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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昊
通讯员 潘井莉 季晓佳

招商引资是地方经济发展的

“生命线”。安徽省滁州市明光市

持续发力，促进工业强市发展，

紧盯长三角、珠三角等重点区

域，创新产业招商方式，规范项

目招引流程，多措并举、危中求

机，加快招大引强、好中选优的

步伐，致力于打造长三角最佳营

商环境。

明光市紧抓项目招引和实体

建设，今年以来，市投资促进局

履行职责、落实任务，坚持明光

工业强市战略不动摇，围绕升级

版“4321”“158”年度目标任务，

进一步加大招商力度，提前谋

划、创新举措、紧盯目标、招大

引强、奋力攻坚，全市招商引资

工作取得一定成效。

1 至 7 月，全市签约 34 个项

目，其中亿元以上项目 30 个，协

议总投资 130.4 亿元；5 亿～20 亿

元项目4个；20亿元及以上项目2

个，提前完成滁州下达的新签约

亿元项目任务数。截至7月份，向

滁州申报新签约、新开工、新投

产亿元以上项目分别为 30 个、21

个和 11 个，申报亿元以上到位资

金58.6亿元。

明光市始终把招商引资摆在

突出位置，围绕扩大有效投资、

推动实体经济、转变发展方式，

创新开展产业招商，专业精准地

招引更多符合产业规划、产业政

策和环保准入的高科技、高附加

值、上规模的项目。

明光市成立 17 个产业招商分

局，涵盖工业四大主导产业以及

文教旅、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

等，明确招引方向，聚焦重点区

域和产业，提高招商专业性、精

准性。在凹凸棒新材料产业、高

端电子信息产业上探索开展中介

机构合作招商模式，已成功引进5

个亿元以上项目。重点聚焦机械

电子、食品饮料、绿色涂料、新

型材料四大主导产业，依托绿色

涂料园区品牌影响力，大力发展

高端绿色涂料产业及配套，提升

产业集聚度。借助深圳、上海等

发达地区电子信息产业转移，加

快明光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园项目

招引力度。与此同时，积极对接

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组织参加

2020 年中国国际涂料大会。通过

积极参评，助力明光经济开发区

成功获批全国首批绿色涂料园区

称号。1 至 7 月，成功招引 3 个涂

料及配套项目，协议总投资10.7亿

元，为打造中国水性涂料之都打

下坚实基础。

为 进 一 步 规 范 招 商 引 资 工

作，明光市优化工作开展流程和

项目推进机制，推动项目线索快

速转化、在谈项目快速推进、招

商活动有序开展。结合现阶段招

商引资工作，明光市先后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工作的

意见》《明光市招商引资优惠政策

暂行办法》 等文件，规范项目招

引流程和优化政策扶持条款，为

全市招商引资有序有效开展提供

保障。

明光市以现有产业优势合理

布局，形成以工业强市为基础，

致力于实现一二三产业竞相发展

的局面。进一步强化明光经开区

产城新区、绿色涂料产业园、凹

凸棒新材料产业园及苏巷、石

坝、张八岭、潘村等乡镇产业园

基础设施建设，提前谋划，做好

产业规划、空间规划、环评规划

等，提升平台承载能力、优化产

业定位、确保要素保障。

与此同时，加强对项目的深

入研究和研判，落实项目引进标

准和准入机制，确保项目引得

进、落得下、发展好。今年以

来，共研判全市项目线索 160 余

条，开展企业和项目考察 60 余批

次。召开8次市招商委办公室项目

审核会议，审核通过 44 个项目，

有力保障了项目引进机制规范高

效运行。

记者 张伟伟
通讯员 赵娣

“科技创新，事关新沂未来发展，是转型

出关的利器”，谈到高质量发展的发力点，江

苏省新沂市委书记高山这样说。新沂坚持向

创新聚力、人才聚焦，切实发挥科研机构研

发作用，强化产业技术供给，促进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赋能高质量

发展。

6月8日，中国水性超纤新材料产业基地

揭牌。时隔一个多月，7 月 16 日，国家级水

性超纤新材料创新研究院暨产业链配套项目

便正式签约。研究院建成后，将投入研发资

金3.5亿元，进驻8个研究中心，引进全球专

家、技术人员1000人，以水性新材料产业链

技术应用开发为方向，加速全产业链转型升

级，致力于将新沂产业基地打造成为全球水

性超纤新材料领军旗舰、产业航母。

事实表明，领先科技出现在哪里、高端

人才流向哪里，发展的制高点和经济竞争力

就转向哪里。

近年来，新沂加大产学研合作力度，推

进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优势叠加”，产业

链、资金链、创新链“多链融合”。不仅如

此，新沂还一直在科技基础设施源头支撑和

创新生态建设上久久为功。

“从企业第一次来新沂考察到项目落地只

用了一个半月时间。‘科技工场’为我提供了

独立办公室，派专人代办了各类手续，让企

业心无旁骛搞研发。”徐州驰泽环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建林介绍。

“科技工场”位于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

新沂科创基地，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设20多个办公空间、200

多个工位，空间设施一应俱全，创业企业、团队只需“拎包入

驻”，便可享受一站式服务体系。而开发区另一个科创平台“钟吾

智造谷”，创造了企业+研究院的合作模式，实现了互利共赢。

与此同时，新沂高新区加快建设专业化众创空间、创新型孵

化器，搭建“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孵化链条，加快科

技型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力度，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

比已经达到40%。

有了科创平台，新沂产业发展逐渐呈现出轻量化、绿色化、

高端化的特点，高质量发展的脚步越来越轻盈。

记者 黄长秋
通讯员 熊慎端

初 秋 ， 福 建 省 武 夷 山 市 吴

屯、五夫等乡镇特色民宿，迎来

大量游客。掩映在青山绿水间，

白墙红瓦、花草藤蔓、小亭别院

的各色民宿，成为当地的金字招

牌，也成为全面推进群众增收、

保护生态的综合性产业。

武夷山实施“民宿新工程”，

计划3年创建8个旅游产业发展示

范乡镇，培育约30个旅游风情景

区、约100家乡村旅游点和特色民

宿，加快实现从自然观光旅游向

休闲度假旅游、从旅游景区向旅

游城市、从旅游业为支柱向现代

服务业为支撑的三大转变。

兰汤是坐落在武夷山主景区

幔亭峰下的一个自然村，以出产

武夷山正岩茶叶而闻名。这几

年，武夷山乡村民宿风起云涌，

茶乡民宿也呈燎原之势。这里的

民宿有高、中、低档各类，也有

个性化设计的。不少民宿都是以

武夷山茶为主题，将茶文化融入

空间设计。更有民宿经营者干脆

在自家茶山旁建起茶庄园，种上

四季花果，茶旅结合，让茶友和游

客们品茶、住宿、互动和体验。

“民宿有一定的历史及文化，

它能让人记住乡愁。武夷山茶乡

有发展民宿的肥沃土壤。”武夷学

院旅游系教授周作明认为，武夷

山茶乡的茶元素具有优势。茶本

身就是很好的休闲饮品，加之优

越的生态环境和持续改善的立体

交通环境等，都为民宿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武夷山北部的吴屯乡红园村

始建于明朝，曾是中蒙俄万里茶

道的必经之地。红园村以河谷聚

居，古道贯脊，村落与古建筑遗

址交融，老街与曲巷交错，黑瓦

泥墙高低间杂，山林梯田环绕，

村子至今沿袭着已有上千年历史

的农家妇女摆茶俗。去年9月，摆

茶俗第一次被搬上村口的简易舞

台。80 多岁的老人祝树芹领着几

位姐妹，用方言上台表演，绘声

绘色，神采飞扬，展示着传统文

化。

浙江省江山市游客季可龙带

着 35 位摄影爱好者来武夷山采

风，收获不浅。他说：“走过石板

老街，赏一番古村韵味，品一碗

农村大碗茶，真是快乐无比。”

五 夫 镇 位 于 武 夷 山 市 东 南

部，开埠于晋代中期，已历经

1700 余年，是宋代理学家朱熹的

故乡。现在，游客来到五夫镇，

夜晚下榻古民居，与村民聊天，

了解他们的农事、生活，清晨行

走在朱子遗迹林立的街道上，去

追寻那久远的“半亩方塘”。

近年来，朱子理学的研究和

交流活动日趋活跃，中外学者和

各地游客来到五夫开展学术研

究、旅游观光。五夫镇抓住机

遇，积极推进农家乐旅游，修复

一批特色民宿，依托古镇文化，

举办五夫荷花节，游客在这里可

以赏荷花、摸田螺、摘莲蓬、剥

莲子、捉泥鳅……

“特色民宿和农家乐旅游为五

夫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增添了

灵气。如今，全镇的特色民宿和

农家乐已发展到48家。民宿业不

但能够带领群众致富，推动美丽

乡村建设，而且吸引了很多大学

生回乡就业创业。”五夫镇镇长李

小勇说，通过打造特色民宿群，

五夫镇不但做大做强了旅游配套

产业，还大幅提高了白莲、板栗

等当地农副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

值。现在，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的五夫白莲，每公斤能卖

到 110 元左右，比 5 年前涨了 4

倍，还供不应求。

民宿发展离不开地域文化和

主题设计。武夷山市文化体育新

闻出版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民宿

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古村落在

受到保护的同时，也需要融入文

化元素，否则就不能持续发展，

也缺乏传播力。民宿并不是单纯

的住宿，武夷山将把这些原有的

文化结合起来规划，带动民宿旅

游可持续发展。

“通过探索民宿管理新模式，

武夷山期待以优质民宿为支点，

撬动旅游业加快发展。”武夷山市

副市长吴伟介绍，目前武夷山已

把发展民宿业为重点的乡村休闲

游，作为武夷山大旅游的有效延

伸，发展下梅、城村等30多个特

色乡村，依托朱子文化，结合五

夫万亩莲塘、吴屯稻花鱼、岚谷

熏鹅等特色产品，打造季节性旅

游休闲产品，让民宿业成为惠泽

武夷山农民的产业，更好地推进

偏远山村农民精准脱贫奔小康。

记者 陈曦

本报讯 9 月 1 日，山东省政

府新闻办召开“走在前列、全面

开创”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四

场，介绍创新型省份建设成效。

山东省科技厅副厅长于洪文

介绍，截至目前，全省高新技术

企业11466家，居全国第6位；今

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同比增速0.79%，占规模以

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 44.37%，比

一季度提高1.44个百分点；全省登

记 7617 项 技 术 合 同 ， 成 交 额

343.72 亿 元 ，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61.58%。今年5月，在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 2019 年落实有关重大政策

措施真抓实干成效明显地方予以

督查激励的通报中，山东省被列

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

自主创新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真

抓实干成效明显激励对象，居全

国第二位。

山东省开展科技型企业梯次

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实施科技型

中小企业培育工程、高新技术企

业培育工程、创新型领军企业培

育工程，形成科技型中小企业铺

天盖地、高新技术企业持续涌

现、领军企业顶天立地的发展格

局。截至目前，全省拥有277家省

级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523家省

级以上众创空间。其中，国家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98 家，国家级众

创空间 242 家，分别居全国第三

位、第二位。到目前为止，国家

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企业 14478

家，是去年全年的1.5倍。

申维祖

本报讯 近日，青海省人大

审议通过了 《青海省资源税税目

税率及优惠政策实施方案》。《方

案》 绝大部分税目税率是平移

2016 年资源税改革时确定的税率

标准，钠盐、锂盐、地热等税目

税率还适当进行调低，同时还出

台了优惠政策。

《方案》立足于生态环境保护

优先和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的立法宗旨，按照

共生矿产品和伴生矿产品占当期

全部应税矿产品销售额比例区

分，分别规定了减征40%和50%的

税收优惠政策，对纳税人回收利

用尾矿的，免征资源税，充分彰

显政策导向和引领作用。《方案》

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青海省税务局资源和环境税

处负责人表示，《方案》明确了资

源税从价计征，税额与产品销量

和价格挂钩，在销售量一定的情

况下，矿产品售价越高，销售收

入越多，则企业需缴纳的资源税

相应增多，反之亦然。《方案》的

施行将更好地发挥资源税的调节

作用。税收优惠政策旨在鼓励企

业绿色转型，注重资源综合开发

和循环利用，引导企业把更多的

资金投入到绿色冶炼和尾矿综合

利用上，形成资源利用良性循

环，助力青海经济健康发展。

青海实施资源税助推企业绿色转型升级

记者 朱柳蓉
通讯员 甘婷 林玉兰

本报讯 8月21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广西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贺州专场新闻发布

会。目前，贺州市已实现248个贫

困村脱贫出列，30.41 万名贫困人

口脱贫，贫困发生率由“十三

五”初期的 13.88%降至 0.66%；5

个县区全部退出贫困县序列，实

现了从贫困县全覆盖到贫困县全

摘帽的历史性转变。

贺州市在教育、医疗、农村

危房改造和饮水工程四个方面精

准发力。会上，贺州市委书记李

宏庆介绍，2016年至今年7月，全

市累计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95

万人次，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

失学辍学；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

用报销比例达 93.87%、门诊 29 种

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报销比例达

88.75%；累计完成农村危房改造

27627 户，竣工率为 106.76%；累

计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

程 529 处，受益人口 46.68 万人；

全市 25 个安置点完成住房建设

13078套，选择易地搬迁的贫困人

口已全部搬迁入住。

同时，贺州市积极促进产业

扶贫工作，截至今年7月，贺州市

县级“5+2”特色产业综合覆盖率

从 2016 年 的 60% 提 升 到 了

93.89%；746 个行政村中有 659 个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累

计认定就业扶贫车间 318 个。此

外，贺州市不断深化粤桂扶贫协

作，13.3万多名贫困人口受益。

用心招商 用智引资
——安徽明光提高招商引资成效打造长三角最佳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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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茗游古村 赏荷觅乡情
——福建武夷山实施“民宿新工程”推进农文旅融合

记者 戚原

本报讯 2019年4月，

四川省剑阁县获评全省首

批“天府旅游名县”。一

年多来，剑阁县充分利用

蜀道文化、三国文化、红

色文化、民俗文化等文旅

资源和“大山大水大森

林”独特自然生态优势，

狠抓天府旅游名县巩固提

升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旅游产业快速

发展。

2019年，剑阁县财政

先后投入 5 亿元资金，撬

动30亿元社会资金，全域

旅游带动了全县群众增收

致富。去年以来，剑阁县

着力基础设施建设、重大

项目建设、城市品质提升

等工程，做优“文养”产

品、做强“食养”产品、做实

“康养”产品，大蜀道国际知名

旅游“目的地”建设快速推

进。去年全县接待游客 100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2%；旅

游产业综合收入122.9亿元，同

比增长 11.2%。通过发展全域

旅游，有效拉动交通、餐饮、

住宿、房地产、商贸、物

流等产业发展，带动城乡

6.2万人就业，16个乡镇35

个村1.86万人脱贫奔小康。

“我们将深入开展文旅

产业发展三年攻坚行动，

力争每年财政整合投入不

低于 5 亿元，引导完成旅

游项目建设总投资不低于

100亿元，使剑阁旅游资源

优势得到充分彰显，基础

设施更加完善，产业支撑

更加有力。”剑阁县委副书

记、县长范为民介绍，剑

阁县将大力发展养生养老

产业，努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精品“公园城市”，建

成成渝地区旅游休闲康养

“优选地”；创新发展红色

旅游产业，加快建设长征

国家文化公园，建成川东

北地区爱国主义教育“研

学地”；深入发展绿色产业，做

优剑门土鸡、剑门豆腐、东宝

贡米等特色农副产品，建成川

陕甘城市群绿色优质产品“供

给地”；深入挖掘大蜀道文旅资

源，做强大蜀道文旅产品，及

早建成大蜀道国际知名旅游

“目的地”。

地方发布

山东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居全国第六

广西贺州贫困县区全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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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社旗县通过财政资金扶持，建设了92个扶贫车间，覆

盖全县16个乡（镇、街道）、84个行政村。扶贫车间吸纳附近村民

就业，让他们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图为位于社旗县李店镇冢坡村的河南天野实业有限公司工人

在赶制订单。 通讯员 申鸿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