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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吴昊

“IDM 芯片项目从签约到开

工建设，仅用了不到 3 个月，刷

新了我们企业项目推进的新速

度，真的要为南谯区优质的营商

环境点赞。”华瑞微半导体 IDM

芯片项目总经办主任翁锦烽说。

项目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南谯

经济开发区，是南谯浦口合作产

业园的首个入驻项目，总投资30

亿元，一期项目达产后年销售额

可达10亿元。

华瑞微半导体IDM芯片项目

的成功招引是南谯区抢抓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历史机遇的生动写

照。自《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 明确提出支持

“浦口－南谯”等省际毗邻地区

开展深度合作以来，南谯区紧扣

“高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

键词，等高对接沪苏浙，坚持互

联互通、产业协同，扎实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2019年10月，滁州市南谯区

与南京市浦口区签订《浦口—南

谯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共建框

架协议》，启动 50 平方公里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重点围绕生态环

境、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社会

治理、公共服务“五个一体化”

开展跨界合作共建。如今，双方

合作共建成果丰硕，南谯和浦口

正逐步成为携手推动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的新范本。

签订协议后，南谯区在与浦

口区共同成立跨界一体化示范区

建设推进小组的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了“领导小组+办公室+开发

公司”的管理运营架构，注册成

立滁州南浦合作开发有限公司，

共同印发了 《2021 年浦口-南谯

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

要点》明确了重点合作事项，在

规划编制、基础设施建设、公共

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均达成了

一定共识。

南谯明确4.31平方公里的区

域作为启动区，完成了启动区控

规编制并报市政府待批，正在编

制启动区土地成片开发方案，同

步推进示范区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和生态环境等专项规划编制工

作。

打造长三角省际毗邻地区绿

色发展样板区是浦口-南谯跨界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主基调，产

业协同发展则是两地融合发展的

基础。

2020年6月22日，南谯经开

区与浦口高新区签署了《共建产

业合作园区协议》，在南谯经开

区内设立“南谯浦口一体化发展

共建合作园区”，让一批技术含

量高、符合当前产业发展方向的

项目在园区结出硕果。目前，累

计签约 3 个亿元以上项目；华瑞

微半导体项目建设进展顺利，将

于今年10月底投产；约11万平方

米的产业合作园标准化厂房一期

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将于年底前

竣工。

今年 4 月，南谯、浦口两区

政府签订了城区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全面深化多领域共建合

作。双方在两区水利、教育、

卫生等 23 个部门分别签订了合

作 共 建 协 议 ， 形 成 了 “1+N”

的多领域广泛合作格局。建立

两 区 医 疗 特 色 专 科 共 建 等 机

制 ， 先 后 组 建 了 骨 科 专 科 联

盟、疼痛专科联盟；共同举办

第二届老山国际文化旅游节；

共同开展滁河“清河清湖”专

项行动，建筑垃圾 （渣土） 管

理集中整治行动等。

此外，双方在交通、教育、

医疗等方面的合作也更加密切起

来。签署《南浦一级公路 （含南

浦滁河大桥） 建设合作协议》，

谋划南浦一级公路 （浦南新通

道） 及南浦大桥项目，推进滁宁

城际轨道南线项目；依托浦口国

家农创园，构建区域一体化农产

品展销物流平台；滁州市实验小

学等 4 所学校与浦口区新世纪小

学等 4 所学校开展点对点合作交

流；以滁河风光带为依托，浦口

—南谯跨界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正

积极发展休闲观光、旅游度假、

创意农业等业态。

如今，南谯与浦口的协同合

作已在各个领域“开花结果”，

一张共建共享的网络已经在两地

全面铺开。

记者 牛新建

本报讯 7月8日至12日，由商务部、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台办、全国工商联、中国侨联、中

国贸促会和甘肃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二十七届兰洽会在

兰州召开。

本届兰洽会期间，皋兰县共签约26个项目，投资

总额138.62亿元。其中，现场签约绿色焦化厂产业基地

暨生态低碳清洁能源产业链、厨余垃圾无害化处理厂等

12个合作项目，投资总额77.32亿元。

本次签约项目涵盖通道物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

多个领域。其中年产300万吨绿色精品骨料生产线、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二期等14个项目作为市列重点签约项目，参

加兰州市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投资总额61.3亿元。

近年来，皋兰县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抓手，按照“两真四有”招商引资工作理念，

以项目储备为基础，以营商环境为保障，以项目落地为重

点，以“大招商、大开发”支撑“大发展、大跨越”，皋

兰正彰显崭新面貌、展现无穷魅力、焕发勃勃生机。

西固区在本届兰洽会期间共签约19个项目，签约

总额 301.41 亿元，较上届兰洽会增长 218.72%。其中，

市专场拟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9.23亿元；区专场签

约11个项目，总投资172.18亿元。19个项目涉及新能

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商贸、生态环保、文化

旅游等多个领域。

西固区近年来紧紧围绕工业强区、产业兴城的发展

目标，着力构建区港联动开放大平台、产城融合新型石

化城、国际贸易商业副中心、城乡一体发展示范区、黄

河上游生态保护先行区的新发展格局，谋划实施了“五

大片区”建设三年行动，探索建立了“五个全员”项目

推进机制，扎实开展“招商引资攻坚年”和“重大项目

百日攻坚”行动，扩总量、优结构、创优势、增后劲，

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中心城区新征程。

记者 陈曦
通讯员 王汝雅

让群众端好“饭碗”，关系千

万家庭的幸福。去年以来，山东

省邹城市创新推行小型村级劳务

中介，以创业培训带动“小老

板”孵化，精准施策开展“店小

二”式就业服务，通过破解人岗

信息匹配不精准的问题，推动政

府行政式服务向市场化服务转

变，探索出一条符合实际、普惠

群众的就近就地就业路径。

去年，邹城市香城镇王村成

立了一家小型村级劳务中介——

济宁名川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走

进公司大门，远远就可以看到墙

上张贴的各类招聘信息海报，清

晰地标注出薪资待遇等事项。“这

个村级劳务公司太好了，不仅派

人上门问我们想干什么活，还给

我们找活干。”通过济宁名川劳务

服务有限公司就业的农民工亓兴

强说。

邹城市成立村级劳务中介，

把就业创业服务精准送到每家每

户，在精准摸排就业信息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创业指

导。同时，邹城市对劳务中介工

作人员加强业务指导，动员他们

及时收集市内外企业岗位信息，

建立不同层级的微信服务群，及

时发布劳动力和用工信息，促进

用人单位与求职者无缝对接。

邹 城 市 人 社 局 局 长 崔 俊 锋

说：“通过村级劳务中介精准摸排

农民工就业信息，精准推荐给有

用工需求的企业，实现了信息收

集、共享、服务、培育的闭环。”

目前，邹城市已成立189家村

级劳务中介机构，辐射带动农民

工就业3万多人，年人均增收3万

元。

邹城市副市长栾涛表示：“面

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的新常

态，邹城大力实施创业助推‘1+

3’行动，较好稳定了就业局势。”

“1+3”即为每一位有创业意

愿并参加创业培训的高校毕业

生、城镇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

民工等城乡各类劳动者，推荐一

个创业项目、协助落实一处经营

场地、帮助办理一笔创业担保贷

款，鼓励支持城乡各类劳动者自

主创业。

邹城市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

了 13 家定点培训机构承担全市就

业创业培训任务，开展服务技能

提升活动，让每位有创业意愿的

劳动者参加创业培训。去年以

来，邹城市累计为城乡各类人员

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5780 人次，创

业培训 1372 人次。邹城市依托公

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和就业网，

广泛收集创业项目，组建创业项

目资源库，开展创业项目推介月

活动。目前，征集到300多个创业

项目，助推 2878 人创业，带动

17268人就业。

为更高效地发放创业担保贷

款，邹城市扎实开展创业担保贷

款“快易贷”行动，为创业者发

放最高15万元、小微企业最高400

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去年以

来，邹城市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2878笔、38163万元。

去年以来，邹城市提出打造

最优营商环境，加强信息化、智

慧化政务服务建设，开展“政策

找人”专项行动，切实提高企业

和市民办事便捷度。

邹城市人社局就业和人才中

心主任饶志茹说：“人岗双方注册

信息后就能实现永久储存和智能

匹配，进行不间断推送推荐，直

到满足求职和招聘需求为止。”

同时，邹城市还针对不同类

型的企业，组成专家团队上门入

户精准实施“政策找人”，通过信

息数据比对筛查，实行量身定

制、“靶向”施策、“承诺受理、

容缺办理”，对于符合各类补贴政

策的企业，主动告知、及时兑

现。去年以来，邹城市已与 1000

多个经营主体主动联系定制补

贴，落实就业创业资金1.2亿元。

记者 黄长秋

本报讯 近日，福建省政府

印发了《福建省“十四五”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

《规划》指出，福建省制造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三分之

一，是福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以来，福建省工业发展

稳中向好，质量效益持续提升，

形成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十三

五”期间，福建省规上工业增加

值年均增长7.1%，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6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年均

增长 10.5%，高于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速2.8个百分点；技

改投资年均增长14.8%。

“十四五”是福建全方位推进

高质量发展超越、加快新时代新

福建建设的关键五年，科学制定

实施“十四五”制造业专项规

划，更好地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是关系全省经济全局的重大战

略任务。

福建省工信厅副厅长兰文介

绍，省工信厅认真按照省委、省

政府编制“十四五”规划的有关

工作部署要求，2019年成立“十

四五”制造业规划编制工作领导

小组及工作专班，加紧开展《规

划》的研究和编制工作。

《 规 划 》 总 体 可 概 括 为

“13913”编制体系。其中，“1”

为始终围绕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这一主要目标；“3”为全力发展

主导产业、优势产业、新兴产业

三大门类产业，推动构建“六四

五”产业新体系；“9”为实施创

新发展等9项重点行动；“13”为

组织实施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提

升等13个重点工程。

兰 文 表 示 ，“ 十 四 五 ” 期

间 ， 福 建 省 大 力 实 施 “ 强 制

造”计划，做大做强万亿主导

产 业 ， 提 档 升 级 传 统 优 势 产

业，加快发展前沿新兴产业，

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以更高水

平 推 进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超

越，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提供

坚实支撑。

福建实施“强制造”计划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省

记者 杨露勇
通讯员 伍凤秋

本报讯 7月6日，重庆市巴

南区智慧园区平台正式上线。平

台将通过打通产业链、服务链、

创新链、资金链等，对工业园区

经济运行、信息收集、环境保

护、项目建设进行统一监测和精

细化管理。

“巴南智慧园区平台是集园区

管理、园区服务和可视化监管三

位一体的平台体系。”巴南区经信

委负责人介绍，整个平台项目分

三期打造，目前一期已经完成。

项目完成后，可实现对全区工业

园区经济运行、信息收集、环境

保护、项目建设等进行统一监测

和精细化管理。

其中，园区管理以构建“政

府、园区、企业”三级协同架构

为核心，提供了协同办公、项目

管理、物业管理、资产管理、安

全环保、能耗管理、安全生产、

应急指挥等业务应用，为政府、

园区、企业用户搭建高效的信息

沟通网络、统一的信息处理中心

和灵活的事务协同处理机制。

园区服务以整合资源、服务

企业、赋能产业为核心，通过整

合优质服务资源，构建面向企业

的统一的在线服务窗口，构建园

区之窗、科创巴南、企业供应

链、企业服务池、企业金融服

务、公共服务等应用，为企业提

供立体化服务渠道，实现需求与

资源连接、线上与线下服务闭

环、传统服务向线上线下服务转

变。

可视化监管以大数据智能

化、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

构建管理云图和服务云图。管理

云图面向巴南全区构建区级管理

云图，面向园区构建园区管理云

图，提供园区概况、经济运行、

规划管理、工业用地、标准厂

房、项目管理等十余个“一张

图”可视化主题页面，直观了解

巴南区、各园区的经济运行、规

划管理，用地、厂房、项目等运

行状态，构建以产业链、服务

链、创新链、资金链为主线的产

业生态圈，辅助决策、招商等业

务开展。

重庆巴南区智慧园区平台上线

（上接第一版） 同时已完

成 30 个村的农村污水治理任

务，其他村通过生活污水一体

化处理方式进行治理。结合基

础设施完善提升，加强“四好

农村路”建设，加快推进村庄

主街道和巷道硬化，今年计划

完成 33.4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

目前已完成 16.2 公里新建乡道

建设。下花园区结合村庄建筑

风貌提升，对破损房屋院落进

行有针对性地修缮、加固，提

升民居的舒适性、安全性、耐

久性、美观性，同时提升村庄

绿化美化水平，37个村已全部

完成绿化任务，全区所有村庄

绿化覆盖率达 30%以上。下花

园区采取政府主导与市场运作

相结合的方式，积极筹措建设

资金，补齐短板弱项，加强统

筹协调和督导指导，确保 8 月

底前完成民宅修缮和“三建”

工作，10 月底前完成全部任

务。

防返贫致贫是一项常态化

和长效化的工作。下花园区鼓

励和支持农村人居环境、防疫

消杀、生态建设等项目建设与

管理时，优先吸纳 140 多名脱

贫人口就近就业。针对 440 个

公益岗位设置，健全按需设

岗、以岗聘任、在岗领补、有

序退岗的管理机制，引导更多

群众通过劳动获得收入。与此

同时，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

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开展动态监

测，充分利用民政、医保等部

门现有数据平台，重点关注

1771名脱贫人口和34名边缘易

致贫人员，健全多部门联动的

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机制，

并开展针对全区所有农村人口

和空心村搬迁人口防返贫动态

监测和帮扶工作排查工作，实

现早发现、早帮扶。

“小”处见真章 “饭碗”端得稳
——山东邹城市推行村级劳务中介保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跑好跨界融合发展“第一程”
——安徽滁州南谯区奋力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范本

第
二
十
七
届
兰
洽
会
在
兰
州
举
行

皋
兰
县
和
西
固
区
引
资
总
额
逾
四
百
亿
元

移步皆见好风景

近年来，宁夏银川市贺兰县依托梅花鹿养殖产业，按照“政府+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辐射带动了5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特色养殖，为农民开辟了一条增收新路径。

图为在贺兰县隆源村，社员在给梅花鹿喂食。 杨植森摄/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