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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花种植、商贸流通以及印染与织布
产业链条日趋完善，潍县“华北纺织工业
生产基地”的名声大振。
　　从企业诞生到“七七事变”前发展的
鼎盛时期，见证潍坊现代工业崛起的华丰
机器厂，由纺织机械发端，从脚踏式织布
机、斗子式水车、弹花机、轧花机、榨油机
行销半个中国，到1932年自行研发生产出
中国北方第一台15马力柴油机，又相继研
制生产8马力、25马力和40马力柴油机，作
为动力机械的柴油机逐渐成为主打产品。
　　潍县成为中国继上海之后第二座能
够生产柴油机的城市。
　　1934年初夏的一个清晨，蒙蒙细雨笼
罩着潍县城。久不出山的冯玉祥将军在国
难当头走进华丰机器厂，高度赞扬滕虎忱
艰苦创业、以重工业救国的精神，他说：
“如果全国有二百家像你们这样有血性、
能奋斗的企业，国家前途就大有希望。”
　　这一年，在北平太庙举办的“全国铁
路沿线产品第三届展览会”上，华丰机器
厂送展的柴油机等产品获“超等奖”，并誉
为“华北第一厂”，带动中国北方民族工业
的第一轮升级发展。
　　从仿造国外产品，到主打民族品牌，
再到扛鼎大国重器，潍坊工业百年发展，
始终秉承一脉相承的信念——— 质量是安
身立命的根本。这是潍坊近现代工业的优
秀基因。百年潍坊工业跋涉之旅，从华丰
机器厂到后来一步步发展壮大的潍柴动
力，有两记壮士断腕式的重槌，把潍坊制
造业结结实实地夯在了民族工业的丰
碑上。
　　有一次，滕虎忱要去青岛出差，临出
门，却发现柴油机大甩轮精磨时的标准不
够理想，遂强令将不合格零件用重锤砸
碎，铸铁的脆响之下是工匠精神的勃发。
此举震惊业内。
　　20世纪90年代，身为中国机械制造龙
头企业的潍柴动力遭遇滑铁卢时，那个名
叫谭旭光的青工，走上厂长岗位后的第一
“重锤”，就砸在了生产质量上。那天，谭旭
光带头把300台发动机废次品毛坯当众砸
毁。在场多少潍柴人心疼得欲落泪。
　　如果说滕虎忱的这一“锤”，是潍坊现
代工业的开山之斧，那么谭旭光的这一
“锤”，则是潍坊工业涅槃升级的自我
革命。
　　近百年之后潍柴能把重型高速发动
机销量做到全球第一，“重型商用车动力
总成关键技术及应用”获得全国科技进步
一等奖，无疑有着来自潍坊百年工业传承
十足的硬气和底气。
　　百年工业，潍坊人就是这样咬着牙过
来的！这两记重槌，既续写着一代代潍坊
人致力于振兴民族工业、打造百年动力品
牌的矢志不渝，又镌刻下一代代潍柴工匠
质量为本、铸造大国重器的潍坊担当。
　　所以，2018年春天，当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全国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点赞潍柴
“心无旁骛攻主业”、潍坊工业“有一个亮
丽的成绩单，沉甸甸的”时，回望百年民族
工业崛起的风雨历程，每一个潍坊人无不
心潮澎湃！

   卷 二  使使  命命

潍坊城市工业的崛起

　　在时间刻度里，潍坊工业发展非一日
之功。
　　经历了战争的硝烟，潍县纺织业和机
械制造业两大支柱产业几次遭受重创。
1948年4月27日，我华东野战军把红旗插上
潍县城头。潍县战役胜利后，新诞生的潍
坊特别市，春回大地，百废待兴。
　　党和人民政府贯彻“首先将现有机械
工业组织起来，发挥其潜在力量，为国家
建设服务”的指导方针，支持私营工商业
的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经济逐
渐恢复和发展。
　　继而我党在创造成功接管城市经验
的基础上，逐步完成对工业、手工业的社
会主义改造，潍坊工业取得长足发展，生
产布局、产业结构逐步合理。由生产水车、
白布、锄、镰、锨、镢等初级产品和手工业
产品，逐步成为具有动力机械、纺织、印
染、造纸、电子、化工等现代化生产的门类
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
　　这座有着红色基因的工业城市，担负
起服务农村经济、保障社会供给的发展重
任，凸显着民族工业的潍坊担当。
　　在产业发展方向的培育上，随着经济
建设的发展和各方面对内燃机的需求，潍
坊机械工业在恢复一般机具生产的同时，
将内燃机的研发和制造，从综合性机械生
产中逐步分离出来，向专业化生产过渡。
　　1952年，新中国第一艘潍坊机械制造
业旗舰，由山东省工业厅新组建的大华机
器厂，载着使命整装“出海”。其麾下纳入
由万通铁工厂、华新工具厂和国光铜线厂
合并的昌潍实业公司机械厂，由坊子迁来
的原大华机器厂，还有公私联营铁工厂、
华东第二工业专科学校实习厂。
　　1953年8月潍坊机械工业迎来新的发
展跃迁。大华机器厂归属第一机械工业
部，更名为潍坊柴油机厂，国家投资按年
产柴油机100台/0.7万马力规模进行初步
扩建改造。
　　这一年，是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
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是大规模建设社会主
义经济的开局之年，潍柴走在前列，在新
区建成全市最大的工厂。
　　这一年，李浩昌、高士琦等20多名潍
柴青年职工，作为社会主义大厂的建设者
受到了市政府领导的接见。
　　潍柴新工厂落成几年的时间内，中速
船用柴油机、我国第一台2000马力机车柴
油机等系列新产品研制成功。
　　1956年潍坊柴油机厂与当时济南柴
油机厂共同形成了国内160系列，开发柴
油发电机组新产品，并被确立为本系列组
长厂。后来，潍柴集团发展成为山东“链
主”企业，其伏笔在七十年前即被写下。

　　1957年是潍柴内燃机产品出口“元
年”。内燃机生产改变了过去只仿制国外
早期低速柴油机的局面，实现了向中高速
机的过渡，潍坊柴油机厂生产的多种型号
和功率的柴油发电机组，走向国外市场。
　　与潍柴同步，振兴民族工业的征程
上，华丰机器厂没有掉队，在人民政府的
加力扶持下，转型升级为新中国第二艘潍
坊机械制造业的旗舰。
　　华丰机器厂在恢复轻纺及农机具生
产的基础上，恢复生产柴油机。1954年6月
率先实行公私合营，归昌潍实业公司管
理，之后，瑞泰铁工厂、同盛翻砂厂、裕民
刺条厂和群大、丰华、同丰铁工厂等私营
企业相继并入。1956年华丰机器厂扩建改
造，并作为地方内燃机生产企业，由国家
一机部归口管理。
　　一段时期内，潍坊柴油机厂和华丰机
器厂承担着国家使命并驾齐驱，由仿造国
外机型、引进国外技术，到自主研发产品、
开拓国外市场，填补多项国内空白，渐呈
“大国重器”风采。潍坊柴油机厂军民两用
发动机型科研成果、潍坊发动机厂（华丰
曾用名）495型柴油机研究成果，均获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潍坊
机械工业发展之路不管如何曲折，民族工
业使命从未懈怠、技术研发水平持续提
升、生产管理经验逐渐丰富、总体发展布
局日趋合理、整体发展势力不断增强，为
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潍坊贡献。
　　1966年后，尽管机械工业由于历史原
因，企业管理、正常生产都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但是，各企业干部职工顶着种种
压力，坚持生产。中共昌潍地委提出了打
破行业、国营与集体、地县工业与公社工
业“三个界限”，建立“以地市工业为基地，
县属工业为骨干，社办工业为重点的工业
体系”。
　　从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内，潍坊柴
油机厂、潍坊发动机厂（华丰）、潍坊动力
机厂、益都柴油机厂等专业生产厂共计生
产内燃机3784429马力。到1975年，年工业
生产总值居全省各市（地）之首。潍坊机械
工业总体发展布局的新构成渐臻完善，新
的产业群体逐步形成———
　　以潍坊市区和益都县城为中心，以上
属柴油机厂为依托，地方柴油机厂、拖拉
机厂及其辐射下的县社配套配件企业为
骨干，以生产、修配机引农具和其他农机
具的各县农修厂为主体的动力及农机工
业群体；
　　以潍坊市区及高密、诸城为中心，以
机床厂、锻压机械厂为骨干，各县农机厂
为补充的金属机械加工设备制造，以及为
各工矿企业生产设备与器材的通用机械
制造企业组成的技术装备制造群体、由潍
坊汽车工业公司为主体的汽车及其配件
制造群体。
　　潍坊机械工业制造群体渐呈现代产
业集群的雏形，功能互为配套、发展不断
跃迁，领先全国同行业水平。潍坊，成为国
内外有名的“动力城”。
　　作为与机械制造业双峰并峙的棉纺
织业，在潍坊市境内，依托机械产业雄厚
的基础优势，陆续在潍坊市区、寿光、益
都、诸城、昌邑等地建起纺织机械厂，形成
纺织机械全产业生产链条。
　　随着新中国成立后织布业的迅速恢
复发展，在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
划期间，家庭织布户、织布作坊组织起来，
成立织布生产合作社(组)；私营织布机房、
工厂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至1957年
末，昌潍地区有地方国营织布厂3个，公私
合营织布厂11个、织布生产合作社30个，
织布机3614台，年产棉布4093万米。
　　1958年初，原信丰染厂工人李俊玺经
过6次试验，改造成功连续轧染机，创造硫
化青、硫化蓝布连续轧染新工艺，实现了
工人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染布不用锅（指染
槽）的心愿。整合技术力量和生产能力，原
多家染厂几经分合，以山东潍坊印染厂为
龙头，展开规模化生产。
　　与纺织机械、印染互为链条的纺织业
在潍坊历史上起步较早，作为传统民族产
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必需。近代以来从
借鉴国外技术，到开始自主研发，不断实
现更新迭代，发展水平步步为新，呈现出
现代化产业的表征，但因属劳动密集型，
生产附加值较低，与机械制造业相比，潍
坊纺织产业持续发展力较为薄弱。
　　1959年12月，潍坊棉纺厂建成投产。这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省建起的第一座现
代化棉纺厂。尽管后来受历史原因影响，
加之一段时期农业歉收、棉花减产，潍坊
纺织企业几度关、停、并、转，但仍有新产
品新技术不时问世：潍坊棉纺织厂设计试
验成功“圆盘型抓棉机”，潍坊毛纺织厂试
制成功新产品“粗纺毛呢”，潍坊染厂“涤
棉染整生产线”建成投产……
　　全国有名的“华北纺织工业生产基
地”，在行业艰难的跋涉里大写下了潍坊
工匠的坚韧执着。
　　机械制造、纺织工业两大主导产业双
轮驱动，强壮着潍坊这座工业城市的发展
筋骨，奠定了潍坊在华北乃至全国工业中
的重要地位。
　　而电子工业的兴起，掌握着现代化工
业革命的“密码”，从潍坊出发，写下了中
国制造业划时代意义的精彩之笔。
　　据《潍坊市志》记载，从我国建造第一
座人造卫星地面接收站，到向太平洋地区
发射运载火箭，都有潍坊电子工业生产的
元器件。
　　潍坊的电子工业从“一五”时期起步，
1965年成立了工业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始

电子产品的研究，随后建立潍坊仪表厂、
无线电元件厂、电子仪器厂、同轴元件厂、
半导体试验厂等5家企业。翌年8月，潍坊
市成立无线电工业公司，统一管理电子工
业企业。
　　在全国大办电子工业浪潮的推动下，
昌潍地区电子企业一度发展到51个，电子
研究所1处，产业效能偏低。电子工业部门
几经对厂点布局和产品结构调整，一批新
产品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生产，到1978年
底，整合优化为电子工业企事业单位19
个，地、市科研所各1处，试制成功DJS-130
电子计算机、CAMAC国际标准接口系统、
12路微波通讯机等产品，其中12路微波通
讯机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据1977年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统
计资料，在全国80个3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
市中，潍坊的工业总产值居第一位，劳动
生产率、利润率居第二位。其中电子工业
功不可没。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临之前，潍坊电子
工业已经为这座现代化城市的新崛起备
好了腾飞的翅膀。

   卷 三  创创  新新

潍坊工业改革的灵魂

　　1978年，潍坊的春天来得似乎更早
一些。
　　这一年3月，潍坊机械和电子工业企
业研制的新型坦克发动机、495型柴油机、
12路微波通讯机，均在全国科学大会上
获奖。
　　一股按捺不住的创新力量在潍坊大
地上春意萌动，吹响改革开放的前奏曲。
　　这一年刚刚17岁的潍柴子弟谭旭光，
进入工厂的第一份任务就是参与该发动
机项目研发。他是班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个
“另类”，工作之余就学习机械制图和政治
经济学，晚上还攻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
谭旭光就是这样凭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韧劲，与改革开放同行，将潍柴一步步带
入国际化企业集团行列。
　　研究专注与精益求精催生的创新精
神，在潍坊制造业发展之旅上薪火传承，
弦歌不绝。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时间里，潍坊每
一家步履稳健、发展从容的企业里，都有
一丝不苟专注于技术研究的专家和工匠。
　　在豪迈集团创业初期，只有初中学历
的王钦峰埋头攻关电火花防弧电路，从农
民工成长为填补国家多项技术空白的工
程师，荣获我国技能人才领域最高政府奖
项“中华技能大奖”，被誉为“工人院士”。
　　1978年，潍坊印染厂扩大生产，从日
本引进年产3000万米涤棉宽幅高速染整
生产线，这是当时全国11条引进的生产线
之一。1981年又成立潍坊第二印染厂，总
体设计生产规模年产印染布1亿米，成为
山东省重点骨干印染企业。
　　潍坊第二印染厂把质量管理、技术研
发和市场开拓作为企业的主攻方向。主打
品牌“十笏园”牌系列，年产纯棉、涤棉、中
长化纤等系列产品近千个花色，出口法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中东等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5年，潍坊潍城棉纺厂、潍坊第四
棉纺厂相继成立，与三足鼎立的潍坊印染
厂、潍坊第二印染厂和诸城印染，共同织
就潍坊纺织工业的彩色经纬。
　　二印作为全国同行业的领军明星，
1989年晋升为“国家二级企业”，1990年，年
产值已达到2.5亿元，实现利税2405万元，
出口值1.27亿元，各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
自1988年起连续保持全国同行业先进水
平。其中人均利税、全员劳动生产率、入库
一等品率等项指标均列全国同行业首位，
并获省、部“质量管理奖”。
　　潍坊市委、市政府作出“发扬二印精
神，推广二印经验”的决定，号召全市各行
业向二印学习。
　　“二印”成为潍坊工业改革精神的标
志性符号。接下来连获国家金质奖、国家
级“企业技术进步奖”，多项研发成果填补
国内空白，直到1998年，潍坊第二印染厂
依然拥有较强的市场能力和研发能力。
　　随着经济体制和企业内部机制的改
革，潍坊纺织工业迅速发展，寿光、五莲、
临朐、青州、高密、昌乐、安丘等县(市、区)，
都先后建起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纺织工厂。
一批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剑杆织机、喷气
织机被应用，先进的工艺技术、管理技术
促进了产品的更新换代，逐步适应了市场
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作为民族传统
工业的潍坊纺织印染业尚且能够生发出
不竭的创新力，摘取令全国同行业艳羡的
耀眼光环，那么，领全国信息产业之先的
电子工业，自然更是恰逢良机、如虎添翼。
　　说起潍坊的电子工业，不能不提到那
个亲手将汉字放进电脑的人——— 王选。被
誉为“中国最伟大的程序员”的王选，对于
互联网的意义，足可以“碾压”开启中国软
件时代的金山求伯君、微信的张小龙、小
米的雷军、网易的丁磊等那些中国顶级程
序员。
　　1979年，潍坊电讯仪表厂（后改名为
“潍坊计算机厂”）被一项国家确立的名为
“748”工程的项目组选定为总成厂，这个
项目总负责人就是北京大学计算机技术
专家王选。
　　自1974年10月始，项目经过五年酝酿，
花落潍坊。国家计委下达“748”工程研制
项目后，潍坊和电子工业局与北京大学商
讨协作，北京大学派人来潍坊电讯仪表厂

实地考察后同意该厂参加。由山东省电子
局牵头，组成17人的会战组(其中潍坊电讯
仪表厂10人，潍坊市科研所3人，山东工业
大学2人，山东电子研究所2人)。自此，北大
与华光携手攻关。
　　经过数年艰苦的努力，1985年5月，新
型“计算机－ 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王
选后来将其命名为华光Ⅱ型）顺利通过国
家级鉴定，随后新华社的激光照排中间试
验工程也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
　　1986年9月底，第一套华光Ⅲ型系统
由潍坊运进经济日报社印刷厂，中国第一
套激光照排系统横空出世。
　　1987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铭刻在我
国电子工业史上：一个是《经济日报》首家
使用华光组版软件出版了激光照排系统
的大报，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一个是华为在深圳
成立。
　　后来，华为不乏华光技术力量的加
盟，从这个意义上看，华光技术在一定时
期内对华为进行了有效赋能。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一项原创性核
心技术，作为“748工程”会战组成员，潍坊
计算机厂（华光集团前身）实体研发了该
系统，实现了中国印刷行业的第二次技术
革命，印刷业从此告别了“铅与火”，开创
了“光与电”的时代。
　　这一中国科技进步史上的颠覆性创
新成果，打破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技术
远远落后于国外同类技术的格局——— 它
不是追赶，而是直接超越。最终，国外的排
版系统全部被赶出中国市场，中国的铅字
排版在几年内也全都换掉了。
　　生前曾在浪潮乐金信息系统公司任
副总裁的苗再良曾撰文回忆：1982年大学
毕业后，我有幸加入华光集团，经历了华
光科技光通信产业从开创到鼎盛的辉煌
发展过程。一直到2000年，华光科技几乎
引导了中国IT产业的每一次重大技术创
新 ，为民族科技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
贡献。
　　苗再良在文章中历数华光产品的荣
耀———
　　华光研制的全国第一台电子出版系
统，引发了汉字“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
电”的印刷革命，成为20多年来中国高技
术产品走向世界的旗帜；
　　华光研制的全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
拉开了中国信息化的序幕；
　　华光研制的全国第一台程控交换机，
吹响了中国通信现代化的号角；
　　华光研制的全国第一套无线集群系
统，使中国迈入了移动通信时代；
　　华光研制的全国第一台宽带超级交
换系统，开创了NGN（Next Generation
Network，下一代网络）的先河……
　　老华光人都记得，在1998年初夏的深
夜，BSP80样机的上百个深蓝色机柜，排成
了几条宏伟的巨龙，几千万项模拟呼叫正
在进行极限测试，当一扇扇机柜门打开
时，无数个闪耀的指示灯如星星般闪烁，
仿佛灿烂的银河。
　　改革创新，赋予潍坊这座城市不待扬
鞭自奋蹄的风骨和勇气，向着更高远处进
发，征途是星辰大海。
　　1992年，由山东诸城机动车辆厂资产
重组的方式无偿并入北汽摩拉开帷幕，一
年半时间，诸城全市288家乡镇以上工商
企业中的277家完成了改制。
　　诸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自然
禀赋和地理位置并不突出，但却在贸工农
一体化、商品经济大合唱形成的改革新思
维之后，大刀阔斧地进行国有企业改革，
将辖区内所有困难或濒临破产的国企进
行股份合作制改革。启动改革后，1996年
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
亿元增加到3.2亿元。
　　更需一提的是，当年送出去的诸城车
辆厂后来被王金玉带到北京，成了北汽福
田公司的核心控股企业，实现了从农用车
到轻卡、重卡等综合性汽车工业集团转
变，自此，纳税位居诸城市榜首或前列。
　　也是在1992年，58岁的陈永兴历经曲
折，与英国广华投资基金促成合资，此后，
寿光最大的中外合资企业成立。后来，在
陈永兴争取下，这家企业成为全省50家国
有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单位，搭上了改制
的头班车，由寿光造纸厂改名为“晨鸣纸
业”。
　　1995年，张恭运与3名合伙人承包了
一家倒闭企业的维修车间，希望产品能够
好卖，于是给公司起了谐音“豪迈公司”，
从小作坊起步，28年间豪迈集团以年均
50%速度增长，发展到获得轮胎模具、气门
芯等多项世界冠军，拥有400余项发明专
利，入选国家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范
企业。
　　1995年8月由原潍坊纯碱厂和山东羊
口盐场两个国有大型企业为龙头组建的
山东海化集团，28年间业已成为发展海洋
化工新兴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特大型上
市企业，合成纯碱、硝盐、固体氯化钙三种
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原盐、溴素、溴化
物、水玻璃、白炭黑等八种产品产量居全
国第一，是全国最大的海洋化工生产和出
口创汇基地。
　　1991年至1995年，潍坊工业增长速度
保持在20%以上。
　　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潍坊人民辛勤努
力的汗水，是潍坊这个城市铿锵有力的
步履。
　　支撑着潍坊这座国家创新型城市走
在前列，工业贡献不容忽视。至20世纪90
年代初，轻工、纺织、机械、电子、建材等行

业已初步形成了规模经济，盐业、海洋化
工等已成为全市工业持续稳定发展的潜
在优势行业。拥有潍棉、潍柴、山潍拖、潍
坊华光等一批在国内有影响的“潍”字头
企业，柴油机、激光照排、录音机、拖拉机、
农用三轮车等一大批名牌拳头产品达到
20世纪80年代国际水平和国内先进水平，
中国“动力城、电子城、纺织城和农机城”
的美誉远播海内外。
　　回望波澜壮阔的城市发展历程，凭着
潍坊人的改革创新和坚韧精神，机械、电
子、海洋化工等标签让这座城市的特点愈
加鲜明 ，奠定了潍坊这座城市雄厚的
家底。
　　“中国制造业看山东，山东制造业看
潍坊”。历经工业百年发展之旅的今天，
这里制造业的发展没有辜负历史的期
待。潍坊制造业总量约占全省的十分之
一、全国的百分之一。全国41个工业行业
大类中，潍坊拥有37个行业大类。被列入
国家统计范围的重点工业产品，潍坊有
258种。
　　“其实潍坊是隐藏在农业发达地区背
后的制造业中心城市。”东亚智库首席经
济学家、北京东亚汇智经济咨询中心主
任、北京凯德现代农业科技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秘书长、凯德现代产业发展研究院创
始人兼首席研究员李继凯说。
　　在李继凯眼里，潍坊是一个传统文化
与时代文化同生的“双创之城”，一个现代
农业与先进制造业共荣的“双竞之城”，一
个产业龙头冠军与隐形冠军的“双冠之
城”，一个内陆城市与沿海城市同属的“双
栖之城”，一个充满活力与未来潜力的“双
期之城”。

   卷 四  新新  声声

更好潍坊的工业底气

　　2023年2月3日，“电子元器件和集成电
路国际交易中心”在深圳揭牌，剑指万亿
级。同一时间，在坊子，每天千万级数量规
模的电子元器件，昼夜不歇地从车间输
出、流通，被组装成手机、耳机、游戏机等，
成为终端产品的一部分，进入全球市场。
　　在这里，数十家电子信息制造业企业
正在拔节生长，一个崭新的电子信息制造
业集群正在孵化，并成为潍坊竞逐元宇
宙、微机电、工业母机、磁技术、氢能等19
条新赛道的先发优势，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的新生力量。
　　在这里，共达电声作为潍坊声学产业
的代表，与歌尔股份一起，跻身世界前十
强。歌尔公司提升软件算法能力，在人工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方面，领衔同行业圈
粉无数。
　　在这里，浪潮华光光电子已经成为山
东光电子产业的龙头、国家级半导体照明
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代表企业。天瑞重工多
项磁悬浮动力装备技术填补国内空白，牵
头建设我国磁悬浮动力技术标准化体系，
并被认定为“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新时代大浪拍岸，创新潮涌。潍坊开
始全面拥抱工业化4.0时代！
　　潍坊这座定位清晰、辨识度高的城
市，在百年工业发展过程中积淀了丰厚家
底和独特优势。潍坊人秉承创新实干的文
化基因，把握发展时代节点，乘胜而为，凭
着加力突破拼出来的发展底气，全力打造
名副其实的“工业强市”，工业产值过万
亿，占GDP比重超过40%，居全省第一。
　　潍坊工业有5个千亿级产业链，分别
是动力装备、高端化工、汽车制造、食品加
工、新一代信息技术。动力装备集群入选
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产值已超过4000亿
元，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二、全国的三分
之一。
　　当潍柴、盛瑞传动连续三年两获国家
科技进步一等奖时，更多的潍坊人必定会
想起改革开放元年的那个春天，包括潍柴
在内的三家企业研发成果，曾同时荣膺全
国科学技术奖。
　　这是立于改革潮头的中流击水，更是
搏击创新巨澜的浪遏飞舟！
　　百年工业大潮澎湃，既有国企制造业
旗舰高举民族工业大旗，打下全球同行业
市场半壁江山，又有创新型民企传承潍坊
工业血脉，演绎万马奔腾千里河山的发展
重奏。
　　潍坊成为经济大市，民营经济始终是
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潍坊的改革开放发
展史，实际上就是城市与民营经济携手同
行、互相成就的奋斗史。
　　由此可见，潍坊家底殷实，也做到了
藏富于民。那么，潍坊民营经济有多强？
　　——— 民营经济市场主体占市场主体
总量的99%，贡献了全市六成的地区生产
总值、七成的投资、八成的税收、九成的
就业。
　　——— 全市18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
1287家单项冠军、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
独角兽等优质企业，绝大多数都是民营
企业。
　　——— 潍坊民营企业接连斩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去年全省科技创
新大会潍坊获得3个一等奖，有2个是民营
企业捧回来的。
　　——— 无论是过去的华丰机械厂、大华
染厂等民族企业，还是今天的歌尔、鲁清
石化等中国民企500强，无论是姜滨、张恭
运、李永胜等明星企业家，还是60多种市
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全国第一的明星产
品，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让“聚光灯”一
次次聚焦潍坊，给这座城市带来了许多高

光时刻。
　　这种力量，是深耕垂直领域，十年磨
一剑。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山东
银鹰化纤深耕化纤行业50余年，在棉浆研
发和纤维素提纯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产能位居世界第一，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
的80%。
　　这种力量是牢牢锚定尖端技术，是拥
有核心自主知识产权，主导或参与制定相
关领域技术标准。
　　“山东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潍坊
埃锐制动系统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鼓式
电磁自调制动器，解决了传统电磁制动器
电磁铁消磁慢和振动的问题。
　　这种力量，是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
  潍坊富源增压器有限公司富源深耕
细分领域，以上下游企业协调联动提升全
产业链附加值，高端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打破国外技术垄断。
　　这种力量是把企业的目标放进整个
民族的奋斗目标里，步履笃定踏实。
　　鲁中拖拉机厂坚持“国家和农民需要
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企业发展路自然
会越走越宽”。
　　潍坊制造，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潍坊工业，是民族的，更是属于未
来的！
　　秉承创新实干精神的潍坊，产业实力
雄厚，全市形成了机械装备、石化盐化、食
品加工、纺织服装、汽车制造、造纸包装六
大传统支柱产业和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智能装备、海洋装备、新能源汽
车六大新兴产业双轮驱动、万里鹏程的壮
阔局面。
　　——— 全市拥有过百亿元企业15家，潍
柴集团、海化集团、歌尔声学、孚日集团等
一批大型企业影响世界。制造业产品涵盖
108类5000多个品种，其中600多个品种销
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百种产品产能
和市场占有率居全省第一，其中内燃机、
机制纸、驻极体传声器等近10种产品居全
国首位，微型麦克风、蓝牙耳机、3D眼镜等
现代电子产品居世界之首。
　　——— 全市现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4145家，规上工业总产值和主营业务收入
都突破了1.1万亿元，总量连续三年稳居全
省第二，双万亿元全省第二；国家级制造
业单项冠军企业19家，省级单项冠军企业
123家、省级“隐形冠军”企业64家，均居山
东第一。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瞪羚、独角
兽，呼啸而来……潍坊创新型企业万马奔
腾，潍坊企业家精神澎湃激荡、风采飞扬。
　　——— 70后企业家郑思敏从央媒辞职
返回家乡，平稳接替父亲郑和平执掌上市
企业山东得利斯集团，把“全国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100强”做得风生水起，升级打
造从“乡村田园”到“世界餐桌”的绿色全
程可追溯产业链条，领衔中国预制菜产业
军团。
　　——— 80后企业家赵华涛从父亲赵笃
学手中接过上市企业山东矿机集团的“接
力棒”，一手掌握着装备制造成套化核心
技术，把煤机产业做到国内行业龙头老
大；一手玩转“雕刻时光”乐队和城市民
谣，并看准市场向互联网产业跨界发展。
　　——— 80后海归学子黄龙是与麾下企
业同龄的“创二代”，从父亲手中接过担
子，将从家庭作坊起步的海宇股份链接海
外市场，打造成拥有两千多名员工，年产
值9亿元、出口额6亿元的“皮鞋帝国”。
　　——— 80后企业家王立峰带领力创电
子科技“向全球最优秀的产品对标，然后
超越他们”，以关键核心技术打造动力装
备产业链上的“小巨人”“独角兽”，拥有知
识产权427项，当选为欧洲自然科学院院
士。80后新生代企业家边涛创办焦易网，
从一个交易撮合平台，到云上工厂、云端
产业园，以数字孪生叩响工业元宇宙大
门，开启一场制造业的重塑……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一股磅礴
的新生力量注入潍坊工业发展的机体中，
一种不竭的创新因子流淌在潍坊制造的
基因传承里。
　　铸民族工业之魂，扛大国制造担当。
潍坊的制造业企业，无论是“旗舰”还是
“舢板”，一出海，都有看家的航海本领，都
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木。
更好潍坊，迎来最好的时代。
　　“爱护企业，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这
是潍坊市委、市政府致力于推进高质量发
展的不懈深耕。潍坊市着力提升政策支持
力度、企业梯队厚度、产业集群高度、亲情
服务温度，全力打造优化营商环境“一号
改革工程”，新推出6个方面204条改革措
施，鼓励民营企业家“挂帅出征”，“创二
代”民营企业家敢为先锋，大力弘扬企业
家精神 ，民营企业发展的底气和活力
倍增。
　　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回归”浪潮中，
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
家中低端制造“流入”同时发生，在这样的
大背景下，潍坊切实营造“如鸟归林、如鱼
得水”的发展环境，在“双向挤压”中突出
重围，必定会留住更多企业，引进更多企
业，培育更多企业。
　　2023年8月23日，当新和成精化科技总
投资52.4亿元的高端新材料项目，在莱州
湾南岸开工，将作为潍坊市化工产业转型
升级核心项目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时，人们
重新发现：潍坊，是一座有海的城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浙江新和成集
团2007年加入潍坊建设阵营，先后投资9
个10亿元以上的项目，并带动国邦、京新、
万盛等浙商企业抱团来潍发展，已成为潍
坊打造千亿级新材料新医药产业集群的
中坚力量。
　　百年工业发展史大河滔滔，千帆竞发
奋楫者中流击水。拥有国际动力城、海洋
化工城、农机装备城、光电子之都、声学之
都盛誉的潍坊大地，一座适合创新创业创
造、成全四方成长成功的热带雨林正葳蕤
生长！

潍坊，百年重器正铿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