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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记者 刘笑笑

10月20日上午，在跨国公司领导人
青岛峰会潍坊市与现代高效农业联合路
演中，潍坊市工信局局长鞠俊海对潍坊产
业集群进行了推介。据介绍，潍坊产业基
础雄厚，已经形成装备产业集群、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集群和高端化工产业集群
等重点产业集群。当前，潍坊市围绕动能
转换和产业升级，正在加快推进磁悬浮、
新材料、人工智能、高端铸造等产业集群。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2982家

潍坊是我国著名的老工业城市和山
东省制造业核心基地，工业经济综合实力
一直保持在全省前列，总量约占全省的十
分之一。
鞠俊海介绍，潍坊市培育形成了机

械、化工、纺织、食品、造纸 5个千亿级产
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2982家，14家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2家企业（潍
柴、晨鸣）上榜“2018中国企业500强”，4
家企业（晨鸣、歌尔、鲁丽、海王医药）入选
“2018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7家，省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隐形冠军、瞪羚企业分别达到24家、
64家、29家，均居全省首位。
潍坊市列入国家统计范围的重点工业

产品246种，其中，重型发动机、微型麦克风
等近30种产品产销量居全球前列，41家企
业主导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居前三位。
2016年以来，盛瑞传动8AT、潍柴重型商用
车动力总成技术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潍柴动力、歌尔、雷沃、孚日、晨鸣5个
品牌，上榜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荣获省
长质量奖8个，山东名牌产品229个，驰名
商标93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2个。

规划建设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

雄厚的产业基础成为潍坊现代产业

集群发展的重要支撑。鞠俊海对潍坊市产
业集群的模式进行了归纳总结，将其分为
“四种模式”，分别为地域特色型产业集
群、龙头引领型产业集群、链条拓展型产
业集群和园区集聚型产业集群。
其中，地域特色型产业集群以县市区

为主体，在临朐形成了江北最大的铝型材
加工产业集群，在高密形成了占据东南亚
主要市场份额的家用纺织品产业集群，在
寿光形成了国内重要的防水新型材料产
业集群，在诸城形成了国内知名的以畜产
品深加工为主的生态食品产业集群。
链条拓展型产业集群中，潍柴集团以

动力装备为核心，发展形成动力系统、智能
物流、汽车业务、工程机械、豪华游艇和金融
服务六大业务板块，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
达2358亿元，带动形成的动力装备产业集
群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今
年，潍坊市规划建设潍柴国际配套产业园。
园区总占地3万亩，计划投资2000亿元以
上，引进各类配套关联企业500家以上。目
前，已签约20家国际型企业。

加快推进磁悬浮等产业集群

鞠俊海说，如今，潍坊市已形成装备产
业集群、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高端化
工产业集群等重点产业集群。其中，目前，潍
坊微型麦克风市场占有率居全球第一位，手
机用微型扬声器、受话器居全球第三位，蓝牙
耳机和主动式3D眼镜业务居全球第一位。
“除抓好以上介绍的重点产业集群外，
当前，围绕动能转换和产业升级，我们正在
加快推进磁悬浮、新材料、人工智能、高端铸
造等产业集群。”鞠俊海介绍，新材料重点培
育寒亭、寿光等10个生物基新材料基地；磁
悬浮正在规划建设千亿级磁悬浮动力装备
产业园；人工智能引进了新松机器人自动化
公司及一批平台服务企业，建设新松(潍坊)
智慧园项目；高端铸造主要是与机械科学研
究总院、宁夏共享集团、央企新兴铸管公司
合作，打造一批高端绿色共享铸造服务平台
和专业园区。通过建设一批先进产业集群，
引领带动潍坊市工业高质量发展。

□半岛记者 刘笑笑

10月20日上午，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
峰会潍坊市与现代高效农业联合路演中，
对山东省现代高效农业以及山东省农业
龙头企业进行了推介，并就潍坊国家农业
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创新发展展开高端
对话。据介绍，综试区获批一周年来，为潍
坊打开了一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的窗
口，搭建了一个独具优势的“双招双引”大
平台。

创造了“潍坊模式”等山东经验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林国华
对山东省现代高效农业进行了推介。她介
绍，山东农业用占全国6%的耕地和1%的
淡水资源，生产了占全国8%的粮食、11%
的水果和12%的蔬菜，并为全国贡献了农
业产业化经营、农业国际化、科教兴农等山
东经验。2018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达到9397 . 53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
一；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5319 . 5万吨，连
续5年稳定在5000万吨以上；全省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297元，增速连
续9年高于城镇居民收入。
提到山东农业，就不得不提到潍坊。山

东是农业产业化的发源地，创造了“诸城模
式”“潍坊模式”“寿光模式”等山东经验。近

年来，山东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加快产
业链相加、价值链相乘、供应链相通“三链
重构”，推动产业园区、科技园区、创业园区
“三园同建”，农村一二三产业逐步深度融
合。全省创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
产业强镇43个、海洋牧场示范区32处，全
省销售收入过500万元的农业龙头企业达
到9600多家，农民合作社20 . 88万家，家
庭农场 6 . 79万家，打造了农业产业化的
“升级版”。“在此基础上，我们乘势而上，力
争再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创建100个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1000个省级农业产业强
镇和10000个省级乡土产业名品村。”林国
华说。
如今，山东农业迎来开放发展的新时

代。林国华介绍，潍坊、荣成两个农业对外
开放合作试验区，青岛瑞昌等三家省内企
业在苏丹、赞比亚、斐济建设的境外农业合
作示范区，被列入国家首批“两区”试点。山
东积极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家战略，
与广东省签署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
框架合作协议，寿光蔬菜产业集团等15家
企业获得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和流通
企业牌证，并计划在山东建设2处大湾区
“菜篮子”流通平台配送分中心。

综试区面向国外积极开展合作

在山东农业取得的丰硕成果中，尤其

引人注目的是，去年，经国务院批复，全国
唯一的国家级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在
潍坊设立，致力于打造全国农业开放发展
引领区、农业科技创新先行区、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我国农业开放发
展提供鲜活样板，搭建农业国际合作新平
台。
潍坊市副市长、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

展综合试验区党工委（筹）书记马清民介
绍，目前，《潍坊国家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
验区总体方案》55项建设内容中，有51项
正在落实和推进。对国家支持的 11条先
行先试政策，细化形成《潍坊综试区支持
政策实施细则》，多个领域取得实质性进
展。综试区重点面向国外积极开展对外合
作，为潍坊打开了一扇更高水平的对外开
放的窗口，搭建了一个独具优势的“双招
双引”大平台，吸引了不少跨国公司前去对
接洽谈。
在创新研发平台方面，综试区建设了

北京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和国际院士谷，
开展了多项成果转化。在北京大学现代农
业研究院育种平台主任张兴平看来，综试
区是我国农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先头
兵，聚集了高端元素、高效平台、创新机制
等众多优势因素，仅仅一年时间它的建设
速度令人刮目相看。“对于农业来说这是一
次前所未有的新机遇，综合试验区就应该
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用创新突破引领全国
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张兴平说。

为我国农业开放发展提供鲜活样板
全国唯一的国家级农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在潍坊设立，开展对外合作

潍坊市产业集群已形成四种模式
正加快推进磁悬浮、新材料等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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