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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家中中心心城城市市PPKK的的缝缝隙隙中中，，这这个个小小城城缘缘何何左左右右逢逢源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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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在一个炎热却云彩点点的
午后，距离京台高速禹城出入口只有3
分钟车程的高新技术创新创业中心，80
后香港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博士赵景瑞，
含蓄地表达着一种享受的感觉。

没有去专家公寓午休的习惯，在有
统一中央空调的办公室里，跟本科生徒
弟讨论着，什么时候去济南，什么时候
再回来，下一波实验怎么安排，专注得
让旁人不忍打断。

赵景瑞拥有多项专利，曾在省化工
研究院有稳定的工作，但他心中驻着一
个创业梦。三年前，他果断辞职创业。

他首站并非禹城，而是回了老家泰
安。他想利用手中的“水杨腈合成技术”
进行实验到产出，但老家实验室条件达
不到，让他的创业难以为继。

“科研人员创业跟互联网创业还不
一样，我们需要不停地实验，在技术上
不断突破，然后尝试投产，必须要有研
学产配套。”赵景瑞说，在重新找地方的
过程中，他一眼相中禹城。

除了出色的研学产一条龙配套资
源，禹城市提供了免费入驻创新创业中
心、免费人才公寓住宿、20万元的科研
启动资金。

第一次走进禹城市人才公寓，赵景
瑞并不是来看住宿条件好坏的，映入他

眼帘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印
遇龙的实验项目也落地这里，还有十几
位国家千人计划专家也在这里设有实
验室。

“我现在反而有点忐忑，如果不努
力拿出成果来，反而愧对了禹城市领导
的盛情。”用赵景瑞的话说，当时一看这
氛围，不用想了就是这儿了。面对这么
多“牛人”，如今的他只想专注研究、做
实验更加心无旁骛。

或许，整体氛围带给一个人的，除
了干事创业的热情，还有一颗不疾不徐
的匠心。

像赵景瑞一样，每天朝出夕归的专
家博士，在实验室或者生产基地一泡就
是一天，与人才公寓的宿管阿姨交集并
不多。

宽敞明亮的专家公寓里，宿管阿姨
仍然坚持每天将台球桌、健身器材擦拭
一遍，客厅里的沙发也收拾得一丝不
苟，餐厅里的餐具厨具一应俱全，却鲜
有人用过的痕迹。

“我们这里不一样，在这上班能
经常见到漂亮的女生在做实验，还有
带着书卷味的白发专家。”宿管阿姨
赵女士却给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总
结，那种浓浓的研学氛围是她最直观
的感受。

高铁时代，身处五线城市之列的禹城，要想在高铁虹吸
下，找准定位落地见效，往往干事的人要舍得一身剐。

禹城市政府一工作人员在一线做招商服务多年，这位省
内名校毕业的高材生，曾经一个月在外奔波住办公室，回家时
女儿甚至拒绝相认，他却婉拒介绍个中细节，反而是讲了另外
的故事。

黑石集团是全球领先的资产管理及金融咨询服务提供
商。禹城依靠PPP模式，黑石集团投资了80亿元建设产业园
区，政府只负责产业引导，投资方负责招企业、建厂房，约定税
收返还，既不增加财政负担，又规避了运行风险，还壮大了城
投公司规模，实现产业园区由政府建设，向“政府引导、企业参
与、产城融合”转变。

引进黑石集团过程中，因为我省工商注册流程存在地市
之间企业信息无法对联的“技术bug”，致使黑石产业园部分企
业无法从原注册地青岛到禹城注册，禹城市场监管局等部门
没有坐等政策，而是主动上门协调沟通，做了大量工作，最终
圆满解决了这一制度难题。

项目自今年落户以来，已注册企业16家，其中，不乏“高精
尖”：松果新能源汽车项目具备新能源汽车全部核心技术正向
研发能力，自主研发的高效交流电机、自有电控系统，可使交
流电机能源转化率达93 . 7%，接近特斯拉电机94%的转换率；
石墨烯金属表面成膜项目，是国内唯一颠覆百年磷化液的全
新技术，可实现金属前处理(除锈防锈)的绿色零排放……

通过引入黑石集团，一个涵盖新能源汽车车身、电机、电
控、电池、物流等13个上下游产业链的黑石新能源装备产业园
正在禹城崛起。

最新的数据显示，德州5k以上月薪的职场人数量开始增
多，其中5-7k月薪的增长量最大，涨幅为1 . 7%。德州机械、设
备、重工行业的人才缺口最大，其岗位发布量高达9 . 75%；新
能源和教育、培训行业的岗位发布量分别以8 . 04%和7 . 49%的
占比位列二、三位。

德州吸纳最多的人才来源是济南，占比32 . 5%；潍坊和淄
博分别以8 . 75%和8 . 44%位居第二、三位；东营(7 . 81%)、烟台
(7 . 81%)和青岛(5 . 94%)紧随其后。分析原因，不难发现，在省
内方面，随着“两圈四区”规划的成立，“引导城市群人口有机
聚集”、“打造1小时生活圈”等措施，缩短了德州与山东各地间
的距离；在全国方面，德州转身向北，主动承接京津冀产业转
移，必然会迎来经济发展的新机遇。

在这个过程中，禹城便是个中代表地之一，自7月份开始
抛出了大量的人才橄榄枝。扫一扫以下的二维码，看看禹城有
哪些令人激动的岗位吧！

2017年12月，石济客专通车，德州全面融入“轨道上的京
津冀”，禹城一下迈入“高铁时代”。无论是进京入沪，还是去
济南，从禹城出发，变得更加快捷。

高铁带来的最大效应在于大型城市对人口等生产要
素的聚集和吸纳，这种力量某种程度上已逐渐超越传统的
行政区划。面对京津冀这个1 . 12亿人口的城市群，禹城被
吸纳是必然的；但超大城市群的产业辐射能力也强，也会
让禹城受益。

根据齐鲁人才网发布的《2018年二季度德州就业市场报
告》显示，对比第一季度，德州以520元的涨幅领跑全省，成为
最大“黑马”。济南、潍坊和淄博成为德州外地人才来源前三
名的城市。

31岁的刘玉军就是省内人才迁徙大军中的一员。刘玉军
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有过国内一线药企的工作经历。

一年前，刘玉军来到禹城。“住的人才公寓环境不错，研
发生产中心配套完善，去济南也很方便。”他说，在禹城你想
做的事情没有脱节的环节，他的状态，接近一个纯做事状态。

在这里，刘玉军也如愿拿到了一份高薪，他供职的禹泽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研发前景，也给了他在这里继续工作
的十足信心。

经常有外地的同学和朋友问我在哪？以前说在禹城，怕
他们不知道，就说我们在德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早在2002年，禹城高新区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高新
区，2004年12月正式挂牌。2014年7月，省政府同意将禹
城高新区更名为德州高新区。201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
德州高新区升级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定名为德
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标志着德州高新区成功跻身“国
家队”，这也是全省首家设在县一级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

不久前，山东省发布首个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
榜，德州4家企业入围，其中禹城独占了3家，位列全市第一。
而仔细观察禹城的经济结构，拿下“第一”并不意外：高新技
术产值占比达44 . 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

“这离不开禹城从顶层着眼，厚植创新创业土壤。”据禹
城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建国介绍，禹城市出台了《关于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发挥企业在科技创
新中的主体作用，集聚优势创新资源，持续创新人才工作方
式，提升人才第一资源的贡献能力。

据齐鲁人才网人才大数据显示，德州岗位薪酬数据从
2016年开始呈快速拉升之势。为什么2016年成为拐点？德州
是距离京津冀城市群最近的山东城市。2015年7月，德州作为
山东唯一城市被列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

与邻近的齐河全面对接融入省会济南不同，禹城在找自
身定位过程中，显得更加“南北逢源”。懂得在德州融入京津

冀的过程中协同创新互联互通，在推动区域资源要素更优配
置中寻找机会。

在禹城市市长滕海强看来，如今投资者追求的回报，逐
渐从占地、占资源向占市场转变，更加注重开发新产品向上
下游延伸，朝着覆盖辐射整个产业链延伸。

产业迁徙必然带来劳动力、资本、税收、基建等方面提
升，进而对人口流动、房价、区域消费等产生深远影响。

禹城在对接省会济南的过程中，也在马不停蹄地寻求自
己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腾笼换鸟的机会。三一重工投资
14亿元的装配式PC建筑产业基地就是其中一例，根据规划，
禹城3年内将改造305万平方米的棚户区，不小的市场引来众
多一线名企竞标。

最终，禹城将目光锁定三一重工，用“棚改”市场换来三
一重工落户。

不用说都明白，那些拥有核心竞争力和占据产业链关键
一环的项目，在全世界都是被疯狂争夺的标的。连富士康落
户美国，美国都有8个州在抢。

禹城有了三一重工，又整合禹城市城市建设综合开发公
司及3家当地建筑民企共同参股。依托三一重工的强大实力，

“新组合”将禹城建筑业所涉及的二、三产业进行了链式集
聚，将大幅推进禹城建筑、家电、交通等智能装配式产业全链
条发展，带动500亿元的产值规模。

用手抓一下牛粪，闻一闻味道基本就能识别牛粪的成
色，从粪土中扒出蚯蚓对着阳光一看，就能看出蚯蚓繁殖的
好不好……

这套“望闻问切”的把式，像是田间地头“老中医”，很难
想象，这位阳光和蔼的女士，曾经是众多企业家项目咨询的
顾问，讲课费最贵达到6万元一天。

如今，一提起法月萍，人们总会给她冠以放弃200多万年
薪的“蚯蚓博士”。初见法月萍，她向随行的考察团认真形象
地介绍“蚯蚓这个看起来让人有点发憷却浑身是宝”的小家
伙，口齿娴熟、专业到位。

哪怕是在信号不好的南疆，她都会尽可能回答清楚所有
的问题。这位微信名为“行者”的女士，身上散发的“核”，即使
在连续奔波途中，仍然运转不息。

2016年，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蚯蚓养殖的技术项目，对
法月萍来说，还只是一项需要持续试验的技术和需要不断证
实的想法。

从淄博到南京，从济南到高青，学霸法月萍查阅600多篇

论文后，把想法付诸实践，不停地养殖蚯蚓，不间断地实验，
在克服了密集物体恐惧症之后，法月萍决定为小蚯蚓找一个
更大的“家”。

初到禹城，看中的是禹城功能糖城有很多功能糖废料，
可以给蚯蚓提供更多更好的繁殖环境。来到禹城之后，法月
萍看到禹城高新创业中心的实验室环境也很健全，而且技术
转化成果后，还能提供相应的生产落地。很快，禹城的法博士
蚯蚓标准化研究中心注册成立。

经常奔波在外的法月萍，觉得现阶段她更需要一个安静
的研学产环境，专注地把蚯蚓养殖技术攻克。自此，禹城人才
公寓就成了她的家，每天除了到大棚里观察蚯蚓繁殖情况，
就是泡在实验室里做实验。

禹城优质的农业和产业资源，为大规模种植蚯蚓提供很
好的软硬条件，法月萍成功从蚯蚓体内提取了蛋白质、氨基
酸和活性物质，像蚓激酶、不饱和脂肪酸、胶原蛋白等，即便
是蚯蚓粪也成为有机农产品绿色循环种植的新肥料。

今年上半年，法月萍的项目已经完成了立项、环评，还拿

到了出口检疫的相关手续，还申请了近十个国家发明专利。
如今，老家淄博的法月萍已经把家安到了禹城。两个女

儿也来到她身边，大女儿甚至从美国回来，为她的项目“打
Call”。

说起来禹城，说起“蚯蚓博士”这个标签化的称谓，法月
萍并不反感，反而是对禹城的营商环境大加赞赏。以前市领
导还担心过多的考察参观团，会干扰科研人员的工作和生
活，法月萍主动坦承了心声——— 技术转化为项目，如果没有
人登门了解，她们反而需要到处去跑，到处去推介。

“我每年在禹城要见上万人次，光今年我就被媒体报
道了50多次，今年预计能完成500万+的销售量。”法月萍
说，这是她来禹城才有的，如果她们自己出去跑，需要时间
精力和路费。

在禹城任何时候找市委书记和市长都能得到回复，一些
科研人员并不太擅长的跑手续的流程，禹城产业办都给提供
保姆式服务，“在禹城这些想什么来什么的小地方，我有何不
心安的呢？”

“情怀可卖可不卖

但人才橄榄枝是必上的硬菜”

“这里有漂亮的女生、

头发花白的院士和博士”

编者按：转身向北，一小时多一点就能抵达京津冀，向南而下，
40多分钟就到了济南，5个小时直达上海。在高铁速度越来越快的
今天，进京入沪方便快捷，成为高铁沿线城市必须要擦亮的名片。

如果只是有交通区位优势，那么你手握的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要么借势突起，要么被虹吸。然而，高铁串联下的这座小城市禹城，

“南北逢源”地成为德州市吸引外地人才就业最多的聚集地之一。

““这这里里是是第第二二个个故故乡乡，，小小城城市市也也能能安安放放灵灵魂魂””

““进进京京入入济济的的那那个个唯唯一一县县级级国国高高区区就就是是我我们们这这””

本报记者 王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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