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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滨：倾力打造产业集聚区“升级版”

过去，提起淮滨，多数人的印象是
“洪水”、“贫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
然环境等诸多不利因素， 让淮滨长期
陷入经济规模小、 工业化和城市化水
平低、综合实力全省垫底的困局。

如今， 在省政府批准淮滨产业集
聚区成为全省

175

个产业集聚区之一
后，在县委、县政府的带领下，在全县
人民的努力下， 淮滨的工业发展有了
长足进步。

2013

年上半年， 淮滨县产业集聚
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5.86

亿元， 同比
增长

29%

，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2.8

亿
元，同比增长

22.2%

，实现税收收入
1.22

亿元，同比增长
28%

。

在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中， 淮滨
县谱写出了一组组优美的诗篇。

筑巢引凤提升产业承载能力
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集聚，载

体建设是基础，资金筹措是关键。为此，

淮滨县采取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为
项目落地和产业集聚搭建了坚实平台。

目前， 县产业集聚区建成区总面
积达到

6.5

平方公里。“七横六纵” 路网
已形成，并全部实现绿化、亮化、美化
“三化”一体；城市基础管网配套齐全；

2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成投用； 新增
110KV

输变电站主体建设完工；

16

万平
方米综合服务区建成，其中公租房、写
字楼、员工公寓启用运行，

11

家企业入
驻办公，

2100

多名员工入驻服务区。造
船产业园区新建生产道路

10

公里，硬
化船台

300

多个。投资
12

亿元的乌龙酒
业二期技术改造基本完工。

招商引资突出产业集群发展
淮滨县紧紧围绕“一纺两造”主导

产业，按照龙头引领、产业配套、集群

发展思路，认真落实“四一”招商行动
计划，结合产业链图谱，锁定长三角、

珠三角等沿海重点区域， 瞄准纺织食
品等主导产业方向，采取多种方式，大
招商、招大商，取得了丰硕成果。

随着川大纺织、万和纺织、裕盛体
育、大地麻纤复合材料、金诺服饰、香
港森仕服饰、 江苏聚德纺织科技有限
公司和浙商纺织等一批纺织服装项目
先后落地投产， 轻纺产业集群初步成
形；随着富贵食品、华英肉鸡、金豫南
粉业等食品加工企业快速壮大， 以及
闽商食品工业园暨河南麦德隆食品有
限公司、顺和蛋品等食品项目落地，以
弱筋小麦资源综合加工利用的食品产
业集群初具雏形。 乌龙酒业技改项目
完成后，形成了集白酒生产、研发、检
验、物流等为一体的乌龙白酒生态园，

年产曲酒可达
2

万千升，商品酒生产能
力

5

万千升，吸纳就业
5000

多人，可实
现产值

35

亿。

在规范提升的基础上，凭借地理、

技术、成本、服务比较优势，淮滨淮河
造船业快速壮大升级， 规模船舶生产
企业

5

家，船用配套产品生产企业
30

多
家，船舶年生产能力

500

艘，船用配套
产品

750

万套件，解决就业
10000

余人，

产值
30

亿以上。一条长
8

公里，面积
3.8

平方公里，生产区、贸易区、服务格局
分明的沿淮造船带初具规模。

优化服务打造企业投资洼地
产业发展，生产要素是保障，更是

难题。为此，淮滨县积极围绕产业发展
资金、土地、人力、技术要素保障，创新
体制，完善机制，破解瓶颈，优化服务。

为破解融资难题， 淮滨县通过注
入、划拨优良资产等方式，创建并壮大
具有担保和投融资双重功能实体公
司，有力支持了园区建设和企业发展。

在破解用地难题方面， 淮滨县在搞好
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基础上，运作用

地周转指标，集中支持集聚区，常年储
备土地指标保持在

1500

亩
-2000

亩水
平， 有效化解了集聚区建设和项目建
设土地供需矛盾。 在破解技术难题方
面，淮滨县一方面与院所、院校建立技
术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支持企业建立
技术研发平台，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在破解用工难题方面，淮滨县建立
了用工保障“五项制度”，即县处级领
导联系企业用工制度、部门保障企业用
工制度、 乡镇负责企业员工供给制度、

企业员工定向培训制度和企业员工生
活保障制度，分工明确，责任具体，大大
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为提高项目首审批服务效率，淮
滨县在县审批中心设立产业集聚区服
务窗口和产业集聚区审批服务办公
室， 专人专职专门代理代办企业审批
项目，实现两个“零阻碍”服务，即企业
不与审批机构接触、 不与征地群众接
触，切实提高了行政效能。在管理体制
上， 淮滨县将集聚区管委会与办事处
领导班子套合设置，实行统一领导、分
线管理体制，赋予充分的直接管理权，

方便了产业集聚区内的经济活动。

产城融合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推进产城融合、互动发展，淮滨

县重点做好“两衔接”、 “一覆盖”。

2012

年
6

月， 该县对产业集聚区规划
进行了调整，规划面积由原来的

7.9

平
方公里扩大到

14.86

平方公里，并经省
发改委批复为产城互动融合绘就了
蓝图。同时，在产业集聚区规划新建
学校、医院、综合服务区、居民安置
区，开通公交线路，实现了县城与产
业集聚区路网、供电、给排水、污水垃
圾集中处理、 通讯等城市功能一体
化，进一步改善社会服务功能，增强
了产业集聚区集聚人口和承载人口
能力， 促进了人口持续集中集聚，产
城融合快速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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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伟戚帅华白云飞

电子信息产业让“信阳制造”迈向世界

近日，在信阳市产业集聚区星天空数码（信阳）科技园的
无尘车间内，一个个细小的电子零件在工人们的接力作业下，

最终成为一部带有
5.3

英寸触摸屏的东森
SK5

手机。

这是美国上市公司星天空数码集团除总部深圳外的另一
个智能手机生产基地，填补了信阳手机制造业的空白。

不仅仅是智能手机，许多“信阳造”液晶电视、平板电脑、

数码影音产品， 也先后从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的电子产业园诞
生。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在人才和资金上并不占优势的信
阳，通过以商招商、“按图索骥”等一系列举措，不仅实现了电
子信息产业零的突破， 而且让处于国际高新技术前沿的电子
业界企业纷至沓来。

“按图索骥” 让电子信息产业“无中生有”

在信阳市产业集聚区采访时，记者看到一张“电子信息产
业链”图谱。图谱显示，信阳将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地点
锁定在珠三角区域，招商引资主阵地更是深圳、东莞和港、澳、

台等电子信息产业发达地区。

“信阳市最有效的招商举措是‘图谱招商’。”信阳市产业
集聚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说，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绘制了“电子
信息产业链”图谱，并“按图索骥”开展针对性招商，解决了向
什么方向发展和依托什么样的企业发展的问题。

该图谱以家电类电子产品的研发和生产为核心，以
OLED

、蓝光、

HIFI

等高新技术为依托，确定智能显示终端、智
能通信终端、数码影音终端三大产业链，形成主导产业发展的
路线图。

河南天扬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是较早落户信阳市产业集聚
区的一家企业， 它由香港天盈集团投资兴建。 该公司生产的
TFT

液晶屏模组，主要用于液晶电脑显示屏和液晶电视显示屏
的生产，客户包括南京的中电熊猫等，而三星、

LG

等知名企业
都要找中电熊猫采购液晶显示屏。

天扬光电于
2011

年
1

月成立，当年
8

月，第一条液晶屏模组
全自动生产线便正式投产。该公司相关负责人尹伟光表示，公
司在行业内的快速发展， 得益于政府对企业的大力扶持———

集聚区内的电子产业孵化园建有标准化厂房， 政府将这些厂
房免费提供给企业使用，最初的

3

年，企业不需要承担任何租
金，就连电费也有补助和减免。

对进驻企业最具吸引力的还有产业集聚区的宏伟规

划———大量的相关企业进驻，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也吸引
了配套服务企业的跟进，减小了采购成本和运营成本，营造了
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成长环境。

依靠“图谱招商”，目前，已有
64

家电子信息企业在集聚区
落户，总投资

200

亿元。以泛蓝科技、天扬光电、圆创磁电、东信
蓝光等为代表的创新电子信息产业，把一个个“信阳制造”推
向世界。

以商招商培育产业集聚群
2012

年
4

月，星天空数码（信阳）科技园智能手机生产线在
这里正式投产，信阳人从此有了自己生产的智能手机。

星天空数码（信阳）科技园由星天空数码连锁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总投资

8

亿元，是集研发生产、电子商务、增值业务、应
用服务等于一体的数码科技园， 由旗下全资子公司信阳市东
森移动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管理及运营。

谈起企业在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的发展， 信阳市东森移动
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浩腾说， 信阳优越的区位交通
优势、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北靠中原南望江淮的巨大消费市
场，都非常适合电子产品生产。更重要的是，信阳市委、市政府
招商、亲商的诚意和努力，让他们感动。

据介绍，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信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多次赴长三角、珠三角拜访客商，推介信阳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对已经落户的企业，他们也会不定期地“微服私访”，查看
生产情况以及各项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 及时发现、 解决问
题。

至今，在信阳市产业集聚区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招商故事：

2010

年， 深圳方面的主管领导获知深圳泛蓝科技有限公司与
信阳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书后， 强烈要求泛蓝科技公司留在
深圳投资。得知消息，时任信阳市市长的郭瑞民当即决定南下
广东亲自游说。接下来的

3

个月内，郭瑞民
9

次南下广东，

16

次
与客商洽谈对接，

5

次召开专题协调会……“九顾”之举感动了
泛蓝科技公司的领导层， 最终决定将投资

20

亿元的电视整机
项目落户信阳。

集聚区为企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也带来了以商招
商的良好效果。星天空数码自

2012

年
4

月进驻信阳市产业集聚
区以来，不仅自己累计投资

3.2

亿元，手机生产线发展到
12

条，

生产出拥有信阳自主品牌的手机“搜神
1

号”，而且在其积极牵
线搭桥下，集聚区还与深圳手机行业协会就企业“抱团转移”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建设信阳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进驻企
业将超过

50

家。

周到服务解决企业后顾之忧
“引凤凰容易留凤凰难”，这是不少产业园区都遇到过的

难题，但在信阳市产业集聚区，他们对“留下凤凰”很自信，因
为产业集聚区的硬件和软件也都跟上了趟儿。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内有专门为企业提供集生产、 办公及
生活保障于一体的企业服务广场， 目前可为

7000

多名企业职
工的办公、食宿、购物及娱乐等提供综合服务保障。

2013

年年
底， 随着广场三期工程完工， 可再为

6000

名企业职工提供办
公、生活及娱乐保障。

为提高工作效率和便于沟通，集聚区将企业办事程序、办
事标准及包保人员姓名、职务、联系电话等制成服务联系卡，

发放到所有企业，要求包保人员
24

小时开机，随时保持联系畅
通，如果企业生产中有什么难题，可以随时找到负责人。

台商科技园组团项目之一的圆创磁电于
2011

年
2

月签约

进驻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在各部门的通力配合下， 从设备进
厂、安装到全线投产只用了短短的

25

天，刷新了集聚区进驻项
目最快投产纪录。

以全面推行“零阻碍”服务为契机，集聚区多年来一直实
行区行政审批服务“零收费”制度；为解决企业“用工荒”问题，

集聚区及时采取电视滚动字幕、户外
LED

屏、报刊广告和广播
等多种形式帮助客商广泛宣传，并设置招工平台……

“对客商来说，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是考虑
投资的重要因素，在人才和资金上都不占优势的信阳，只有用
快捷、周到、热情的服务去打动站在国际高新技术前沿的电子
产业巨头们。”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相关负责人说。

在电子信息产业的带动下，

2012

年，信阳市产业集聚区实
现生产总值

41.9

亿元，是
2008

年的近
10

倍。

曾被视为发展短板的信阳工业正在悄然转身。 信阳电子信
息产业“无中生有”，信阳市产业集聚区发展成效令人刮目相看。

打好“服务牌”引得客商来

信阳，山清水秀，素有“北国江南”

之美誉， 但工业一直是困扰信阳发展
的短板。

随着东南沿海的产业转移， 身为
中原经济区“南大门”的信阳，抢抓机
遇，吸纳品牌集聚，促进产业升级，打
造出了河南电子信息产业高地， 奏响
了电子信息产业强势突起的“信阳声
音”。

眼下，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正呈现
这样的喜人局面：老客商信心倍增，相
继追加投资；新客商闻风而动，慕名而

来。 是什么吸引来众多知名企业到信
阳市产业集聚区发展？ 又是什么让已
进驻企业不断扩张，增建二期、三期乃
至四期工程？

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的回答是：敞
开大门招商，真心实意亲商，千方百计
扶商。 他们倾心打造的大型综合服务
载体———企业服务广场， 涵盖了手续
办理、办公研发、就餐住宿、融资担保、

招聘培训等各个方面， 热情周到的服
务贯穿于招商引资工作的始终， 让客
商放心投资、安心生产。

中国产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杨建
国如此“点评”：信阳市产业集聚区以

诚招商、以情留商，为客商异地投资解
除了后顾之忧，也使“服务牌”成为信
阳与外界沟通的一张金色名片。

产业集聚区招商，讲究“软硬兼
顾”，这“硬”自然是指基础设施，这“软”

指的则是服务。目前，信阳虽然大部分
产业集聚区交通路网、供水、供电等基
础设施框架已经形成，但技术研发、检
验检测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相对滞
后；一些产业集聚区由于远离县城，基
础设施不能与县城共享，金融、物流、

学校、医院等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配套服务设施不健全， 给企业生产经
营带来不便。

“引凤凰容易留凤凰难”。 只有内
外兼修，“软硬兼施”，既注重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又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才能
使信阳产业集聚区成为招商引资“福
地”、经济发展“高地”。

□

赵志伟戚帅华白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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