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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贵港市面向粤港澳大湾

区，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

市和珠江-西江经济带战略重要节

点城市。近年来，贵港市通过打

造新兴产业和改善营商环境，实

现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15

年，贵港市新兴产业总产值为5亿

元；2018 年，新兴产业总产值已

发 展 到 12.5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35.7%。

贵港市产业园区石卡园内，

一栋栋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一

家家规模化企业发展迅猛。广西

华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的总装车

间里，崭新的新能源大客车排列

整齐，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有条不

紊地组装着配件、调试客车。华

奥汽车是贵港市第一个新能源汽

车整车生产项目，华奥公司也是

贵港市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龙头企

业。华奥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王

健介绍，公司于 2015 年通过招商

引资入驻贵港市，从 2016 年 3 月

开工建设基地到12月完成厂房建

设以及第一批产品下线，仅用了9

个月时间。

然而贵港市成立之初，是一

个农业大市，仅有的贵钢、贵糖

两家企业，是国家“一五”“二

五”计划经济的产物。工业总量

较小，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为加

快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经

济社会发展新引擎，贵港市从

2015 年起，确立工业兴市、工业

强市的发展理念，大力引进新能

源汽车和电动车、电子信息、生

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成功引进了

华奥、爱玛、石药泰诺等项目，

初步构建了广西第二汽车生产基

地、中国-东盟新能源电动车生产

基地和电子信息制造基地的框架。

短短4年时间，贵港这个从来

没有生产过一个轮胎的城市，被

广西壮族自治区确定为战略性新

兴产业城，开启了贵港工业发展

的新篇章。

“在行政审批上加速，在服务

企业上加油，在降成本上加压，

在要素保障上加力”。为推进工

业的高速高质发展，贵港市提出

“服务就是竞争力”，全力营造更

加有利于投资和项目建设的良好

环境。“以前办证要跑两三天，

现在线上一站式整理数据，出来

办一次事就全搞定了。”在港北

区政务中心商事窗口，广西漆彩

牛有限公司员工梁嘉宜前来办理

公司营业执照和公司印章申领手

续，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全部流

程。

贵港市投资促进局副局长李

姬锋介绍，2018 年以来，贵港市

新增278个签约项目，合同投资额

887.8 亿元，增长 8.3%，新开工

178个招商项目，实际利用内外资

519.2 亿元，增长 14.9%，增速排

全区前列。在全区营商环境样本

抽查核验中，贵港市连续3次综合

排名全区第一，获评 2019“中国

（区域） 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城市”

称号。

为了加快工业项目建设，贵

港市还在全区率先建立行政审批

中介超市，采用“实体+网络”相

结合的方式建设中介机构库，实

现了中介机构由垄断到竞争、由

分散到统一、由封闭到开放、由

指定到竞争的四个转变。

同时，贵港大力发展智慧城

市建设，打破数据壁垒，通过信

息一体化、云计算等智能技术加

大数字化与产业融合力度，利用

大数据为群众和企业提供便利。

目前，贵港在智慧城市建设的过

程中，已实现了大数据与政府管

理、大数据与工业、大数据与农

业、大数据与服务业的深度融

合，为全面深化改革、优化提升

营商环境、持续推进经济社会高

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近几年，贵港市工业发展亮

点纷呈，文化教育事业也蓬勃发

展。2018 年，贵港市各级各类学

校已发展到 2122 所，开工建设 3

所高等院校，结束了贵港市没有

大学的历史。同时，高等院校也

将成为贵港推动创新发展，走好

工业兴市、工业强市战略之路的

强大引擎，为贵港市经济社会快

速健康发展提供更强有力的智力

支撑和人才保障。

新兴产业城是这样崛起的
——广西贵港全力提升服务推进工业高速高质发展

记者 张伟伟

江苏省昆山市巴城镇是中国渔业协会授予

的、唯一的“中国阳澄湖大闸蟹之乡”。近年

来，巴城镇利用紧邻上海的区位优势，通过务

实创新的作为，以蟹传情、以蟹会友、以蟹兴

文、以蟹招商，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谋求新发

展、赢得新优势、实现新跨越，争当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热血尖兵”。

上海是巴城阳澄湖大闸蟹的重要市场，每

年蟹季，在全镇300万人次的旅游人口中，80%

以上来自上海，巴城阳澄湖大闸蟹也正是通过

上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巴城最响亮的

农产品品牌的。

巴城现有蟹舫苑等五大蟹市场、3万亩大闸

蟹产业园，以及1条“中国特色商业街”，在蟹

季为上海以及其他地区宾客提供了品蟹尝鲜、

放松身心的好去处。

巴城镇还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文化旅游

节，不断擦亮“中国阳澄湖大闸蟹之乡”这一

金字招牌，努力将蟹文化、昆曲文化、水文化

等打造成为巴城最闪亮的名片。

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是中国经济现代化

的标杆。巴城的发展，离不开上海的溢出效

应，以及辐射和带动作用。巴城与上海地缘相

近、人缘相亲、文缘相融、商缘相连，有着深

厚的历史渊源和合作基础。继巴城去年举办创

新发展上海推介会后，牢牢抓住和上海两地共

同创新奋进的节奏，汲取上海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经验，全力学习上海、

对接上海、融入上海和服务上海，努力做优人

才科创服务环境和宜居环境，为实现巴城高质

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当前，巴城积极对接上海，寻求合作共

赢，努力推进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整

合，力争形成“1+1>2”的叠加效应，促进跨行

业的合作，推动创新制造发展。

巴城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这里投资兴业，巴城镇党委书记

石建刚表示，巴城将本着至真至诚合作、尽善尽美服务、互惠互利发

展的原则，着力做优最富竞争力的创业环境、最富人情味的服务环

境、最具吸引力的人文环境，力争在产业优化、科技创新、人才汇聚

等方面不断实现新突破，为助推落户企业做大做强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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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牛新建

金秋时节，是辣椒成熟和采

摘的季节。金山镇是甘肃省甘谷

县的辣椒主要种植区，辣椒是全

镇农民增收致富的主要农作物，

种植面积及收入年年增高。今年

全镇辣椒产量为2万多公斤，产值

达 3000 多万元，很多农民靠种植

辣椒走上了脱贫致富的大道。

48 岁的苏平平是金山镇吕家

湾村的困难户，家里有两个常年

生病的老人需要照料，还有两个

正在上学的孩子。苏平平和妻子

无法外出打工，一年仅靠种玉米

等农作物为生，日子过得紧紧巴

巴。

今年初，在镇农业合作社的

指导下，苏平平开始种植辣椒。

时值风调雨顺，16 亩辣椒喜获丰

收，目前仅辣椒就卖了 6 万多元，

比以前收入多了 4 倍。苏平平说：

“感觉一下子翻身了。明年我打算

流转一二百亩土地种植辣椒，好

好再干一把！”

火红的辣椒，丰收的年景。

苏平平种植辣椒只是金山镇助农

增收的一个缩影。

甘谷县有“全国辣椒之乡”

的美誉，其出产的线辣椒形似牛

角，以色红、果长、质肥肉厚、

油多、芳香浓郁、辣度适中而雄

踞同类产品之首。甘谷县已有300

多年种植辣椒的历史，今年全县

辣椒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

9月29日，由甘谷县商务局主

办，甘谷县委宜传部等部门协办

的甘谷县辣椒采摘节暨“瑞谷嘉

穗”农产品公共品牌发布会在金

山镇吕家湾村甘谷县辣椒红了种

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

当日上午，合作社内彩旗飘

扬，人声鼎沸，红彤彤的辣椒堆

满了场上，挂满了房梁，人人脸

上露出幸福的笑容，一派丰收的

喜悦。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各

相关企业、合作社等共计300余人

现场感受了红辣椒给当地群众带

来的红红火火的幸福生活。

在发布会现场，甘谷县县长

吴健、县委副书记孟晓龙、副

县 长 高 丽 共 同 为 “ 瑞 谷 嘉 穗 ”

农产品公共品牌揭牌。甘谷县

商务局局长刘晓明为 2 家优秀电

商企业进行品牌授权，并签署

协议。

孟晓龙介绍，举行甘谷县辣

椒采摘节暨“瑞谷嘉穗”农产品

公共品牌发布会，是甘谷县厚植

产业发展优势，振兴“甘谷辣

椒”特色品牌的一大务实举措。

“甘谷县将以此次活动为新的起

点，进一步把提高质量、提升优

势、打造品牌作为重点，在精细

化管理上下功夫、在深加工方面

求突破，持续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增加产

品附加值，真正让甘谷辣椒为更

多人所知、为更多人所享，红

遍 大 江 南 北 、 红 动 五 湖 四 海 ，

真正让甘谷这一方沃土成为产

业 兴 旺 、 潜 力 无 限 的 魅 力 之

城。”

甘谷县辣椒红了种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国义，近

日忙的不亦乐乎。他说，独特的

地理条件，赋予了甘谷辣椒美味

可口的优异品质。

甘谷辣椒干品、鲜品在 2014

年同时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利用好

这个独特资源，带动当地农民共

同发展，合作社实行农户自愿种

植 （双订单），合作社统一育苗、

统一指导、统一收购、统一加

工、统一销售的“一分散、五统

一”管理模式，以及“合作社+农

户”与“电商+农业”的经营模

式。去年共吸纳了282户贫困户入

社，今年每户最少种植 2 亩辣椒，

收入七八千元。

种得好还要销得妙。甘谷县

抢抓“互联网+”新经济形态发展

重大机遇，坚持把“电子商务+一

村一品”模式和“电子商务+基地

（合作社） ”发展模式作为助推精

准脱贫、加快乡村振兴的重要举

措，鼓励扶持辣椒等农特产品农

户和产业基地 （龙头企业、合作

社） 发展电子商务，并与农户建

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了一基地

带多户、一基地带一村、一基地

带多村的电商带动模式，带动农

户增收。

辣椒火红映丰收
——甘肃甘谷厚植优势树品牌做强辣椒产业

记者 王官波

本报讯 10月8日，“沈阳汽

车城辽河产业园”在辽宁省法库

县揭牌。沈阳市大东区和法库县

的相关负责人，在产业园里进行

考察调研并签署了陶瓷文化产业

拓展区和沈阳汽车城辽河产业

园合作协议。

沈阳市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

制，加快打造“飞地经济”，探

索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大东区

和法库县充分发挥区域合作、对

口支援作用，依据相互促进、错

位发展、共同推进的发展模式，

积极推动实现项目引进、产业转

移的“飞地经济”。

在打造“飞地经济”中，沈

阳注重创新发展体制机制、优化

资源配置和项目布局，补齐补强

产业链。健全“项目管家”机

制，解决好规划、配套等问题，

明确项目“飞出地”“飞入地”

双方职责，建立协调机制、完善

决策机制、优化服务机制、强化

考评机制等一系列保障措施。

大东区汽车产业是沈阳市的

骄子，法库县是沈阳市通航、陶

瓷的产业集聚区。大东区与法库

县此次“飞地经济”的完美互补

和错位发展，解决了瓶颈制约，

夯实了双方的产业基础，有助于

提升两地优势产业的发展空间，

壮大了沈阳市的“飞地经济”。

辽宁沈阳加快打造“飞地经济”

记者 郑义
通讯员 杨爽 张嘉云

本报讯 今年，云南省昆明

市西山区将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项目列为政府惠民实事，安排

1000 万 元 区 级 财 政 专 项 资 金 ，

全力开展 5 个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工作。

西山区团结街道核桃箐村山

清水秀，自然环境优越，西山区

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张忠福介绍，

西山区计划在发展特色种植的同

时，通过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带

动特产米酒开发，动员核桃箐村

村民开民宿、办农家乐，或者出

售本地土特产实现增收致富。

西山区碧鸡街道观音山社区

开展“党建+美丽乡村”建设行

动。通过改善人居环境、村庄风

貌、村间道路、村庄绿化等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实现科学

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

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

美。

截至目前，西山区累计投入

5.01 亿元资金，完成 1110 个新农

村、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全区209

个自然村公共基础设施得到完

善，7.85万名农民直接受益。

云南昆明西山区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记者 吴舒睿
通讯员 李蓉

本报讯 今年，宁夏固原市

原州区委、区政府结合市委“四

个一”林草产业建设总体部署，

在彭堡镇申庄村、张易镇陈沟村

等村子推广种植适合本地区气候

特点的苹果、梨、红梅杏等10余

种优质新树种，并加大对庭院经

济的实用技术指导和日常培训。

春季期间共建设近6000亩庭院经

济林，栽植42万株树木，涉及60

多个行政村、17570 户农户，其

中建档立卡贫困户为14650户。

今年初，原州区下发了《原

州区关于开展“百村万户”绿化

行动的倡议书》，要求各乡镇

（街道）、部门 （单位） 要把“百

村万户”工程作为乡村振兴战略

的一项长期举措，每年指导所有

村组农户通过各种方式在房前屋

后栽植5~10棵树木，提升乡村振

兴的“绿量”“质量”。广大干部

职工也积极行动起来，充分发挥

表率作用，每人向帮扶户提供5~

10棵树苗，帮助他们在房前屋后

栽植。

彭堡镇蒋口村村民陈立栽植

果树已有20年。今年，他家有7

亩红梅杏树挂果，因生产管理技

术过硬，收入了 4 万余元。陈立

说：“发展庭院经济林充分利用

了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块，不仅可

以美化村容村貌，还可以帮助我

们脱贫致富。”

寨科乡蔡川村地处原州区

东部黄土丘陵干旱区，这里的红

梅杏肥厚多汁、着色鲜艳、酸甜

可 口 ， 已 成 为 当 地 的 特 色 种

植，今年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又

种植了花椒、苹果、梨等经果

林。

蔡川村村支书马金国介绍，

8 月初，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固原

市分公司利用中国邮政“邮乐

网”电商平台，10天时间接收到

全国各地 10726 份红梅杏订单，

把寨科乡蔡川村、东埫村、新埫

村和北埫村200余户村民的35吨

红梅杏销往全国各地，帮助村民

实现24.4万元销售收入。

宁夏固原原州区庭院经济显活力

秋收时节，贵州省毕

节市的辣椒陆续成熟，村

民在田间地头抢收成熟的

辣椒。

罗大富摄/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