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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 月 26 日，我县高规格举行推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暨科技创新、招商引资工作大会，突出产
业兴县、惠民强企，坚持“产业挑大梁、制造扛大

旗、科创迈大步、招商出大力、企业担大任、环境
成大业”， 动员全县上下坚定不移抓产业、 强制
造、促创新、大招商、助企业、优环境，擂起高质量
发展的战鼓，奏响了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

巫山建设的强音。
“产业发展，关键在人、关键在干。 ”如何将大

会精神落到实处？ 县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委、农
业农村委、科技局、招商投资事务中心等部门负

责人表示，要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全力以赴抓
好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坚定“产业兴县”战略
奏响“大抓产业、抓大产业”强音

本报讯 今年，县发展改革委将紧紧围绕年度目标任务持续发力，积极
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部署要求，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把高质量发展
要求落实到项目审批、企业开办、服务群众的各环节、全过程，全县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

进一步营造便商利商的政务服务环境。 持续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推行集成化办理，大幅减少办事环节、申请材料、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 建立
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实行项目并联审批、审批联合勘验、全程帮办代办，为
企业和群众提供纵向到底的审批服务和横向到边的帮办服务。 进一步完善
政务公开制度，利用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公开、及时更新、权威发布各类政策
信息，推动惠企政策落实落细。

进一步营造聚商活商的公平市场环境。 以促进市场主体发展质量为重
点，深化市场主体准入便捷措施，推进网上办事平台建设。 全面推行企业信
用分类监管，建立健全信用信息披露制度与信用奖惩政策体系，对于信用记
录良好、信誉度高的市场主体，在行政监管、金融信贷、政府项目上给予倾
斜。 深化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改革，依法保障各类
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积极构建平等统一规范的政策体系，及时废止
或修改不利于市场竞争、阻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文件规定。

进一步营造护商安商的良好法治环境。 强化情报信息收集和研判，严厉
打击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 大力推进现代化诉讼服务，全面为
企业开展网上立案、庭审、送达等在线诉讼工作，依法高效办理各类涉企案
件。 深入治理市场混淆、商业贿赂、虚假宣传、商业诋毁和侵犯商业秘密、不
正当有奖销售、网络领域不正当竞争行为。 启动公平竞争审查信息化系统的
推广运用，以数字化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增效。

进一步营造尊商亲商的亲清政商环境。 搭建“政银会企”融资平台，为企
业解决融资困难。 搭建“企业信用”平台，开展企业信用体检，指导帮助黑名
单企业进行信用修复。 搭建“企业法治”平台，抓实“万所联万会”行动，强化
民营企业法律风险防范预警。 搭建创新服务平台，推进民营经济领域标准化
创新工作，以高标准助推民营企业创新转型升级。 发挥好“非公经济工作联
席会议”“领导干部联系重点民营企业制度”“民营企业事项办理闭环制度”

“民营企业定期培训制度”作用，用好“96002”民营企业诉求热线，支持帮助
民营企业用好用足各项利好政策。

进一步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 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指导监督、检查考核等
工作，定期研究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开展。 加大对营商环境的督查考核力度，
充分发挥县政府督查室、县纪委监委作用，扎实开展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
各单位以创新机制、压缩时限、优化服务为抓手，进一步提高企业和群众满
意度，力争 2023 年度市对巫山县优化营商环境考核排名上升。

本报讯 2024 年，县经济信息委将立足实际、发挥优势、突出重点、保
持定力、久久为功，进一步树牢“争”的意识、焕发“抢”的斗志、拿出“拼”的行
动，奋力推动巫山工业高质量发展。

秉持事争一流，立下争先进位“军令状”。 找准产业方向，准确把握全市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33618”目标任务，着力构建“2+2+X”（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中药材加工，清洁能源、绿色建材，其他制造业）生态工业集群体系，促进
产业迭代升级，构建发展新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增强产业发展导向性，做好
创新创业园规划，形成以园区为主战场、乡镇为重要支撑点、大中小企业集
聚发展的格局， 把制造业发展作为工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瞄定发展目标，
2024 年，培育规上工业 10 家以上，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2%以上，工业投
资增长 20%以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 3.5%。 13 个赛马比拼指标
稳中有进、进中提质，实现争先进位。

育产业强集群，深化改革提质“增活力”。培育“链主”企业，持续推进“亩
均论英雄”改革，实施规模以上重点制造业企业提质扩能行动，扩大规模能
级，努力培育龙头企业，增强带动力。强化升规企业培育，动态完善升规企业
库，“一企一策”对重点企业倒排时间、定向培育，增加市场主体，做大制造业
经济总量。 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实施中小微企业“春雨润苗”行动，发挥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平台支撑作用，深入推进“大手牵小手”，全方位引领
带动小微企业发展，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增强市场竞争力。 创新赋能壮大企
业，引导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大科技创新，走“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2 家、高新技术企业 3 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
10 家。

抓项目促投资，夯实工业倍增“强支撑”。 加快推进园区平台建设，建成
现代食品产业园和大健康产业园，启动数字园区、早阳食品农特产品中小企
业集聚区建设。加速推进重点项目投资，建成投产垃圾焚烧发电、蓝绿矿业、
触摸屏液晶模组及智能终端设备生产、 电子元器件生产等项目。 全力推进
240MW 屋顶分布式光伏、大风口风电、华润二期技改扩容、三溪绿色矿山、
冻干全产业链、烤鱼预制菜、超越世家鞋服生产等项目建设，力争启动抽水
蓄能项目建设。招优引特重点企业，围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中药材加工、清
洁能源、绿色建材、其他制造业，招引、培育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龙头企业
和链主企业，打造多条百亿级产业链，培育“三峡制造·巫山好品”。

优服务抓保障，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深入贯彻落实“稳进增效、除险
固安、改革突破、惠民强企”总体要求，建立“一企一专员”定期走访制度，推
进企业问题协调解决 100%。 重点企业项目实行一事一议动态服务。 全面落
实各级惠企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水电气讯等要素成本，优化企业“全生命
周期”服务。争取一定资金支持工业发展，重点用于产业升级、品牌培育和支
持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生产要素补贴等。

本报讯 2024 年，县农业农村委要按照县委、
县政府工作部署，聚焦“基地建设、主体培育、品牌
打造、平台建设”等方面，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产业，打造具有巫山辨识度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体系。

围绕产业抓配套，做优原料基地。 全力打造以
脆李为主，柑橘、核桃为辅的果品产业；着力构建以
党参为主，川牛膝、淫羊藿为辅的中药材产业；大力
发展以魔芋为主，甜玉米、巫山洋芋为重点的蔬菜
产业。 加快推动早阳食品及农特产品集聚区建设，
完成双龙镇农副产品加工聚集点、庙宇镇粮油加工
基地、官渡镇白酒生产基地、大昌镇零食特产类加
工试点区建设。打造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

“特色水果链、优质粮油链、绿色蔬菜链、道地药材

链、生态养殖链”。加快推进以浓缩果汁、预制菜、创
新酒品等食品加工项目。 完善“1+5+N”产业供应
链体系，建设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启动区域农
产品冷链物流项目，建成中药材产地加工仓储。 新
增巫山恋橙出口基地 1—2 个， 完成巫山鸡蛋出口
基地备案，推动农特产品出口东南亚、东欧等地区。

围绕主体抓培育，做强加工企业。 坚持大中小
企业一体培育。 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企业升规入
统，持续开展农产品加工企业贷款贴息、升规入统
补助，重点打造巫峡粉丝、神女药业、荣科供应链科
技有限公司等集农产品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力争培育年综合产值超亿元的国家
级龙头企业 1-2 家。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围绕“一
主两副五辅”，坚持全产业链招商，引进一批集仓储

和商品化处理与一体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
用加工企业， 瞄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领域重点企
业，引进培育一批“链主”企业。 加快推进山东潍坊
坤泰沃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丰农控股有限公
司产业投资协议落地。

围绕特色抓效益，做靓产业品牌。 进一步做大
做强巫山脆李、三峡柑橘·巫山恋橙、巫山庙党等特
色农产品品牌， 创建绿色优质农产品品牌 20 个以
上，擦亮“三峡制造?巫山好品”品牌名片，培育一批

“土字号”“乡字号” 品牌。 打造“爆品”“爆款”“爆
点”，深入研究消费者行为和市场变化趋势，引导企
业合理定位产品，加强产品研发设计，力争果品、中
药材、蔬菜产业培育 1—2 个“爆品”。

本报讯 2024 年，县科技局将按照县委、县政
府工作安排，围绕科技创新“138”工作体系，锚定建
设具有渝东北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总体目标，明
确建设现代化农业科技创新高地、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承接高地、优秀科技人才汇聚高地“三个发展定
位”，实施“八大行动计划”，为着力打造具有渝东北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实现新突破。

大力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攻坚行动。加快完
善全县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推动创新要素向关键领
域集聚。 优化县级科技攻关计划体系，积极为科技
人才松绑减负，建设更具吸引力的创新生态。

大力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企业“双倍
增”行动。围绕我县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布局，充分发
挥各类创新主体作用，构建“发现一批、服务一批、
推出一批、认定一批”的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机制和

“3+N”服务模式的科技企业培育链，打造一批科技
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

大力实施创新平台建设提升行动。建立以企业
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
体系，做好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创建工作。引进、培育
一批重要创投机构和新型研发机构，打造面向未来
的区域创新“生态雨林”、产业科创名城闪亮标签。

大力实施高水平科技人才聚集行动。依托本地
园区、企业、专家工作站，加强与全国各大高校院所
合作，通过承担重大科技项目，培养、引进和集聚人
才。 利用科技特派员加快培育一批农村乡土人才，
积极推进农村人才振兴。加强科技人才智库建设管
理，吸引各类科技人才，充分发挥智囊作用，为巫山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大力实施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行动。聚焦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绿色食品、生物医药、绿色能
源等重点领域，开展技术应用推广和试验示范。 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
快培育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

大力实施科技开放合作深化拓展行动。加快推
动主导产业、 龙头企业与更多市内外行业标杆企
业、高校、科研院所联建联培、共建共享，加速集聚
高端创新资源，产出更多科技成果，促进产业需求、
研发能力、原创成果、专业人才、金融资本和科技服
务等创新要素集聚及有机结合，实现多主体、跨区
域的融合创新。

大力实施科技服务发展行动。建立科技人才服
务制度，依托烟台（巫山）博士工作站、科技特派员
等专家团队，精准开展指导和人才培训。 持续实施
“为科技工作者办实事、助科技工作者作贡献”等行
动。引育一批科技咨询、科技服务、科技管理等专业
机构，指导县域创新发展。

大力实施新时代科学普及行动。积极弘扬科学
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
法。深入挖掘和开展典案例型宣传，营造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本报讯 今年，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将严格落
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紧紧围绕抓好“两件大
事”、打造“四张名片”战略目标，坚持稳速增量与提
质增效相结合， 在推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担
当招商主体责任，切实抓好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
的“最大变量”。

锚定年度目标，以最实举措提升招引质效。 围
绕全年“招引项目 30 个、协议投资 300 亿元、到位
资金 60 亿元以上”总体目标，全力做好洽谈对接、
签约引进、落地投资。狠抓抓签约、抓洽谈、抓投资，
加快新签约项目落地开工建设，力争形成投资实物
量 60 亿元以上。

突出重点领域， 以最大力度推动成链延链补
链。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聚焦我
县“2+2+X”产业集群，加大“走出去”的频次和“请
进来”的力度，瞄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
引进一批投资体量大、带动能力强的链主项目。 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方面：坚持前端、中端、后端闭环招
引，紧扣浓缩果汁、预制菜、创新酒品、茶膏等重点
农产品加工领域，一体化打造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产
业集群。中药材方面：计划引进丰年年、丰农控股等
企业，做淫羊藿、木浆叶科数字化种植的全流程产
业链，从单品上突破，解决中药材整体量大而单个
品种量不足的加工问题，重点培育中药饮片及配方
颗粒、中成药、中药健康产品等加工集群。电子信息
方面：依托已招引的手机触摸屏、电容等企业，重点
引进电子元器件、PC 板、SMT 贴片等上下游企业。
保育康养方面：重点依托广东对口支援平台，引进
户外运动器材、老年用品、婴幼儿食品等企业。劳动
密集型方面：围绕方圆鞋业、超跃世家、双喜鞋业等
重点企业延伸鞋服产业。

完善保障机制，以最优服务打造投资热土。 加
快体系重构、流程再造、能力重塑，全方位服务企业
发展、项目落地。强化全方位政策供，进一步梳理制

定符合招商实际的“政策包”，完善促进企业引进、
项目落地、后续发展 3 类政策，健全招商引资活动
清单、投资机会清单、目标企业清单和定制化政策
清单，优化工业招商优惠政策、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扶持政策、工业企业成长扶持政策，细化实化
并降低水电气等要素保障成本。强化全生命周期服
务，围绕项目签约—落地—投产，明确洽谈落地、企
业培育、跟踪服务等具体目标，全流程“保姆式”服
务企业和项目。 同时，根据项目建设和企业成长需
要，推进实施提供“点餐式”服务。 强化全链条考核
评估，突出目标导向，将招商任务细化分解到部门
到人头，形成全员参与的强大合力。突出过程导向，
加强督办督查，实行“周报告、月调度、季签约、年考
核”机制，定期亮赛比拼招商引资工作。突出结果导
向，加强目标完成情况、资金到位率、项目开工率、
重大产业项目占比等考核内容的结果运用。

本报讯 2024 年，是工贸园区形象展现年、素
质蝶变年和改革攻坚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
任务的关键之年。 将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总目标，
以企业提质增效为主抓手，以“三攻坚一盘活”改革
为驱动力，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克难攻坚，推进园
区发展实现量的快速增长和质的有效跃升。

园区管委会负责人称，2024 年的目标任务是：
在建项目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低于 10 亿元， 同比
增长 80%以上； 完成招商引资签约资金不低于 30
亿元，同比增长 150%以上；招商企业到位资金不低
于 20 亿元；新入驻市场主体 20 家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产值不低于 20 亿元，同比增长 210%以上（其
中， 规上企业实现产值不低于 15 亿元， 同比增长
200%以上）；实现限上商贸及规上服务业交易额不

低于 43 亿元，同比增长 20%以上；为全社会提供就
业岗位 5000 个以上。

在具体工作中，盘活存量，稳住基本盘。坚持效
益优先，对职教园进行查漏补缺，发挥国有资产效
益；强化工商互动，积极承接县城中心区域农副产
品批发交易等集散功能，强化农批、农贸和商贸物
流等业态培育。同时，用好用活上位政策，优化完善
配套政策，切实提升服务质效，发挥好二产业托底
作用和三产业赋能作用，。

拓展平台，增强承载力。提速楼宇工业建设，开
拓拿地建厂空间，积极策划包装项目，支持民营企
业建设运营厂房或为招商企业定制厂房。营造边贸
中心生态，加快形成产业生态，进一步完善学校、医
院等公共配套，构建边贸中心 15 分钟生活圈。

招大引强，孕育增长极。招引食农产业龙头，加
大食品农产品加工、中药材加工，瞄准各领域头部
企业和肩部企业招引龙头，增强产业竞争力。 打造
电子产业链条， 全年引进电子信息企业不低于 8
家。 建立其它产业基柱，培育新的增长点。

要改革突破，培育新动能。 以“园区的事园区
办，企业办事不出园”为目标，建立园区权力清单和
责任清单，全面完成园区整合提升，确保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达到 15 亿元以上， 制造业
规上企业亩均税收增长 5.5%以上。

要惠民强企，营造好坏境。 策划储备一批符合
国家政策的项目， 进一步凝聚园区和企业发展共
识，不断激发企业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优化营商环境 助推高质量发展

不遗余力培育“三峡制造”好品

打造具有巫山辨识度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

着力打造具有渝东北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以高质量招商导入发展新动能

推进园区发展量的快速增长和质的有效跃升

县发展改革委：

县经济信息委

县农业农村委

县科技局

县招商投资事务中心

县工业园区管委会

（本版文字均由记者卢先庆采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