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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济宁高新区牢固树立“人才强

区”意识，持续优化引才、育才、留才、用才

的政策措施和服务环境，确保实现人才引

得进、留得住、用得好，以人才集聚赋能济

宁高新区高质量发展。

人才招引有诚意
前沿医药项目落地高新区

山东诺明康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位于

济宁高新区智能终端产业园内，是一家专

注于高端制剂研发的医药科技型创新企

业，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山东省优秀新型

研发机构、济宁市靶向制剂重点实验室。

作为一名药剂学博士，济宁学院教授、

山东诺明康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明丽专注新药研发 20年，主要从事改良型

新药与高端制剂研发，研究方向为靶向纳

米给药系统用于药物递送，有关成果处于

国内前沿。2022年，李明丽获评泰山产业

领军人才。

谈及与济宁高新区的合作，李明丽表

示，这与当地的产业基础和人才政策密不

可分。2018年，合作之初，济宁高新区与济

宁学院共同建立了济宁靶向抗肿瘤药物研

究院，济宁高新区提供免费场地、部分设

备、建好实验室，作为这一平台的负责人，

李明丽带领团队“拎包”入驻，开展药品研

究，后又引入社会资本方，成立诺明康药物

研究院有限公司，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

“济宁高新区不仅具有浓厚的生物医

药产业氛围，对人才也十分重视，为人才提

供了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包括人才补贴、住

房补贴等。此外，济宁高新区还为我们免

费提供了研发的实验场地。基于济宁高新

区的人才政策优势及产业氛围优势，我们

选择落地于此。”李明丽说。

2022年，诺明康研发团队获评“济宁创

新谷领军团队”，获得20万元的一次性奖金

支持。现在，诺明康已拥有包括 7名博士、

40 余名硕士在内的 120 余人的研发团队，

持续深耕长效靶向制剂药物研发及改良型

新药研发，目前已经拥有 10余项长效靶向

制剂专利。

选派“科技副总”
人才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早上 8 时 30 分，薛贯鲁来到山东通佳

机械有限公司，与研发人员一道投入到该

公司的项目研发中。高校教师到企业上

班，源于薛贯鲁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

济宁市技师学院副教授、济宁市金相分析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另一方面，他是山东通

佳机械有限公司的“科技副总”。

济宁高新区深入开展攀登工程企业

“科技副总”选派工作，支持鼓励高校院所

专家人才到高新区攀登工程企业担任“科

技副总”，一批来自本土技术院校、在教学

科研一线深耕多年的专家学者进企业、入

车间，把教学课堂、研发课题带到企业生产

的第一线，帮助企业研发新型产品、改进生

产工艺、提高效率水平，打通“产学研”关键

环节，让高校科研力量实现了从“纸面”到

“地面”、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

作为济宁高新区首批“科技副总”，自

2022 年 3 月正式入驻通佳机械以来，薛贯

鲁紧盯企业科研创新和重点项目建设，带

领企业科研技术人员全力攻克企业技术难

关，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

作为塑料机械行业的领军企业，通佳

机械充分感受到“校企联合”带来的红利。

“我们的研发团队成功吸收‘科技副总’为

主要研发成员后，根据 PLA发泡材料性能

添加了多种功能性辅助材料共混改性，改

善了 PLA 的发泡效果，并保持了 PLA 所特

有的可完全降解性能。‘科技副总’的加入

为企业的研发团队注入了新鲜血液，提升

了企业的整体研发实力。”山东通佳机械有

限公司总经理李勇说。在驻企“科技副总”

薛贯鲁的带领下，企业取得多项研发突破，

多项成果获评省市荣誉。

“科技副总”是济宁高新区加强人才培

育创新工作的缩影。这一创新举措激励引

导各类人才向产业一线加速集聚流动，构

建起产才深度融合、协同推进的新格局。

近年来，济宁高新区咬定科技强区、人

才强区目标，紧盯人才服务环节，在平台建

设、服务支持、环境提升等方面持续发力，

延揽人才成效显著。

作为济宁市人才的引领区、核心区，济

宁高新区聚焦建设人才“一港三基地”，即

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省级专家服

务基地、市级人才教育基地和蓼河国际英

才港，开展了一系列的创新实践活动，实现

了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以智

兴产、近悦远来的人才生态加速形成。

截至目前，济宁高新区累计聚集诺贝

尔奖获得者2名、海内外合作院士16名、国

家级重点人才工程人选 29 名、山东省“泰

山”系列工程人才39名，以及其他省市级重

点人才工程人选170余名，拥有产业技能人

才3.5万人，国家高新区引领示范辐射作用

充分显现。

广告

中小企业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促进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

至关重要。作为阿拉善盟首个内蒙古自

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年来，阿

拉善高新区盐煤精细化工特色产业集群

始终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按照

“横向耦合、纵向延伸、循环链接”原则，布

局延伸煤、盐、精细化工产业链项目，推动

产业循环式组合、企业循环式生产，构建

起以盐、煤、精细化工优势主导产业和生

物医药、化工新材料等“高精尖”新兴产业

为特色的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

阿拉善高新区盐煤精细化工特色产

业集群先后引进全国化工行业 500强企业

9 家、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企业 2 家、高新

技术企业 26 家、上市公司 7 家、中国农药

行业百强企业 5 家、兽药原料药类十强企

业 1 家，培育了一批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

技术企业，多项产品主导国际国内市场。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内蒙古自

治区民营百强企业，内蒙古灵圣作物科技

有限公司以“扎根阿拉善，花开全世界”为

经营目标，入驻阿拉善高新区 5年，从一期

项目建成之初的年销售收入 2000万元，到

2022年实现销售收入 50亿元，有效带动和

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就业，用

实干助力阿拉善高新区锻造工业经济硬

实力。

内蒙古灵圣作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周松介绍说，得益于阿拉善高新区完

善的基础设施配套和产业链优势，依赖于

煤化工、盐化工的基础原料，公司不断延

伸产业链，做大做强精细化工板块，与园

区内犇星、浩普、扬帆等企业形成了产业

集群，将园区的精细化工产业做大做强。

阿拉善高新区盐煤精细化工特色产

业集群围绕传统产业延链补链融链强链，

引进沪蒙能源新材料、中盛特种合金、浙

江扬帆新材料医药中间体、宁波众兴聚碳

硅烷、习尚喜金属钾、犇星化工石墨烯涂

料等一批盐煤精细化工企业和项目落

地。阿拉善盟沪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

集“煤—焦—电—热—化”循环经济发展

模式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以焦炉气深

加工为主攻方向，大力发展深加工产业

链，炼焦产生的焦炉煤气在氢的催化下合

成甲醇、合成氨，再到下游生产链，成为锂

离 子 电 池 电 解 液 溶 剂 碳 酸 二 甲 酯

（DMC）、碳酸甲乙酯（EMC）、碳酸二乙酯

（DEC）。

阿拉善盟沪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设

备副总经理陈聪表示，沪蒙能源在煤化

工领域主打碳基高新新材料产业园，目

前有两期规划，一期是目前已经建成的

300 万吨焦化，下游的焦炉煤气做 40 万

吨甲醇和 10 万吨合成氨。二期在 300 万

吨焦化的基础上主打碳经济，向下游的高

精尖产品发展。

促进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可

以更好下沉高水平服务资源、优化中小企

业发展环境，有利于促进各种产业资源的

快速流动，放大产业协作效应，将集群嵌

入全国乃至全球产业体系中，从而在产业

链关键环节实现“卡位”“补位”，增强产业

链供应链韧性。内蒙古瑞达泰丰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自 2006 年进驻阿拉善高新区

至今，工艺技术、产品质量、自动化水平和

环保治理能力稳步提升，零极距离子膜电

解槽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主产品氢氧

化钾产能达 15.2 万吨/年，国内市场份额

占比达 16%，位居国内前三甲。

内蒙古瑞达泰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安环部部长孟继忠表示，公司经过近 20年

的发展，已经具备了电池级、电子级氢氧

化钾生产能力，公司将持续探索关键领域

补短板锻长板，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本报讯 从近日召开的焦作市政府重点工作讲评推进会上获

悉，焦作高新区上半年主要经济指标综合排名居焦作市前列，实现

“半年红”。

上半年，焦作高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投资、地区生产总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5项指标增速

均超过焦作市增速，位居全市前列。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完成 69.9
亿元，增速5.4%，居全市第3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12.6亿元，

增速10.8%，居全市第4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8.8亿元，增速27.1%，

居全市第 2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完成 1.5598万元，增速 6.1%，居

全市第3位。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焦作高新区深入实施重大项目集中攻坚

行动，上半年，河南省、焦作市、焦作高新区重点项目分别完成年度

投资计划的69.43%、64.19%、61.2%。举办两期“三个一批”活动，前八

期“三个一批”项目进展顺利，项目开工率、达效率均达 100%。新入

统计库项目14个，总投资18.79亿元，在库项目达到84个，有力支撑

了有效投资快速增长。

工业生产质量提升，工业税收高速增长。上半年，焦作高新区

工业行业完成税收3.72亿元，同比增长138.3%。高新技术企业平稳

运行。上半年，焦作高新区 54家高新技术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1.84
亿元，同比增长 10.08%。研发机构覆盖率达 77.4%。完成技术合同

登记8亿元。科技中小型企业完成入库141家。

第三产业恢复向好。焦作高新区第三产业稳步回升，商业服务

业增长迅速，消费市场活跃，投入 420万元开展促消费活动 6次，累

计销售车辆 2500余辆，商超、餐饮、加油站等企业销售额同比增加

20%，带动消费 2.88亿元。外资外贸规模扩大，上半年，焦作高新区

实际利用省外资金 45.3亿元，占年度目标 50.3%；进出口额完成 3.05
亿元，占年度目标72.6%。

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今年1-6月份，焦作高新区全社会用电量

约为 4.099亿度，同比增长 0.34%。其中工业用电量为 1.98亿度，同

比增长 29.07%。第一批已推荐高新技术企业 26家，其中新培育 12
家，目前申报资料已上报河南省科技厅等待评审。上半年，焦作高

新区新设立各类市场主体1271户、同比增长34.93%。

建筑领域增长平稳。目前焦作高新区 8家在库企业上报产值

10.07亿元，同比增长 8.21%。建筑业完成税收收入 8536万元，同比

增长147.1%。 郭树勋

本报讯 作为昆明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产业发展的集聚地、

科技创新的排头兵，昆明高新区聚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

集链成群，今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517亿元，同比增长9.6%；

规上工业总产值 517.5 亿元，同比增长 3.5%，工业增加值增速达

11.7%。

聚力科技创新，干出新特色。昆明高新区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自

立自强，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研发经费投入 29.29 亿元，同比增长

54.7%；新认定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 158户，同比增长 61.2%；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 192户，净增 114户，同比增长 144%。同时，昆明高新

区坚持以人才为“第一资源”，出台《昆明高新区人才发展五年规划

（2022-2026年）》，举办“兴滇英才支持计划”申报专题培训，率企业

参加“广聚贤才·共创滇峰”高层次人才引进活动，并于日前印发《昆

明高新区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试行）》，为各类人才提供住房保

障，努力改善拴心留人环境。

坚持项目为王，干出新成效。昆明高新区突出产业招商、“一把

手”招商，上半年昆明高新区主要负责人先后赴四川、重庆、上海、宁

波、深圳、广州、北京等地开展精准招商工作，紧扣主导产业进行全

链条招商，拜访了亮风台（上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泽润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海王集团等企业。上半年昆明高新区新签约扬子江

药业、星达铜业等招商引资项目32个；云南省外到位产业资金75.96
亿元，同比增长 74.79%；贵金属装联材料、生物所多联多价疫苗等 7
个省级重大项目开工，开工率达70%，入库率达50%。

着力内外兼修，干出新体验。昆明高新区深入推进优化提升营

商环境三年攻坚行动，涉企服务水平有了实质性提高；实施环评流

程融合、水电气网联合报装“一次办”，开展“容缺审批+承诺制”，推

行“移动政务服务”，做优“五员服务”，解决企业问题 324个，积极争

取商务部支持，全国首批、云南省首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外保税维

修业务落地园区，推动闻讯实业获海关AEO认证。 高坤明

焦作高新焦作高新区区：：

经经济发展实现济发展实现““半年红半年红””

昆明高新区昆明高新区：：

新兴产业集链成群新兴产业集链成群

阿拉善高新区：绿色循环“链”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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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明康公司实验室内，济宁学院教授、诺明康公司总经理李明丽正带领研发团队开

展新药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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