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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组稿特别鸣谢漯河日报社

漯河：沙澧大地崛起食品名城

对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传统平原农
区来讲，破解“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民
生怎么办、粮食怎么保”四大难题，实现“三
化”协调发展，一直是摆在河南人面前的重
大课题。

多年来， 漯河市围绕这一重大课题进
行了不懈的探索，坚持围绕“农”字做文章，

围绕农业办工业， 把食品产业作为富民强
市的战略选择，大力发展食品工业，不仅培
育出了亚洲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双汇集
团、驰名中外的南街村集团、全国第一家葡
萄糖饮料生产企业乐天澳的利集团、 全国
最大的可口可乐生产基地漯河太古可口可
乐饮料有限公司等一批知名食品企业，而
且吸引了可口可乐、美国杜邦、韩国乐天、

日本火腿株式会社、香港巧巧、台湾旺旺、

康师傅、中粮集团、江苏雨润等一大批世界
500

强企业和全国知名食品企业巨头在漯
河竞相投资， 食品产业成为全市的第一支
柱产业。 该市的食品工业增加值、 销售收
入、利税总额连续多年雄居全省第一。目前
的漯河， 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肉食品加工基
地、 全国重要的粮食加工基地和中部地区
重要的饮料生产基地。 食品名城已成为漯
河最闪光的城市名片。

抓好规划布局建设大基地
食品工

业规划事关
长远、事关全
局。在发展定
位上，漯河市
提出了“五大
基地”的建设
目标，就是不
仅要把漯河
建设成为食
品原料生产
基地、食品加
工基地，还要
把漯河建设
成为全国知
名的食品交
易基地、食品
消费基地和
食品研发基
地，让漯河真
正成为省内
领先、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
的食品名城。

在发展策略
上，该市出台
了高质量的
《漯河市食品
工业发展规
划》， 确立了
经济发展必
须植根于农
业，围绕“农”

字做文章，必
须把食品工
业作为全市
未来抢占经
济发展制高
点的战略选
择来抓。通过
发展现代农业， 一方面直接生产细分的高
端农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可以为
工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料保证。在
发展布局上， 该市规划建设了六个产业
集聚区，分布在全市四周，每个集聚区
的主导产业都是食品或与食品相关
的产业，形成了食品工业发展的集
聚效应。在发展保障上，该市成
立了高规格的食品工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和食品工业
发展办公室， 定期召开
会议， 研究问题、推
进工作， 漯河已
经形成了以

食品工
业带

动农业、 以农业促进工业、 工业繁荣商贸
业，一、二、三产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大
格局。

抓好龙头培育发展大企业
该市坚持扶优扶强，培育龙头，扶持骨

干，努力实现重点企业的规模化发展。一是
围绕产业链条抓重点。在食品产业链前端，

该市突出抓“双汇产业化工程”的推进，高
标准建设食品工业“第一车间”，采取“龙
头
+

基地
+

农户”的形式，建立起企业与农户
之间互利共赢的联动机制， 实现了既能为
龙头企业提供优质安全的原料资源， 又能
使广大农民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大幅度增加
收入的良好局面，龙云集团、北徐集团、雪
健公司、 天翼公司等一大批食品工业的源
头企业不断发展、茁壮成长；在食品产业链
中端，该市注重抓大育大，着力培育了一批
“蜂王型”的行业龙头企业，使其在保持自
身良好发展势头的同时，发挥好示范作用，

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及整个产业链快速发
展，双汇、澳的利等一批食品加工企业规模
不断壮大；在食品产业链终端，该市依托双
汇物流公司、南街村彩印有限公司、华强塑
胶公司等企业， 做好产品的包装和销售工
作，依托豫南口岸、福田·温州国际食品城、

中华名吃娱乐城等载体， 大力发展商贸物
流、餐饮娱乐等现代服务业，完善食品产业
链条，健全食品产业结构，丰富该市食品文

化。 二是围绕重点企业抓培育。 强力实施
“工业双百行动计划”，选择

100

家规模优势
企业和

100

家高成长性中小企业，予以特殊
的政策支持， 对其中的

45

家重点食品企业
在项目建设、技术改造、市场开拓等方面给
予重点倾斜，使其规模更大、效益更好、实
力更强，促其成为漯河工业的“航母舰队”。

三是围绕资金服务抓支持。 对于双汇等大
企业，该市实行土地特殊优惠政策，对新上
项目的食品企业，该市加大在贷款贴息、税
收优惠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去年金融危机
爆发伊始，该市就出台了在企业注册、项目
建设、生产经营、税收优惠、金融支持等方
面的

15

条办法，为食品企业战危机、保增长
打牢了基础。 该市市政府每年安排

2000

万
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企业发展， 并对税收
贡献大、 增长速度快的企业或法人代表给
予重奖。充分发挥现有

23

家担保机构的
作用，采取政府为主、社会为辅、

多元募集、 滚动发展的形
式，设立担保机构风

险补偿基金，

为中

小食品企业提供融资担保服务。 搭建信贷
平台，定期组织开展银企对接活动，与各家
银行签订战略合作投资协议，构建政、银、

担、企四位一体的长效对接机制，今年上半
年， 该市

8

家银行与
366

家企业签订了贷款
合同或协议，总金额达

137

亿元，其中半数
以上是食品工业企业。 该市还下大力气做
好南街村集团、 乐天澳的利公司等企业的
上市培育工作， 积极筹备发行中小企业集
合债券或集合中期票据， 开创中小企业融
资新模式。四是围绕优化环境抓服务。该市
实施重点项目代理责任制、 重点企业服务
制， 对于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由市级领导
和市直部门直接代理服务，突出抓好“企业
安静日”工作的落实，严格执行“重点企业
挂牌保护制度” 和“驻企业特派员制度”。

2010

年，该市在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活
动的基础上，实施了“企业服务行动计划”，

建立了市、 县、 乡三级服务企业的长效机
制，目前已帮助各类食品企业解决问题

120

项，企业满意率
100%

。五是围绕战略重组抓
引进。突出食品产业优势，全力支持大企业
进行战略重组， 积极培育一批对战略投资
者有吸引力的重点项目，瞄准世界

500

强和
国内

100

强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和承接产业
转移力度，通过强强联合、兼并重组，提升
技术水平，增强技术实力，扩大产业规模，

促使企业向国际化迈进， 双汇集团与美国
高盛集团的合作、 北徐集团与江苏雨润集

团实现重组、 韩国乐天公司重组昌达公司
等成功案例的实施， 充分说明了战略重组
对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助推作用。今
年以来， 该市已成功对

11

家食品企业进行
战略重组，总投资

14.5

亿元。

抓好科技创新提升大产业
建立技术创新体系。 该市依托漯河高

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市技术创新公共研发平
台，发挥双汇技术中心的示范引导作用，支
持规模以上食品企业建立技术中心， 健全
食品质量保障体系。 该市在市科技局设立
高新技术及产业化推进专门机构， 负责企
业高新技术的论证、立项、评审、转让等工
作， 帮助推进高新技术项目的产业化。目
前， 漯河已建成食品行业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
2

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1

个、省级企业
技术中心

13

个、 省级工程技术中心
2

个，食
品企业的新产品开发能力和新技术推广应
用能力逐年增强。

建立校企对接机制。 在与中国科技大
学、 江南大学等高校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
基础上，漯河市鼓励企业与知名高校、科研
院所通过合资、 合作、 联合开发等多种形

式，建立产业研发联盟，建立优
势互补、 共赢发展

的合作

创新机制， 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发展难
题。去年年底，漯河市第一个“国”字号技术
检验机构———国家肉制品质量检验中心正
式投入使用，在加快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发
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健全培养和奖励机制。该市依托漯河高
校和职业院校加大对食品专业人才的引进
和培养力度，广泛开展“定单式”培训。在食
品企业中建立

CIO

（首席信息官）工作制度，

全面负责企业的创新工作和信息化建设项
目的实施，切实提高企业对创新手段的运用
能力；制订出台了《漯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
法》，设立了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漯河市市
长质量奖等奖项，对在全市科学技术进步活
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给予重奖，今年该市又
开展企业创新年活动， 设立专项奖励资金，

进一步加大实施技术创新的力度。

抓好品牌建设抢占大市场
开展品牌创建工程。 该市制订了实施

品牌战略的意见， 引导食品企业增强品牌
意识，市财政每年拿出专项资金，对荣获中
国名牌和省名牌产品的企业给予奖励，把
实施品牌战略作为一项目标， 列入各县区
和部门目标考核体系。

丰富品牌文化内涵。 该市注重引导企
业创新理念，追求严谨，提升品牌档次，提
高文化附加值，借助双汇、南街村、澳的利
等知名食品企业的巨大优势， 鼓励企业发

展融生产、销售、展示、旅游于一体的企业
文化旅游， 每年到漯河参与食品企业文化
旅游的人数已突破

50

万人次。

搞好品牌推介。该市通过新闻媒体、推
介会、招商会、洽谈会等各种手段，不遗余
力地把“双汇品牌”、“南街村品牌”、“中国
食品名城品牌”等推向市场、推向全国，充
分发挥“双汇”等名优品牌的巨大优势，把
品牌向产业上下游和相关产业延伸， 不断
开发新产品，创办新项目。双汇集团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设立了
40

多个子公司， 产品走
出国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品牌效应。

抓好节会经济实施大引进
为扩大中国食品名城的影响力，该市以

食为媒，加速漯河食品产业的集聚，先后筹
划组织了八届中国（漯河）食品博览会，效果
显著。

8

年来，该市累计签约项目
380

个，签约
额
709.4

亿元，总交易额
1030.9

亿元，吸引了
一大批有影响的企业或财团到漯河与之合
作，国内外知名的可口可乐公司、旺旺集团、

中粮集团、雨润集团、正邦集团等借助这一
平台，先后进驻漯河投资办厂。该市通过在
食博会上举办一年一度的食品产业高端论
坛，开展食品机械、食品包装等相关产业的
展销和推介，丰富了食品节会的内涵，提高
了效果，扩大了漯河的影响力。

□

本报记者赵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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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的省辖市中，漯河是个名
副其实的“小”市。但如果将目光聚焦
于该市产业集聚区的发展上，这个有
着“中国食品名城”称号的城市却又
足显“大”气。

主导产业突出， 集群效应明显，

产城融合深化，环境不断改善，目前
漯河市的产业集聚区， 在承载力、聚
合力、竞争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均居全
省领先水平，主要经济指标位列全省
第一方阵。

数据显示，产业集聚区对该市投
资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80%

，对工业经
济的贡献率达到

79%

，已成为漯河经
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临颍速度”

八月的临颍县产业集聚区内，一
派繁忙景象。

谁能想到，四年前，中西部最大
的休闲食品基地在这里还根本见不
到影子。而今，对临颍来说，产业集聚
区加速推进，快速培育了一个特色明
显、相接成链的食品产业，这块土地
已成为漯河市县域经济迅猛崛起的
象征。

到过这里的人，都由衷感叹发展
之快：虹峰科技从开工到投产用了

10

个月，亲亲食品用了
9

个月，嘉美制罐
从签约到投产用了

6

个月，养元“六个
核桃”只用了不到

3

个月。

当年开工、当年投产，项目建设
在这里诞生了“临颍速度”，且还在不
断被刷新中。

而受这里巨大的发展活力吸引，

国内最大的蛋白饮料生产企业华冠
养元、 国内最大的法式面包生产、国
内最大的糖果生产企业雅客、国内最
大的凉茶生产企业王老吉、国内第一
低温肉制品企业雨润、行业排名第二
的果冻生产企业亲亲等一批行业领军企业纷纷落户。

统计数字显示， 目前这里亿元企业群体数量由
17

家壮大到
35

家，其中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由
3

家增至
7

家，纳税百万元企业
由
23

家增至
77

家，工业对税收的贡献由
35%

攀升至
56%

。

“漯河制造”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只是漯河市产业集聚区快速发展的一个
缩影。

4

年多来，“漯河制造”影响力不断扩大。

临颍县产业集聚区汇聚了亲亲、盼盼、巧巧、华冠等
20

多个国
内知名品牌，形成了休闲食品产业集群特色。

舞阳县产业集聚区招引中国盐业总公司、 河南煤化集团、金
山集团、富铭集团氟化工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成功入驻，为打造河
南重要的盐化工基地奠定了坚实基础。

淞江产业集聚区初步形成了食品医药产业集群，以乐天澳的
利、上海小帅才、方汇药业为龙头的食品医药产业，经济总量已占
整个产业集聚区的

53%

。

沙澧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医疗器械、 汽贸物流两大产业集群，

其中汽贸物流城成为了豫中南地区最大的集汽车展示、 销售、保
养、维修、证照办理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汽车贸易基地和名车荟萃
展示中心。

东城产业集聚区随着东兴电子、台湾光华、深圳联创、香港科
兴等一批龙头企业相继落地，已成为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一体两
翼”的重要支撑。

漯河经济技术产业集聚区总量居全省
180

个产业集聚区第二
位，美国嘉吉、可口可乐、三一重工、协鑫、统一食品等一大批国内外
名企、名牌聚集，已成为漯河食品名城产业核心区。

眼下，漯河市六大产业集聚区正竞相发力，聚合成了沙澧大
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国家森林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绿化
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中部最佳
投资城市、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获得者。

河南省漯河市

双汇工业园

双汇集团肉类加工生产线

□

漯河日报记者梁晓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