞
速，企业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我们是国内唯一拥有醋酸
纤维长丝技术知识产权的生产厂
家，这份技术全世界也只有5家
可以做到。”大自然董事长王克
璋告诉记者。

这样的企业，在济阳还有不
少。

鑫方盛工业品互联网电商
产业基地打造智能仓数字化管
控平台实现无人化作业，山东旺
旺食品有限公司建立废弃物管
理地图实现固体废物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这一连串事
关科技创新的“数据”，成为济阳
区的发展底气。

客商接踵而至
加速项目审批流程

产业园区能否崛起，靠的是
纷至沓来的客商，如何做好招商
引资，则要靠良好的营商环境。

据了解，济阳区加速了项目
审批流程、牵线搭桥促企“联
姻”……以营商“软环境”支撑发
展“硬实力”。

如旺旺集团山东总厂，因当
初济阳区积极解决其生产中遇到
的问题，看到了地方的诚意，因
此，自2002年在济阳投资建厂以
来，旺旺集团先后20次追加投资，
年产值突破30亿元。山东总厂已
成为旺旺集团在大陆投资最大、
产值最高、效益最好、缴税最多的
综合性生产基地。

济阳区的诚意，还体现在持续
推进“项目建设“助企纾困”等行动
上。实行领导“揭榜挂帅”项目包挂
机制，发挥“济时办·项目管家”作
用，推动项目建设、投产达效，在合
作区设立“泉惠企”企业服务站，打
造“税路通·税之家”海峡两岸合作
税企直通车，今年已累计完成审批
及代办事项300余项。

同时，济阳区坚持政策赋
能，上半年，组织企业申报各项
奖励资金2 . 8亿余元，兑付各类
建设资金及企业扶持资金2 . 02
亿元。

在济阳融入海峡两岸发展，
拥抱“动能转换”的新态势下，合作
区作为重要增长极，亟待承担起打
造鲁台合作样板区、挺起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中脊的战略使命。

于泊升 通讯员 周志昊
刘姝琪 济南报道

在海峡两岸新旧动能转换
产业合作区，坐落着旺旺集团在
大陆最大的工厂——— 山东总厂。
落户济南20多年，旺旺先后追加
投资20次，山东总厂成为其在大
陆投资最大、产值最高的综合性
生产基地。一家知名企业为何对
济南情有独钟，20次投资背后有
哪些故事？

一天出厂
288万包牛奶

9日下午，记者一行
来到旺旺山东总厂，走进
厂区，一眼便看到厂房上
旺旺、旺仔的涂绘，机敏
的IP形象非常醒目，看上
去很有活力。生产车间开
足马力，设备不停运转，
在工作人员操控下，旺仔
牛奶经过各项工艺处理
后，通过生产线密封，在
设备运送下，一包包旺仔
牛奶完成装箱，从这里下
线走向市场。

展厅展示了旺旺山
东总厂的主要产品，除旺
仔牛奶外，还有咖啡、冻
痴等广受欢迎的产品。

作为旺旺最大工厂，
这里有多大的生产能力？
旺旺集团山东总厂协理
林岱右向记者举了一个
例子。以消费者熟知的旺
仔牛奶为例，山东总厂人
歇机器不停，一台产业线
一分钟就可生产400包旺
仔牛奶，山东总厂有6条
专业化生产线，一分钟就
能下线2400包旺仔牛奶。

“我们每天的生产时长在
20个小时左右，照此计
算，一天就有288万包牛
奶在济阳出厂。”

据了解，旺旺集团于
2002年在济阳投资建厂，
经过20多年发展，现在的
厂区占地800余亩，建成
厂区总面积50万平方米，
员工总数达到2500余人。

林岱右介绍，山东总厂引进
了德国、美国、瑞典等地的先进生
产设备，主要生产旺仔系列牛奶、
哎呦果奶、果粒多饮料、冻痴等休
闲食品以及食品包装材料，总共
400多个产品品项。

大陆最大工厂
落户济阳

在山东总厂产品展厅，挂着
一幅旺旺集团在大陆的投资分布
图，一个个旺仔的图标分布在地
图各个位置，其中代表旺旺集团
山东总厂的旺仔图标个头最大，
也代表了旺旺集团山东总厂的投

资最大、产值最高。
旺旺集团山东总厂落户济阳

22年，先后20次追加投资，设有山
东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大旺
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真旺包装材
料有限公司3家企业，下辖12个分
厂，92条生产线。年产值由最初的
1400万跃升到现在的近30亿元，
年缴税近3亿元，虽不是旺旺集团
最早投资大陆的生产基地，但已
成为旺旺集团在大陆投资最大、
产值最高、效益最好、缴税最多的
综合性生产基地。

随着旺旺集团山东总厂产
能不断扩大，产能未充分释放的
情况也随之出现。林岱右称，针

对这一情况，山东总厂开
始发展液态奶、果冻、果汁
等代工业务，与其他食品
企业达成代工协议。济阳
区也帮助沟通有关企业，
推动旺旺集团与区内企业
达成代工协议。2023年，旺
旺集团山东总厂代工产值
达到了7266万元。

两辆水车
“带来”20次投资

旺旺集团为何在济阳
追加20次投资，哪些地方
吸引了他们？

“旺旺集团山东总厂
的第一瓶奶是什么味道
的？”谈到这个话题时，林
岱右提问了一个问题。
2002年，旺旺集团初来济
阳，在试生产的时候，第一
批下线的牛奶味道偏咸，
后来发现是厂区所在地水
质的原因。“我们厂区所处
的位置是一片盐碱地，水
质硬度高，含盐量高，这种
水产出来的牛奶偏咸。”

为了留住企业，帮企
业解决问题，济阳区说干
就干，特地跑到济南市区
租借了两辆拉水车，每天
从距离旺旺工厂30公里远
的地方拉水，为企业生产
供给合格的水。“当时拉水
车每天要拉100吨水，整整
拉了好几个月，生生把其

中一辆跑坏了。”林岱右说，没有
这两辆拉水车，就没有旺旺山东
总厂，当地的努力让旺旺集团看
到了合作的诚意，山东总厂不断
追加投资，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最初的水质硬度高的问题
如今也早已解决，济阳区当初协
助旺旺集团购置了RO水处理设
备，彻底解决了水质不达标影响
生产的问题。

旺旺集团山东总厂向记者
公布了一组数据：2023年，实现
产值27 . 1亿元，同比增长3 . 6%，
实现税收2 . 29亿元。2024年1—
5月份实现产值12 . 78亿元，同
比增长14 . 08%，实现税收1 . 7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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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济南“一月一主题”集中采访活动走进济阳区。坐落在济阳区的海峡两岸新旧动能转换
产业合作区，于2021年7月26日批复设立，即将迎来三周年。作为北方地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聚
焦新旧动能转换主题、由单个城市承建的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济阳在与企业合作方面如何领跑？

坐落在济阳区的海峡两岸新旧动能转换产业合作区即将迎来三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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