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枣庄市山亭区委文件
山发〔2022〕13 号

中共山亭区委 山亭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山亭产业突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党（工）委、政府（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区委和区

政府各部门（单位），各人民团体，区直各企业：

现将《山亭产业突破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

中共山亭区委

山亭区人民政府

2022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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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亭产业突破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支持山亭产业突破的部署

要求，深入实施“工业强区、产业兴区”战略，全力打好跨越赶超

高质量发展主动仗，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市

委、市政府“工业强市、产业兴市”战略部署，以“嵌入市区、对接

滕州、两极联动、全域发力”为总思路，以“产业突破”为总方向，

聚焦重点、聚力攻坚，借力起势、跨越赶超，全力加快新时代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区建设。

二、任务目标

到 2027 年前后，地区生产总值退出全省后 10 名，达到 290

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12%以上（其中 2022 年达到 140 亿元以上，

2023 年底达到 160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退出全省后 10 名，

达到 16 亿元以上，年均增长 14%以上（其中 2022 年实现 8.3 亿元，

2023 年实现 9.5 亿元）；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 300 亿元，年均增

长 20%以上（其中 2022 年力争实现 105 亿元，2023 年底达到 128

亿元）；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超过 100 亿元（其中 2022 年实现 47 亿

元，2023 年底达到 55 亿元）；新增流入人口 5 万人以上；以文旅

康养、新型商贸物流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生态底色更

加靓丽，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更加多元，“山亭大公园”品牌优

势更加凸显，生态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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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措施

（一）聚焦“四个方向”攻坚突破，加快产业“提档”发展

1.瞄准新能源方向。紧抓“双碳”发展机遇，坚持新能源汽车

与储能一体谋划、协同发展，谋新求变、聚势赋能，到 2027 年新

能源产业产值达到 100 亿元以上。突出打造“中国最大的纯电动工

程机械生产基地”目标定位，强化“链式思维”，主动融入全市锂

电产业大局，精准布局锂电配套和锂电池终端应用企业，以博雷

顿为重点，引导汉诺汽车、牛电汽车等企业卡位入链、差异发展；

建成博雷顿纯电动新能源装载机项目，投产隆远 5000 台套工程机

械配套部件生产线项目；集聚电控系统、动力总成等关联企业，

向物流车、环卫车、工程车等领域延伸，拓场景、拓产能、拓市

场，2023 年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产业园基本建成，年销售新能源

汽车 1000 台以上，实现产值 8 亿元以上，2027 年实现产值 70 亿

元以上。围绕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储能示范基地”目标定

位，大力推动“新能源+储能”、源网荷储、空气压缩储能、光储

充一体化和多能互补发展，突出抓好中广核储能电站、水泉 50MW

农光互补光伏发电、庄里抽水蓄能电站等“大块头”项目，2023

年中广核储能电站全容量并网、实现产值 3 亿元；庄里抽水蓄能

电站项目 2022 年完成立项，2023 年开工建设，2027 年并网，实

现产值 5 亿元。加快建成生物质热电联产、地热能空气能开发应

用、西集普阳 20MW 光伏集中电站、朗进储能系统枣庄研发制造基

地等能源项目，着力引进发展分布式光伏、农光互补、动力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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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新能源产业项目，延长产业链条。

2.瞄准新材料方向。按照“绿色发展、高端转型”思路定位，

坚持年度目标与长远计划相结合，统筹实施技改升级、数据赋能

等工程，持续膨胀规模、做大总量，形成聚焦效应、集群优势，

到 2027 年前后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 100 亿元。围绕打造“全市新

材料重要板块”目标定位，加快传统建材向新型建材转变，大力发

展节能环保建材、无机功能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加速东鹏生

态科技新材料、山立绿色装配式建筑等龙头项目落地，大力实施

连银山生态板材深加工、北新建材新型装饰材料、华润纸业退城

入园等一批技改项目，2023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50 亿元以上。围

绕打造“绿色矿山、绿色工厂、绿色园区”发展定位，力争华沃水

泥、连银山建材建成国家级“绿色工厂”。加快玉子山、依山口、

周村南山 3 个矿区建成投产。推动亿泰集团与枣发集团合作建设

新型建材科技产业园。对“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中拟新设的西

集镇黑山前灰岩矿、店子镇平子花岗岩矿、冯卯镇上朱元花岗岩

矿 3 处采矿权，全力推动开采、加工、制造、循环利用等各环节

绿色转型，由原料型企业向产品型企业转变，延伸建材产业链条，

提升产品附加值，新增产值 5 亿元以上。

3.瞄准新业态方向。立足绿色生态最大优势，高水平完成山亭

大公园概念性规划，提升全域环境，让山亭之美无处不在、无处

不有。聚力发展文旅康养产业，大力推广“山亭大公园·五彩花慢

城”旅游品牌，全面提升抱犊崮-熊耳山、翼云湖片区等景区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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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挖“汉诺故事”品牌价值，提升汉诺庄园，打造文旅增长极。深

入开发岩马湖乡村振兴示范区、翼云湖康养旅游度假区、灵芝湖

综合旅游度假区、青龙绿道休闲观光农业区“四大片区”，重点

打造生态山水游、田园乡村游、红色文化游品牌，全力争创国家

级全域旅游示范区，每年实现文旅康养总收入 40 亿元以上。加强

与台儿庄的互联共建，创新招引合作互联方式，建设核心景区，

培育核心品牌，打造核心康养基地，打响“寻梦台儿庄、休闲到

山亭”精品旅游线路。聚力发展大健康食品产业，围绕农业抓工业

促产业，重点打造豆制品、干鲜果品、薯类制品、畜禽产品四大

农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推动汉诺佳池、华宝牧业、东粮生物、

特医食品等企业做大做强，每两年新增 1 个年产值 10 亿元的农业

龙头企业，形成过 100 亿级的产业集群。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省级示范区，争创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国家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每年至少建成 1 处 5000 亩以上的高标准农田，每年新增

8 家以上经营收入过百万元的农民合作社或家庭农场。聚力推进生

态产品价值转换，运营好山东生态产品交易中心、山东碳市场服

务中心枣庄分中心、鲁南生态银行等生态产品交易平台，全力争

创省级生态文明强县，创建国家级、省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试点，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多渠道探索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路径。2022 年生态产品交易市场实现运营，“双碳”服务

板块、生态产品交易和招商板块等 6 大板块业务顺利实施，2023

年进场交易量达 1 亿元以上；生态银行完成全区各类资产分类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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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和 GEP 测算，分期分批开展银行授信，开展交易业务。到 2027

年前后，生态产品资源收储评估价值达到 100 亿元左右，银行综

合授信额度达到 30 亿元，累计交易额达 6 亿元以上。

4.瞄准新模式方向。按照“规划引领、龙头带动、园区支撑、

环境优化”的思路，以特色农产品为主打，以“买全国卖全国”

为目标，招引头部电商企业和优质电商平台，培育存量电商企业，

做大电商规模，2023 年电商网络零售额达到 10 亿元。强化政策驱

动，制定出台电商产业发展实施意见，完善产业发展扶持政策，

加速电商产业升级、模式再造。强化龙头带动，扶持卜珂食品、

千水星动漫等骨干电商企业发展壮大；大力发展“直播+产业+电商”

新模式，指导莺歌食品、枣店香食品等传统电商企业做强直播业

务；推进“互联网+外贸”，引导海扬服装、莺歌食品等传统外贸企

业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推动勇博力、金达莱等跨境电商企业做

大做强。强化园区推动，加快山好大厦电商产业园、山东广播电

视台（枣庄）电商直播基地等园区建设，升级改造水泉电商产业

园，引导电商企业聚集发展。强化配套促动，实施人才培育工程，

每年培训电商人员不低于 1200 人次；完善区镇村三级物流体系，

加快推进易达通智慧物流二期、豆制品综合集散中心等项目建设，

招引德邦、韵达等知名物流企业在山亭设立分支机构或转拨中心，

降低物流成本；大力发展冷链物流，到 2023 年建成运营冷链物流

产业园，每年建成 1 处产销冷链集配中心。

（二）聚焦“四个重点”攻坚突破，加快产业“提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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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力以赴抓好项目建设。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用好

市级要素支持，加快构建招引一批、推进一批、谋划一批、培育

一批“四个一批”梯次推进格局，固定资产投资力争每年完成 100

亿元以上，用“项目投资强度”换取“经济发展速度”。抓招引，

按照“内抓园区、外抓飞地”的理念，依托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产

业园、翼云科创园等园区平台，聚焦新能源、新材料、锂电终端

应用、大健康食品等产业招引延链补链强链项目，每年新招引亿

元以上项目不少于 20 个（含飞地项目），其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 5

个、50 亿元以上 2 个。用好市级《关于支持山亭区发展飞地项目

的实施办法》，强化合作、互动发展，各镇街每年至少承接一个

飞地项目。抓推进，重点推进一批带动性大、辐射性强的重大项

目，每年列入并实施省市级重点项目不少于 30 个，区级及以上重

点项目不少于 60 个。2022-2023 年重点推进庄里抽水蓄能电站、

汉诺庄园文旅提升、中广核储能电站、酶解小肽蛋白产业化等重

点项目建设，全力推进临滕高速山亭段、枣庄机场、省道 103 等

支撑项目建设，规划实施城区南外环西延至滕州市、新台高速洪

门出入口等工程。抓谋划，紧抓国家支持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

发展及枣庄打造长三角高端制造业转移示范基地的机遇，加大中

广核综合智慧能源、智能机器人制造与共享等项目策划包装力度。

抢抓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专项债券等政策契机，谋划申报一

批符合条件、成熟度高的项目，跟进争取更多资金落户山亭。抓

培育，通过存量挖潜、创新驱动等行动综合施策、共同发力，全

7



力做大龙头企业，每 2-3 年新增业务收入过 50 亿元的企业 1 家，

每年新增业务收入过 10 亿元的企业 2 家以上、过亿元的企业 5 家

以上。实施技改赋能行动，鼓励连银山建材、华沃水泥等龙头企

业实施“零增地”技改、智能化技改，每年实施投资过 500 万元

工业技改项目 40 个以上。实施创新引领行动，打造核芯光电、中

国嗅谷等一批创新型领军企业，2023 年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40 家，

到 2027 年前后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0 家，市级及以上专精特新、

瞪羚、单项冠军等高成长型企业达到 100 家以上。

6.全力以赴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思想认识有高度、为企服务有

温度、推进机制有力度、行政审批有速度、领导干部有态度“五度”

标准，把优良营商环境作为先进地域文化来塑造，形成独具特色

的城市吸引力。持续优化政策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

环境、人文环境，紧盯营商环境评价重点，聚焦产业突破关键领

域，常态化推行项目管家、全生命周期、帮办代办、“办不成事”

登记窗口、政企直通车等服务机制，持续减流程、减环节、减材

料、减时限，聚力擦亮“亭好办”服务品牌，以营商环境的“优

无止境”赋能“争先进位”，确保 2022 年营商环境评价进入全省

前 60 名、全市前 3 名，并持续提升。

7.全力以赴夯实要素保障。围绕产业发展所需的土地、资金、

人才等要素，主动作为、主动靠前，全力保障产业突破。夯实土

地保障，争取更多镇街纳入省级或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示范

镇，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有序推进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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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预留项目落地空间；加快推进 10 个土地整治项目报备入库，

新增耕地 3200 亩；稳步化解批而未供土地 5094.7 亩，2023 年底

前化解 3000 亩以上，盘活利用低效用地 300 亩；加快工矿废弃地

复垦，2023 年 6 月底前节约周转指标 160 亩；科学用好成片开发

方案，征收建设用地 1340 亩。夯实资金保障，设立总规模 100 亿

元的产业发展基金，每年争取市财政投入 2 亿元，最大限度争取

市属国企投入基金数额，区财政每年筹资 1 亿元以上，同时积极

争取外部基金支持，争取五年内投入到位，重点扶持“5+3”现代

产业发展；全力申创省级普惠金融示范区，加大与驻枣银行合作

力度，最大程度争取信贷资金扶持力度；支持山东弘道财金控股

有限公司与市属国企合作打造 AA 或 AA＋融资平台，提升企业融资

能力；支持企业股改上市，通过五年时间，实现 2 家企业境内外

上市、新三板挂牌，推动春福盈豆制品、银光精纺等 10 家企业完

成省内四板市场挂牌；2023 年启动华宝牧业开展新三板前期工作，

天畅环保、汉诺佳池开展新三板转层准备，完成 5 家企业股改。

夯实人才保障，加大企业、产品研发机构建设，每年创建国家级、

省级创新平台不少于 2 个；全力争取市级优先推荐我区人才参加

泰山学者、泰山产业领军人才、枣庄英才等各类人才评选，每年

培育各级各类重点人才不少于 3 人，引进省级以上领军人才、急

需紧缺技术型高层次人才等不少于 6 人。

8.全力以赴深化改革创新。围绕“产业突破”配套政策、要素保

障、攻坚措施等方面，强化系统思维、集成改革，创新赋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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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破难，以改革之“集成”促产业之“集聚”。坚持示范引领，抓紧抓

实 6 项国家级、17 项省级改革试点，集中力量推出一批体现山亭

特色的改革举措，每年打造出 1-2 个国家级的“山亭经验”“山

亭样板”；持续加大“扩权强镇”，全区推广“审批不出镇”试点

经验。加强园区建设，理顺开发区与区直部门职责边界，强化主

责主业；拟落户开发区的项目，由开发区统一组织签约，并进行

闭环管理服务；完善和用好“开发区吹哨、部门镇街报到”工作协

调机制，构建高效联动服务新格局；盘活低效闲置用地，确保亩

均投入 280 万元以上、税收 20 万元以上；规划建设桑村高端智能

制造产业园，打造山滕一体化协作发展示范区；提升城头豆制品

产业园，提升产品附加值，打响“中国豆谷”品牌；高标准规划建

设枣庄机场空港产业园，招引一批税收大、效益好的项目落地。

深化国企改革，持续优化薪酬考核指标体系，全面推行经理层成

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切实发挥考核在评价业绩、核定薪酬、激

发动力、推动发展等方面的引导作用；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

度，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引进

战略投资者，助推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到 2022 年底，完成区属国

有企业优化重组整合；力争 2027 年，区属国有企业总资产突破 300

亿元、营业收入突破 50 亿元、利润总额突破 5 亿元。破解“达规

不纳统”难题，针对城头豆制品、桑村塑编、冯卯果蔬包装等企业，

缺少进项税发票的实际难题，积极借鉴外地做法，着力破解“达规

不纳统”难题，做到应纳尽纳；制定“升规纳统”奖励办法，以“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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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小升规”为重点，建立 100 家小微企业培育库，实施“种子

成长”“幼苗培壮”“规上膨胀”工程，加快推进北新建材、东

易日盛“产转法”，每年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20 家以上。

（三）聚焦“知责尽责”攻坚突破，加快产业“提速”发展

9.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多渠道、多形式把产业突破的精髓传

达下去、把目标任务传递下去、把责任压力传导下去，凝聚“山亭

突破我有责、山亭发展我光荣”思想共识。树牢“我就是山亭”的主

人翁意识，引导每一名干部群众主动投身产业突破工作中，一切

力量向产业聚焦，一切工作向产业靠拢，攒聚产业突破强大工作

合力。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区委、区政府班子成员，区人

大常委会、区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区委工作部门、区政府组成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每周在山亭居住不少于 5 天，各镇街党政正职每

周在镇街居住不少于 5 天，一天当作两天用，集中精力谋发展、

促突破。

10.比学赶超，担当作为。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把思想能

力作风建设的成果运用到产业突破工作中，同时用产业突破的生

动实践来进一步深化提升思想能力作风建设，做到学思用贯通、

知信行统一，全力跑出产业突破“加速度”。深入实施干部专业化

能力提升工程，广泛开展挂职锻炼、轮岗交流、外出学习等活动，

进一步提升履职尽责能力。选择重要时间节点，持续开展项目集

中开工、集中竣工、现场观摩等活动，晒项目、亮成绩、比干劲。

设立产业突破“红旗奖”“蜗牛奖”“甩锅奖”，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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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区上下形成你追我赶、奋勇争先的产业发展新局面。

11.狠抓落实，奋力突破。牢固树立“快就是大局、干就是担当”

的意识，高点定位、高标谋划，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刚

性执行力抓好产业突破落实落细。详细梳理《关于支持山亭产业

突破的实施意见》（枣发〔2022〕11 号）系统政策，全方位做好

对上争取、承接、落实等工作，做到政策应得尽得、应享尽享。

落实产业项目谋划、招引、落地、建设、投产等全生命周期服务，

咬定目标、自我加压，一项接着一项推，一年接着一年干，区镇

村协同、政企银联动，压茬闭环推进、统筹全面突破，奋力实现

高质量发展。

四、保障措施

（一）狠抓责任落实。建立联席会议机制，成立山亭区产业

突破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牵头抓总，区级领导不分一线二线，

把加快产业突破作为中心工作、重中之重，率先垂范、以上率下，

带领分管部门联系帮包镇街，细化工作方案，明确时间表、路线

图，把任务目标逐一分解到年、季、月，责任落实到专班、单位、

个人，加强协调调度、督办联动、考核问责，一级抓一级，层层

抓落实，确保全面高质量完成山亭产业突破既定任务。

（二）狠抓督考驱动。成立专项督导考核专班，以责任压实

倒逼工作落实。对产业突破工作的问题，提级督办，既督进展、

也看成效，既发现问题、也总结经验，督导意见及时反馈，督导

结果定期通报，确保督出压力、督出动力、督出成效。深入开展“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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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层”“履职亮屏”活动，比实绩、比位次、比数据，进行差异化

考核，形成“干与不干不一样、干多干少不一样”的鲜明导向，强

化结果运用，考出动力、考出干劲、考出实效。纪检监察机关要

加强监督，对重视不够、工作不力，特别是搞形式主义的，决不

姑息，严肃问责。

（三）狠抓氛围营造。加大舆论宣传力度，通过报刊、广播、

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把推动产业突破的信心决心展示出来，

把实干快干抓落实的精气神调动起来，把工作中涌现的先进典型、

创新经验、重大成效传播出去，讲好山亭故事，传播山亭声音，

大力弘扬“诚信包容、开放创新、苦干勇毅、敢为人先”的新时代

山亭精神，凝聚山亭广大干部群众、企业家、客商等各界共识，

共推山亭产业突破，共创山亭美好未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1.山亭产业突破领导小组名单

2.山亭产业突破四大关键指标（镇街）目标任务表

3.山亭产业突破指标细化分解表（2022-2027 年）

4.山亭产业突破联系帮包镇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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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亭产业突破领导小组名单

组 长：王德海 区委书记

刘洪鹏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宋绪美 区委副书记

齐 健 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山亭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

王 彪 区委常委、区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区长

张铁译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周 琪 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

赵三丁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王绪景 区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李 峰 区政府副区长

赵传甲 区政府副区长

戴 娟 区政府副区长

成 员：马 驰 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陈文峰 区委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

项琳琳 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

区公务员局局长，区委两新组织工委书记

高 洁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融媒体中心主任

刘 翔 区发展和改革局局长

唐志清 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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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颖 区科学技术局局长

孙晓领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陈荣阔 区司法局局长

燕 勇 区财政局局长

雷 杰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

张 亚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孙鸿鹄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

贾传亭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杨国华 区城乡水务局局长

张开耀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

楚 斐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区招商引

资服务中心主任

孙付堂 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局长

徐 伟 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相修生 区卫生健康局局长

王海龙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局长

常 钰 区市场监管局局长

孙彦生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

张 雯 区统计局党组书记

张松青 区金融服务中心主任

郭克理 区供销合作社联合社理事会主任

刘 鹏 区国资事务服务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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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平雷 区税务局局长

王 斌 市生态环境局山亭分局局长

魏 莉 区邮政分公司总经理

陈洪文 公共资源国有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建华 山城街道党工委书记

徐 伟 西集镇党委书记

杨昌照 桑村镇党委书记

李永来 城头镇党委书记

颜世鹏 冯卯镇党委书记

姚东伟 徐庄镇党委书记

王 涛 店子镇党委书记

李 岩 水泉镇党委书记

贾继勇 北庄镇党委书记

白 涛 凫城镇党委书记

王 琼 区供电中心党总支书记、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政府办公室，王彪、张

铁译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同时下设若干产业工作专班，具体负

责相关产业推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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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山亭产业突破四大关键指标 （镇街）目标任务表

指标 GDP（亿元） 一般公共收入（万元） 规上工业总产值（亿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目标任务 退出全省后10名，达到290亿元以上 退出全省后10名，达到16亿元以上 规上工业总产值超过300亿元 总产值超过100亿元

目标增速（%） 年均12%以上 年均14%以上 年均20%以上 —

镇街     年份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山城街道 - - - - - - 3528 4057 4666 5366 6170 7096 7 8 10 12 15 17 6.73 7.82 9.08 10.54 12.23 14.2

店子镇 - - - - - - 862 983 1120 1277 1456 1660 5.2 6 7 9 10 12 2.67 3.11 3.61 4.19 4.86 5.64

西集镇 - - - - - - 1666 1916 2203 2534 2914 3351 12 15 17 21 35 50 2.5 2.91 3.37 3.92 4.55 5.28

桑村镇 - - - - - - 2771 3186 3664 4214 4846 5573 18 22 26 31 38 45 4.93 5.73 6.65 7.72 8.96 10.41

北庄镇 - - - - - - 1457 1661 1894 2159 2461 2805 7 9 10 12 15 17 3.96 4.59 5.33 6.19 7.19 8.34

城头镇 - - - - - - 2448 2815 3237 3723 4282 4924 6 7 9 10 12 14 4.81 5.59 6.49 7.53 8.75 10.15

徐庄镇 - - - - - - 1505 1716 1956 2230 2542 2898 4 5 6 7 8 10 6.96 8.08 9.39 10.9 12.65 14.69

水泉镇 - - - - - - 1349 1538 1753 1999 2278 2597 2 3 4 5 6 7 4.91 5.7 6.62 7.68 8.92 10.35

冯卯镇 - - - - - - 1312 1496 1705 1944 2216 2526 2.8 3 4 5 6 8 6.77 7.86 9.12 10.59 12.3 14.28

凫城镇 - - - - - - 1410 1607 1832 2089 2381 2715 8 10 12 14 17 20 3.36 3.9 4.53 5.26 6.11 7.09

开发区 - - - - - - - - - - - - 33 40 48 57 68 100 - - - - - -

合计 140 160 193 221 254 290 83150 94791 108062 123190 140437 160098 105 128 153 183 230 300 47.61 55.28 64.18 74.51 86.51 1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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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山亭产业突破指标细化分解表（2022-2027年）
牵头领导

王  彪
李  峰

李  峰
赵三丁
戴  娟

齐  健
齐  健
李  峰

王  彪
宋绪美
赵传甲

李  峰 戴  娟 王彪 张铁译

牵头责任单位
区发改局
区工信局

区工信局
区自然资源局
区住建局
区科技局

区文旅局
山亭经济开发区

区发改局
区商投局

区商投局
区商投局
区工信局

区发改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工信局 区科技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发改局
鲁南产权交易中心

区委组织部

序号 部门镇街 年度

新能源
产业
产值

（亿元）

新材料
产业
产值

（亿元）

文旅康养
总收入

（亿元）

招引建
设投资
过亿元
项目
数量
（个）

招引建
设投资
过10亿
元项目
数量
（个）

招引建
设投资
过50亿
元项目
数量
（个）

网零额
（亿元）

新增纳
统电商
企业
数量
（个）

限上批发
业销售额
（万元）

限上零售
业销售额
（万元）

限上住宿
业营业额
（万元）

限上餐饮
业营业额
（万元）

新增限上
批零住餐
业企业
数量
（个）

新增业
务收入
过50亿
元的企
业数量
（个）

新增业
务收入
过10亿
元的企
业数量
（个）

新增业
务收入
过亿元
的企业
数量
（个）

新增规
上服务
业企业
数量
（个）

规上服务
业营业
收入

（亿元）

固定资产
投资

（亿元）

列入并
实施省
级重点
项目数
量

（个）

列入并
实施市
级重点
项目数
量

（个）

列入并
实施区
级及以
上重点
项目数
量

（个）

新增年产值过
10亿元的农业

龙头
企业
（个）

新增“个转企
”数量
（个）

新增“小
升规”工
业企业
数量
（个）

实施过
500万
元工业
技改项
目数量
（个）

市级及以
上专精特
新、瞪羚
、单项冠
军等高成
长型企业
数量
（个）

高新
技术
企业
数量
（个）

新增生态
产品资源
收储评估
价值（亿
元）

新增生态
产品银行
综合授信
额度

（亿元）

生态产品
累计交易

额
（亿元）

新增国
家级、
省级创
新平台
数量
（个）

新增各
级各类
重点人
才数量
（人）

引进省级
以上领军
人才、急
需紧缺技
术型高层
次人才
（人）

1 开发区管委会

2022 3 30 - 1 1 - 0.4 0 — — — — 1 - - - - - 7 0 2 6 － - 2 1 － 1 － － － － － －

2023 9 31.4 - 1 1 - 1 1 — — — — 1 - - 1 - - 10 2 2 8 － - 2 2 － 0 － － － － － －

2024 26 34.2 - 1 1 - 1.5 1 — — — — 1 - 1 1 - - 10 2 2 8 － - 2 3 － 1 － － － － － －

2025 37 40.8 - 1 1 - 2 1 — — — — 1 1 1 1 - - 10 2 2 8 － - 2 4 － 0 － － － － － －

2026 50 51.6 - 1 1 - 2.5 1 — — — — 1 - - 2 - - 10 2 2 8 － - 2 5 － 1 － － － － － －

2027 65 62.4 - 1 - 1 3 1 — — — — 1 1 2 2 - - 10 2 2 8 － - 2 7 － 1 － － － － － －

2
区财政局

（含管理国企）

2022 － － - 1 - - 0.2 0 — — — — 1 - - - 1 0.1 － 0 0 1 － - 1 - － - － － － － － －

2023 － － - 1 - 0.5 1 5084 750 — 583.4 1 - - - 1 0.14 － 1 1 4 － - 1 - － - － － － － － －

2024 － － - 1 1 - 0.5 1 12084 1834 200 1334 1 - - - 1 0.19 － 1 1 4 － - 1 - － - － － － － － －

2025 － － - 1 - 1 1 21750 3334 366.67 2334 1 - - 1 1 0.27 － 1 1 4 － - 1 - － - － － － － － －

2026 － － - 1 1 - 1.5 1 35000 5334 616.67 3834 1 - - 1 1 0.38 － 1 1 4 － - 1 - － - － － － － － －

2027 － － - 1 1 - 2 1 53334 8084 950.01 5834 1 - - 1 1 0.53 － 1 1 4 － - 1 - － - － － － － － －

3
区国资中心

（含管理国企）

2022 － 2.5 - 1 1 - 0.2 0 41200 — 1200 — 1 - - - 2 0.3 － 0 1 4 － - 4 - － - － － － － － －

2023 － 2.7 - 1 1 - 0.5 1 46284 750 1250 583.4 1 - - - 2 0.42 － 2 1 6 － - 3 - － - － － － － － －

2024 － 3.5 - 1 - 1 1 1 53284 1834 1260 1334 1 - - - 2 0.59 － 2 1 6 － - 3 - － - － － － － － －

2025 － 3.9 - 1 1 - 1 1 62950 3334 1426.67 2334 1 - - 1 2 0.82 － 2 1 6 － - 3 - － - － － － － － －

2026 － 4.5 - 1 1 - 1.5 1 76200 5334 1676.67 3834 1 - - 1 2 1.14 － 2 1 6 － - 3 - － - － － － － － －

2027 － 5 - 1 - - 2 1 94534 8084 2010.01 5834 1 - - 1 2 1.59 － 2 1 6 － - 3 - － - － － － － － －

4 山城街道

2022 1 0.2 - 1 - - 0.4 0 47400 7500 400 5400 2 - - - 3 0.9 8 1 1 4 － 28 2 3 － 1 2 0.01 0.01 － － －

2023 2 0.3 - 1 1 - 1 1 52484 8250 450 5983 3 - - 1 3 1.26 10 1 2 6 － 29 2 3 － 1 4 1.2 0.07 － － －

2024 3 0.5 - 1 - - 1.5 1 59484 9334 460 6734 3 - - 1 3 1.6 10 1 2 6 － 30 2 4 － 1 1 1 0.17 － － －

2025 5 0.7 - 1 - - 2 1 69150 10834 626.67 7734 3 - - 1 3 2.02 10 1 2 6 － 31 2 5 － 0 1 0.5 0.27 － － －

2026 10 0.8 - 1 - 1 2.5 1 82400 12834 876.67 9234 3 - 1 1 3 2.66 10 1 2 6 － 32 2 4 － 0 1 0.19 0.4 － － －

2027 10 1 - 1 1 3 1 100734 15584 1210.01 11234 3 - - 2 3 3.5 10 1 2 6 1 33 2 5 － 1 1 0.1 0.6 － － －

5 西集镇

2022 0.1 1.3 - 1 - - 0.2 0 17600 1100 — 2400 2 - - - 2 0.5 6 1 0 6 - 6 2 7 － 1 2 0.01 0.01 － － －

2023 0.2 1.6 - 1 - - 0.6 1 22684 1850 200 2983.4 2 - - 1 2 0.7 15 1 2 6 - 7 2 5 － 1 4 1.2 0.07 － － －

2024 0.2 2.5 - 1 1 - 1 1 29684 2934 240 3734 2 - 1 1 2 0.98 15 1 2 6 - 8 2 6 － 0 1 1 0.17 － － －

2025 0.4 3 - 1 - - 1.5 1 39350 4434 406.67 4734 2 - 1 1 2 1.37 15 1 2 6 - 9 2 6 － 1 1 0.5 0.27 － － －

2026 0.6 4 - 1 - 1 2 1 52600 6434 656.67 6234 2 - - 1 2 1.91 15 1 2 6 - 10 2 6 － 0 1 0.19 0.4 － － －

2027 1 5 - 1 1 - 2 1 70934 9184 990.01 8234 2 - - 1 2 2.67 15 1 2 6 - 11 2 6 － 1 1 0.1 0.6 － － －

6 桑村镇

2022 － 3.5 - 1 1 - 0.2 0 4400 1200 — 3600 2 - - 1 2 0.5 7 0 0 4 - 12 10 5 － 2 2 0.01 0.01 － － －

2023 2 3.9 - 1 - - 1 1 9484 1950 200 4183.4 2 - 1 1 2 0.7 15 1 2 6 1 13 4 5 － 1 4 1.2 0.07 － － －

2024 2 5 - 1 1 - 1.5 1 16484 3034 240 4934 2 - - 1 2 0.98 15 1 2 6 - 14 3 5 － 1 1 1 0.17 － － －

2025 3 6 - 1 - 1 1.5 1 26150 4534 406.67 5934 2 - - 1 2 1.37 15 1 2 6 - 15 3 6 － 1 1 0.5 0.27 － － －

2026 3 7 - 1 1 - 2 1 39400 6534 656.67 7434 2 - 1 1 2 1.91 15 1 2 6 - 16 3 6 － 0 1 0.19 0.4 － － －

2027 3 8 - 1 1 - 2 1 57734 9284 990.01 9434 2 - - 2 2 2.67 15 1 2 6 - 17 3 7 － 1 1 0.1 0.6 － － －

7 城头镇

2022 － 4 - 1 - - 0.2 0 6800 — — 700 2 - - 1 2 0.5 2.2 1 2 4 - 8 5 4 － 1 2 0.01 0.01 － － －

2023 － 4.4 - 1 - - 1 1 11884 750 200 1283.4 2 - - 1 2 0.7 10 1 1 4 - 9 4 4 － 0 4 1.2 0.07 － － －

2024 0.2 4.8 - 1 - - 1.5 1 18884 1834 240 2033.4 2 - 1 1 2 0.98 10 1 1 4 - 10 3 4 － 0 1 1 0.17 － － －

2025 0.4 5.1 - 1 1 - 1.5 1 28550 3334 406.67 303.4 2 - - 1 2 1.37 10 1 1 4 - 11 3 6 － 1 1 0.5 0.27 － － －

2026 0.6 5.5 - 1 - 2 1 41800 5334 656.67 4534 2 - - 1 2 1.91 10 1 1 4 - 12 3 5 － 1 1 0.19 0.4 － － －

2027 1 6 - 1 - - 2 1 60134 8084 990.01 6534 2 - - 1 2 2.67 10 1 1 4 - 13 3 6 － 0 1 0.1 0.6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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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东鹏生态石、集强新材料、华润纸业、天畅环保、北新建材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庐泰水泥、三叁建材、秀美汇鑫、交运混凝土、银光新型建材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众城建材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东联水泥、铭泰矿业、黑山前灰岩矿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周村南山矿、玉子山矿、依山口矿、山立装配式、龙泰友和等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连银山环保建材



牵头领导
王  彪
李  峰

李  峰
赵三丁
戴  娟

齐  健
齐  健
李  峰

王  彪
宋绪美
赵传甲

李  峰 戴  娟 王彪 张铁译

牵头责任单位
区发改局
区工信局

区工信局
区自然资源局
区住建局
区科技局

区文旅局
山亭经济开发区

区发改局
区商投局

区商投局
区商投局
区工信局

区发改局 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 区工信局 区科技局
区生态环境分局

区发改局
鲁南产权交易中心

区委组织部

序号 部门镇街 年度

新能源
产业
产值

（亿元）

新材料
产业
产值

（亿元）

文旅康养
总收入

（亿元）

招引建
设投资
过亿元
项目
数量
（个）

招引建
设投资
过10亿
元项目
数量
（个）

招引建
设投资
过50亿
元项目
数量
（个）

网零额
（亿元）

新增纳
统电商
企业
数量
（个）

限上批发
业销售额
（万元）

限上零售
业销售额
（万元）

限上住宿
业营业额
（万元）

限上餐饮
业营业额
（万元）

新增限上
批零住餐
业企业
数量
（个）

新增业
务收入
过50亿
元的企
业数量
（个）

新增业
务收入
过10亿
元的企
业数量
（个）

新增业
务收入
过亿元
的企业
数量
（个）

新增规
上服务
业企业
数量
（个）

规上服务
业营业
收入

（亿元）

固定资产
投资

（亿元）

列入并
实施省
级重点
项目数
量

（个）

列入并
实施市
级重点
项目数
量

（个）

列入并
实施区
级及以
上重点
项目数
量

（个）

新增年产值过
10亿元的农业

龙头
企业
（个）

新增“个转企
”数量
（个）

新增“小
升规”工
业企业
数量
（个）

实施过
500万
元工业
技改项
目数量
（个）

市级及以
上专精特
新、瞪羚
、单项冠
军等高成
长型企业
数量
（个）

高新
技术
企业
数量
（个）

新增生态
产品资源
收储评估
价值（亿
元）

新增生态
产品银行
综合授信
额度

（亿元）

生态产品
累计交易

额
（亿元）

新增国
家级、
省级创
新平台
数量
（个）

新增各
级各类
重点人
才数量
（人）

引进省级
以上领军
人才、急
需紧缺技
术型高层
次人才
（人）

8 冯卯镇

2022 0.56 1.4 - 1 - - 0.2 0 6800 7000 — 2500 2 - - 1 2 0.4 0.3 0 1 2 - 7 2 2 － 0 2 0.01 0.01 － － －

2023 0.6 1.5 - 1 - 1 0.6 1 11884 7750 200 3083.4 2 - - - 2 0.56 5 1 0 2 - 8 2 3 － 1 4 1.2 0.07 － － －

2024 0.6 1.8 - 1 - - 1 1 18884 8834 240 3834 2 - - - 2 0.78 5 1 0 2 - 9 2 3 － 0 1 1 0.17 － － －

2025 2 2.2 - 1 - - 1.5 1 28550 10334 406.67 4834 2 - - 1 2 1.09 5 1 0 2 - 10 2 3 － 0 1 0.5 0.27 － － －

2026 2 2.6 - 1 - - 1.5 1 41800 12334 656.67 6334 2 - - 1 2 1.52 5 1 0 2 - 11 2 3 － 1 1 0.19 0.4 － － －

2027 6 3 - 1 - - 2 1 60134 15084 990.01 8334 2 - - 1 2 2.12 5 1 0 2 - 12 2 4 － 0 1 0.1 0.6 － － －

9 店子镇

2022 － 0 - 1 - - 0.2 0 5700 800 700 1300 2 - - - 2 0.5 3 0 2 5 - 4 2 5 － 2 2 0.01 0.01 － － －

2023 － 0.2 - 1 - - 0.6 1 10784 1550 750 1883.4 2 - - - 2 0.7 5 1 1 4 - 5 2 5 － 1 4 1.2 0.07 － － －

2024 0.2 0.5 - 1 - - 1 1 17784 2634 760 2634 2 - - 1 2 0.98 5 1 1 4 - 6 2 6 － 0 1 1 0.17 － － －

2025 0.4 0.7 - 1 1 - 1.5 1 27450 4134 926.67 3634 2 - - 1 2 1.37 5 1 1 4 - 7 2 6 － 1 1 0.5 0.27 － － －

2026 0.8 1 - 1 - 1.5 1 40700 6134 1176.67 5134 2 - - 1 2 1.91 5 1 1 4 - 8 2 6 － 0 1 0.19 0.4 － － －

2027 1 1 - 1 - - 2 1 59034 8884 1510.01 7134 2 - - 1 2 2.67 5 1 1 4 - 9 2 6 － 1 1 0.1 0.6 － － －

10 水泉镇

2022 0.5 1 - 1 - - 0.2 0 — 4600 — 700 2 - - - 2 0.5 2.2 1 1 3 - 5 2 3 － 2 2 0.01 0.01 － － －

2023 1 1 - 1 - - 1 1 5084 5350 — 1283.4 2 - - - 2 0.7 5 1 1 4 - 6 2 3 － 1 4 1.2 0.07 － － －

2024 1 1 - 1 - - 1.5 1 12084 6434 200 2034 2 - - 1 2 0.98 5 1 1 4 - 7 2 4 － 0 1 1 0.17 － － －

2025 1 1 - 1 1 - 1.5 1 21750 7934 366.67 3034 2 - - 1 2 1.37 5 1 1 4 - 8 2 4 － 1 1 0.5 0.27 － － －

2026 1 1 - 1 - - 2.5 1 35000 9934 616.67 4534 2 - - 1 2 1.91 5 1 1 4 - 9 2 4 － 0 1 0.19 0.4 － － －

2027 1 1 - 1 - - 3 1 53334 12684 950.01 6534 2 - - 1 2 2.67 5 1 1 4 - 10 2 5 － 0 1 0.1 0.6 － － －

11 徐庄镇

2022 0.3 0.4 - 1 - - 0.2 0 10700 2800 — 1400 2 - - - 2 0.5 2.2 2 0 6 - 6 2 4 － 1 2 0.01 0.01 － － －

2023 0.3 0.5 - 1 - 1 0.6 1 15784 3550 — 1983.4 2 - - - 2 0.7 5 1 0 2 - 7 2 4 － 0 4 1.2 0.07 － － －

2024 0.3 0.6 - 1 - - 1 1 22784 4634 200 2734 2 - - - 2 0.98 5 1 0 2 - 8 2 3 － 1 1 1 0.17 － － －

2025 0.5 0.7 - 1 - - 1.5 1 32450 6134 366.67 3734 2 - - 1 2 1.37 5 1 0 2 1 9 2 3 － 0 1 0.5 0.27 － － －

2026 0.8 0.8 - 1 - - 1.5 1 45700 8134 616.67 5234 2 - - 1 2 1.91 5 1 0 2 - 10 2 4 － 1 1 0.19 0.4 － － －

2027 1 1 - 1 - - 2 1 64034 10884 950.01 7234 2 - - 1 2 2.67 5 1 0 2 - 11 2 5 － 0 1 0.1 0.6 － － －

12 北庄镇

2022 2.47 0.2 - 1 - - 0.2 0 16200 — 700 — 2 - - - 2 0.4 6 1 1 2 - 6 2 2 － 1 2 0.01 0.01 － － －

2023 5.7 0.4 - 1 - - 0.6 1 21284 750 750 583.4 2 - - - 2 0.56 10 1 0 2 - 7 2 4 － 0 4 1.2 0.07 － － －

2024 5.7 0.6 - 1 - - 1 1 28284 1834 760 1334 2 - - - 2 0.78 10 1 0 2 - 8 2 3 － 1 1 1 0.17 － － －

2025 5.7 0.7 - 1 - 1.5 1 37950 3334 926.67 2334 2 - - 1 2 1.09 10 1 0 2 - 9 2 3 － 0 1 0.5 0.27 － － －

2026 6 0.8 - 1 - - 1.5 1 51200 5334 1176.67 3834 2 - - 1 2 1.52 10 1 0 2 - 10 2 3 － 0 1 0.19 0.4 － － －

2027 6 1 - 1 1 - 2 1 69534 8084 1510.01 5834 2 - - 1 2 2.12 10 1 0 2 - 11 2 3 － 0 1 0.1 0.6 － － －

13 凫城镇

2022 0.17 3.5 - 1 - - 0.2 0 4200 — — — 2 - - - 2 0.4 3 1 0 7 - 3 2 4 － 1 2 0.01 0.01 － － －

2023 0.2 4.1 - 1 - - 1 1 9284 750 — 583.4 2 - 1 - 2 0.56 10 1 2 6 - 4 2 4 － 0 4 1.2 0.07 － － －

2024 0.2 5 - 1 1 - 1 1 16284 1834 200 1334 2 - - - 2 0.78 10 1 2 6 - 5 2 5 － 0 1 1 0.17 － － －

2025 0.2 5.2 - 1 - - 2 1 25950 3334 366.67 2334 2 - - 1 2 1.09 10 1 2 6 - 6 2 4 － 0 1 0.5 0.27 － － －

2026 0.2 5.4 - 1 - 1 2.5 1 39200 5334 616.67 3834 2 - - 1 2 1.52 10 1 2 6 - 7 2 4 － 1 1 0.19 0.4 － － －

2027 5 5.6 - 1 1 3 1 57534 8084 950.01 5834 2 - - 1 2 2.12 10 1 2 6 - 8 2 6 － 1 1 0.1 0.6 － － －

总目标

2022 9.1 48 40 13 3 0 3 0 161000 25000 3000 18000 23 0 0 2 24 5.5 46.9 8 11 54 0 89 38 40 23 13 20 0.1 0.1 2 3 6

2023 22 52 44 13 5 2 10 13 222000 34000 4000 25000 24 0 2 5 24 7.7 100 15 15 60 1 95 30 42 25 6 40 12 0.7 2 3 6

2024 41 60 48 13 5 2 15 13 306000 47000 5000 34000 24 0 2 7 24 10.6 100 15 15 60 0 105 28 45 25 5 10 10 1.7 2 3 6

2025 55 70 53 13 5 2 20 13 422000 65000 7000 46000 24 1 2 13 24 14.6 100 15 15 60 1 115 28 50 25 5 10 5 2.7 2 3 6

2026 75 85 58 13 5 2 25 13 581000 89000 10000 64000 24 0 2 13 24 20.2 100 15 15 60 0 125 28 50 25 5 10 1.9 4 2 3 6

2027 100 100 64 13 5 2 30 13 801000 122000 14000 88000 24 1 2 16 24 28 100 15 15 60 1 135 28 60 25 6 10 1 6 2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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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峰瑞建材、上朱元花岗岩矿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平子花岗岩矿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金檀木业、丙坤建材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安泰水泥、嘉翊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龙基石业

Administrator
Administrator:
华沃、泉兴、中岩重科、永胜建材等



附件 4

山亭产业突破联系帮包镇街一览表

序号 镇街 市直帮包部门 区直帮包部门 牵头区领导

1 山城街道 市住建局 区住建局 宋绪美

2 西集镇 市交运局 区交运局 刘 伟

3 桑村镇 市财政局 区财政局 赵三丁

4 城头镇 市工信局 区工信局 张铁译

5 冯卯镇 市城乡水务局 区城乡水务局 王 琦

6 店子镇 市农业农村局 区农业农村局 李 峰

7 水泉镇 市商务局 区商投局 赵传甲

8 徐庄镇 市文旅局 区文旅局 王建军

9 北庄镇
市自然资源

与规划局
区自然资源局 王 彪

10 凫城镇 市发改委 区发改局 马登峰

21



中共山亭区委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2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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