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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五度”？
记者采访后了解到，为了将

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打造为优质
营商环境新高地，园区瞄准“统
筹谋划要有高度、宣传发布要有
广度、项目推进要加速度、措施
落实要有力度、服务群众要有温
度”等提升“五度”工作，推动园
区高质量发展落实落地。

今年以来，生物园区把优化
营商环境摆在工作突出位置，围
绕解决企业诉求、群众需求，聚
焦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关键环
节，形成高位统筹，上下联动的
格局，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使“企
业+”在疫情影响的背景下实现
破局前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保持增长势头，为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更强动能。

当好金牌“店小二”，彰显园
区企业“一家人”的温度！

今年园区重新调整了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推进小组，实行

“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
体 抓 的 工 作 机 制 。组 织 召 开

2022 年重点项目建设暨优化营
商环境推进会，层层压实责任，
细化工作措施，要求相关单位、
部门不折不扣落实，以更好的
营商环境助力经济运行。建立
了管委会领导包保服务机制，
以机制变革带动营商环境转
变，管委会领导班子成员分别
带领责任部门深入 49 家包保
企业调查研究，问询企业冷暖，
密切园企感情，一系列困扰企
业发展的难题逐一破解。

在企业工厂、生产一线、
学习会议室……园区多部门工
作人员主动进企业、跟项目，面
对面宣传关于营商环境的政策
措施，详细了解企业生产所遇
到的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为
企业排忧解难，做到送政策上
门、送服务上门。常态化组织召
开上下游产业对接会、稳经济
优环境促发展座谈会，掌握企
业最新动向、了解企业现实诉
求，缓解问题“痛点”、疏通发展

“堵点”。

生物园区：高质量发展向“新”而行

23天！从正式谈判到签下协议，远弗科
技再创“西宁速度”！

中金资本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携手，一
条“基金招商”新模式将为园区发展注入新活
力、激发新动能！

围绕园区产业发展和康养资源，一个最
适合人体康养的青藏高原黄金海拔康养产业
基地在积极筹备中……

在探索中前进、在转型中突破、在创新中发展！
2022年，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按照市委市

政府部署要求，聚焦新目标、新任务、新使命，

以项目为引领，围绕生命健康、智能制造、氢
能装备三大产业方向创新发展，强化产业链
集聚，全力推进产业链招商。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
今年生物科技产业园区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园区上下正凝聚起感恩奋进、
拼搏赶超的强大气场，积极开展“转作风、勇争
先”作风建设行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坚
定不移高质量发展，为争当“六个现代化新
青海”排头兵、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
宁贡献力量。

思深方益远，谋定而后动！
“十四五”期间，生物科技产业园区该怎样

干，才能实现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创造新成
绩？

“要实、要准、要落地”，市委市政府对生物
科技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高度重视，在反复调研
听取汇报后给园区提出了工作要求。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新技术、
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已经作
为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支撑，生命健
康、智能制造、氢能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也将成为生物
科技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色。在理清思
路、谋定规划后，园区明确了加快打造以生物技术为
支撑的健康产业、以高端装备制造为核心的新兴产
业、以科教服务为引领的科创产业、以商贸流通为
引擎的现代服务业，实现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耦合共生发展的产业发展思路。

对于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来说，高质量发展是
机遇，更是一个赛道升级寻求突围的最佳时机！

目标明确、全力出击！
如何让老树发新芽，让新芽成大树？为此，生物

科技产业园区拼搏赶超、一步不落，聚焦新三大产业
方向，紧盯招商引资“一号工程”，狠抓优化营商环境

“一把手工程”，对任务进一步细化分解，定责任、定
进度、定要求，以争的勇气、抢的劲头、拼的姿态，尽
锐出战、决战决胜，跑出开放招商“加速度”。

氢能产业有望落地园区氢能产业有望落地园区

着眼拓业增面，引进新产业，培育新的增长
级。氢能产业，是生物科技产业园区新规划的三大
主导产业之一，也是园区重点推动的产业方向。随
着多地官宣加入氢能产业发展大军，华电作为国
企，带头加速布局氢能产业链。为践行“双碳”战
略，园区依托链条优势，与国内龙头、链头企业合
作，让氢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群落地，在产业链
头引领下，氢能产业先发优势将逐步形成。

生命健康形成新业态生命健康形成新业态

立足扩规增量，以现有产业为基础，园区大力
发展中藏药、中药饮片、化药制剂等传统医药产
业，提升发展高原特色资源精深加工产业，壮大发
展生物医药、诊断试剂、医疗器械、医学美容等新
型医药产业，积极发展医疗健康、康养服务、健康
管理等生命健康产业新业态。

智能制造将产出更多智能制造将产出更多““青海造青海造””

聚焦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装备业转型升级，大
力发展高端装备、智能制造、工业设计与研发、物
联网等产业。目前，光伏清扫检测机器人、视觉扫
地机器人、物联网芯片设计等项目已签约；并正与
物流机器人项目积极对接。

项目落地后，“青海造”扫地机器人约70%将出
口，越来越多的产品拥有生物园区的“青海芯”……
同时，园区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能级，获得了头部资
本，园区产业科技含量将大幅提升，一批中高端人才
正在向园区靠拢，一座特色突出、功能完善、产城一
体的“专精特新”科技新城即将在这里兴起，必将为
聚力建设现代美丽幸福大西宁贡献园区力量。

谋定而后动
向高质量发展冲刺向高质量发展冲刺

抓招商促项目
锚定三大产业全力出击锚定三大产业全力出击

在升级服务模式上下功夫，加快
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改
革，积极探索“拿地即开工”的全新工
作模式，跑出了项目建设加速度。将服
务范围涵盖投资建设类项目全过程，
充分利用土地从报批到签订合同的宝
贵时间，主动上门了解项目建设进度，
针对施工许可、市政审批、产权证书等
手续办理事项，提前指导企业准备所
需材料，实现“拿地即开工”预审批模
式，推进审批再提速。创新实施“减事
项、并环节、有流程、缩时限、强服务、
重事后”举措，推出“不见面审批”“容
缺受理”“告知承诺制”等审批服务，流
程精简 50%以上，审批提速 60%以上；

打造“一窗受理 一次办好”改革，不断
探索出“经开区模式”。提供“保姆式”
跟进服务，帮助企业解决了牦牛骨提取
小分子肽生产项目、中煤清洁能源科研
基地项目天然气管线改迁，青海制药厂
搬迁扩能项目环评批复等落地建成过
程中的具体问题。

“要把服务措施落实到位！”本着对
企业负责的态度，园区以打造全市最好
营商环境为目标，持续优化服务，转变
政府职能，持续助企纾困，对接银行实
施“千名联络员进企业”行动，为企业提
供“一对一”精准服务。在疫情的特殊
形势下，制定了园区物流货运车辆闭环
管理措施，采取“点对点”“24 小时全天

候”服务模式，对企业提前报备、司乘管
理、车辆消杀及监督驶离全程进行闭环
管控。成立园区常态化疫情防控专班，
确保防控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落地，并累
计向规上工业企业拨付水电气生产要
素补贴、运输费补贴等扶持资金1332万
元。

今年以来，园区以作风建设和能力
建设双提升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为企业
办实事、办好事的案例层出不穷，有“温
度”的服务方式在这里得到诠释。

“有诉必接、接必速办、满意为止”，
立足为解决群众解心结、办实事，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生物科技产业
园区用实际行动让企业发展信心更坚
定，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更饱满。

接办率100%，办结率100%，群众满
意率达96.6%……这是属于生物科技产
业园区的阶段性成果的成绩单！

升级模式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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