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长制”的推行，总
体上是要解决产业链
发展中的规划制定、
产业措施优化以及产
业重点项目和企业面
临的问题，形成常态
化工作推进机制。落
实到每一个产业链
中，就是要求绘制一
张产业链发展的“全
景图”、制定一张产业
链推进的“任务表”，
围绕蓝图绘到底、盯
着任务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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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长”出马 助力打造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安徽合肥市围绕产业链“延链、补链、强链”，启动重点产业链“链长制”，

因链施策，做大做强产业链条

山西立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审议通过《山西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

本报讯 记者田孔社

报道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近日审议

通过了《山西省促进中小企

业发展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于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共28条，不分章节，

重在补充上位法未作规范的

内容和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的

内容，尤其是针对山西省中

小企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设置了专门条款，体

现了突出地方特色、解决实

际问题、注重有效管用的立

法要求。

《条例》的出台是认真贯

彻落实中央和山西省委决策

部署的一项重要法治成果，

对激发中小企业发展活力、

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将起

到重要作用。山西省人大常

委会将开展《条例》宣传工

作，通过广泛宣传，动员全社

会力量加快推进《条例》贯彻

落实，为中小企业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切实

帮助中小企业行稳致远、做

大做强。

中小企业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促进经济增长、增加社会就

业、推动技术创新和保障社

会稳定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山西省中小企业与

发达省份相比，存在整体产

业层次不高、创新能力不强、

抵御外部风险能力较弱等问

题。截至2019年底，山西全

省中小企业户数达44万余

户，占总数的99.7%；完成营

业收入3万亿元以上，占总

数的 60%左右；从业人员

370 万人以上，占总数的

70%左右。

□ 本报记者 华 铭 张海帝

作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发

展最快、成效显著的城市之一，

安徽合肥市被授予全国唯一“海

峡两岸集成电路产业合作试验

区”称号，先后被工信部列为全

国9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

一、被国家发改委列为14个集成

电路产业重点发展城市之一，集

成电路产业也同时入选首批国

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名单。

前不久，合肥市围绕产业链“延

链、补链、强链”，正式启动重点

产业链“链长制”，把稳产业链发

展方向，因链施策，做大做强产

业链条。

推行重点产业链“链长制”

“合肥集聚集成电路全产业

链企业253家，产业规模快速壮

大，集聚效应持续放大，成为全

国少数几个拥有集成电路设计、

制造、封装测试及设备材料全产

业链的城市之一。”合肥市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合肥市集

成电路产业2019年企业数量和

产值分别是2013年的约20倍和

15倍，长鑫存储、合肥兆芯、晶合

集成等一批龙头企业成为科技

创新的引领者，部分产品的性能

及指标已达到国际主流水平，集

成电路产业的创新能力不断提

升，发展环境日臻完善。

在去除产业“短板”方面，合

肥市梳理优势，正视差距，坚持

制度先行，推行“链长制”，努力

让产业链取得实效。“链长制”是

合肥市委市政府印发的“123+

10”行动方案中明确的重点产业

链链长调度机制，由市领导重点

关注、调度、服务相关产业，在

“育新机、开新局”中赢得先机，

实现新一轮大发展。

行动方案明确了“链长”的

主要任务：完善产业发展规划和

产业链发展思路，理清产业链发

展的具体需求，提出支持产业链

发展的政策措施，研究建设产业

链创新型企业库，协调推进重点

项目，建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等。

“既研究产业链发展机遇、

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的战略部

署和有效举措，同时也具体到产

业链上重大项目和企业发展中

的实际需求，要求相关单位第一

时间拿出‘问题清单’，对照清单

将问题一一落实解决。”合肥市

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链长制”

的推行，总体上是要解决产业链

发展中的规划制定、产业措施优

化以及产业重点项目和企业面

临的问题，形成常态化工作推进

机制。落实到每一个产业链中，

就是要求绘制一张产业链发展

的“全景图”、制定一张产业链推

进的“任务表”，围绕蓝图绘到

底、盯着任务干到底。

大力引进高层次人才

产业发展需要优秀的人才

支撑。今年7月，合肥市委常委

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合肥市加快集成电

路产业人才队伍发展的若干政

策》。未来3年，合肥市计划引

进集成电路产业高层次人才

630人。7月中旬起，从市外引

进各类高层次人才的，最高奖补

企业50万元。

按照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

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今后，

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高层次人

才分为五类，其中国内外顶尖

人才为A类，国家级领军人才为

B类，省级领军人才为C类，市

级领军人才为D类，高级人才为

E类。

合肥市发改委有关负责人

介绍说，经过多年培育，集成电

路产业已经成为合肥重点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大批集

成电路企业异军突起，为国家

相关领域的发展解决了“卡脖

子”工程难题。目前，全国集成

电路产业人才缺口较大，各地

都在加大力度引进人才。此

次，合肥市敲定集成电路产业

人才衡量标准，出台专项激励

政策非常及时。

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地方的

教育、医疗等配套要跟上。值得

关注的是，以后集成电路企业人

才符合合肥市新引进人才租房

补贴发放标准的，享受补贴年限

将由3年延长为5年，同时可不

受落户条件限制。

据了解，对当前合肥市实施

的部分不适用于集成电路产业

人才评价标准的重点人才项目，

合肥市将安排一定指标给予集

成电路产业单独评选。部分不

适用于集成电路产业人才评审

要求的职称评审，可由市专业技

术职务评审中心开通绿色通道，

单独组织专家考核评议，通过绿

色通道考核评议取得的职称与

通过社会化评审取得的职称具

有同等效力。

“土鸡”变致富“金鸡”毛驴拉“扶贫大磨”
新疆阿克苏地区立足“特”字挖潜力，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 本报记者 李振峰

□ 任红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年

来，新疆阿克苏地区立足“特”字

挖潜力，通过发展特色养殖，努

力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

美好家园，助力乡村振兴。

油鸡引领致富路

近日，在拜城县黑英山乡牧

村拜城油鸡原种保护场，工人正

在对蛋鸡进行流水作业。从产

蛋、孵化，再到脱温，40天后这些

鸡苗将发放到农民手中。目前，

拜城油鸡养殖已达160万羽，年

底养殖规模可达200万羽，产值

可达1.4亿元。

拜城油鸡是当地群众喜欢

饲养的家禽品种，具有肉质细嫩

等特点。2018年，新疆诺奇拜城

油鸡发展有限公司成立，实施拜

城油鸡原种生态养殖项目，采取

“基地繁育、农户散养、企业回

购、统一屠宰、精装销售”模式，

将家庭养殖油鸡有机融入企业

规模养殖产业链，实现企业、农

户双收益。

家住黑英山乡亚吐尔村的

阿里木·力提甫曾经是建档立卡

贫困户，一心想摆脱贫困的他

却苦于没有增收渠道。2019年

夏季，他家收到了企业免费发放

的拜城油鸡鸡苗，精心饲养后当

年就成功脱贫。“去年我家养油

鸡挣了2万多元，今年已经挣了

1.6万元。”掌握油鸡科学饲养技

术的阿里木·力提甫对今后的生

活充满期望。

新疆诺奇拜城油鸡发展有

限公司屠宰场里机器轰鸣，工作

人员认真操作着自动化屠宰和

加工设备。在屠宰场生产车间，

24岁的艾麦尔·吐尔迪正在忙碌

着，他是黑英山乡喀赞其村农

民，去年来到这里当工人后，收

入逐年提高，家里的生活也一天

比一天好。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拜城县利用拜城油鸡这一家禽

品种，把培育富民产业作为脱贫

攻坚的根本之策，因地制宜发展

油鸡养殖，把“土鸡”变成了致富

的“金鸡”。

在拜城油鸡特色养殖产业

带动下，目前黑英山乡13个行政

村及周边3500余户农民参与拜

城油鸡养殖，户均增收6000余

元，950户3800名困难群众走上

致富路。

毛驴驮起大产业

近年来，库车市积极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通过发展特色养

殖，以“一村一品”的种养模式培

育特色农业主导产业，不断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壮大产业规模。

库车市玉奇吾斯塘乡玉奇

吾斯塘村积极发展毛驴养殖产

业，让小毛驴拉动“扶贫大磨”，

让农民牵着毛驴奔小康。近日，

记者在玉奇吾斯塘乡库车裕万

家畜禽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标准化驴奶生产车间看到，工作

人员正在为刚挤的驴奶进行巴

氏杀菌，这些驴奶经过杀菌灌装

后将被送往库车、阿克苏、乌鲁

木齐等地。

亚塞木·阿不都力是合作社

的工人，每天负责打扫挤奶设

备，然后将挤好的鲜奶消毒，等

晾凉以后再装瓶打包，每月

2000多元的工资改善了一家人

的生活。

记者了解到，该合作社是一

家专业从事毛驴养殖、品种改良

繁育、驴奶驴肉生产销售的专业

合作社。合作社毛驴的主要品种

有库车驴和山东德州驴，存栏量

达3475头，平均日产驴奶200公

斤~250公斤，日销售量200公

斤以上，主要通过冷链冰鲜销往

新疆各地。

目前，合作社有28名工人。

除了带动就业外，合作社还实行

“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农

户”的经营模式，将毛驴托养给

农民，积极吸纳周边散户养殖，

按照每头成年驴每年1000元的

标准进行分红；哺乳期的母驴和

小驴托养到合作社，按照每月

500元的标准补贴。

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

合作社与当地签订了草料种植

订单，所有饲草料由村民来种

植，他们以每吨260元的价格收

购。合作社拟在下半年进行改

扩建，力争两年内实现“万头驴”

养殖规模，打造冻干驴奶粉产业

基地，将驴奶粉销往千家万户，

实现合作社和农户双赢。

本报讯 宁夏回族自

治区优化营商环境培训和

现场交流会近日在银川召

开。宁夏回族自治区发改

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郝留虎

作讲话。银川市审批服务

局局长井胜分享银川市优

化营商环境典型经验做法，

为全区各市县牵头单位持

续做好优化营商环境提供

了实践经验。

会议强调，全力推动持

续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各牵

头部门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加强协同配合，畅通各个

环节，形成工作合力，着力构

建协同高效共振的体制机

制。要做到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协同、凝聚社会共

识，坚持问题导向，建立公平

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建立

公正规范的市场监管体系，

着力提升企业群众的获得感

和满意度。要强化法治保

障，坚持互学互鉴，着力推动

营商环境大幅提升，在完善

评价工作的同时做好经验

推广等工作，努力为优化全

区营商环境、推动宁夏经济

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去年以来，宁夏全区上

下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优化

营商环境总体部署，全面落

实“1+16”政策文件提出的

改革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工

作取得重大进展。自治区牵

头部门强化责任意识，主动

担当作为，切实抓好制定政

策的解读，积极开展培训和

指导，推动本系统改革任务

的落实。自治区政府办公厅

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

加快“一张网”建设，不断拓

展提升“我的宁夏”App功

能。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网

上政务服务能力评估报告显

示，宁夏网上政务服务能力

连续3年位居西北第一。

（邢纪国）

宁夏全力推动优化营商环境
举办优化营商环境培训和现场交流会

本报讯 乘坐7168米

的索道，穿梭于峰峦起伏的

山林之间；站在悬空高度达

314米的玻璃观景台上，看

脚下瀑布轰鸣；登上云梯，与

云海高山比肩……8月8日，

福建省德化县石牛山景区

正式开园迎客，为游客乘索

道、观瀑布、登主峰提供全

新体验。

石牛山景区位于德化县

东北部水口镇境内，主峰海

拔1782米，因主峰巨石像一

头仰天长啸的牛而得名，被

誉为“八闽观日第一峰”。景

区植被茂盛，森林覆盖率高

达92.5%，每立方厘米负氧

离子含量高达7万~8万个，

是一处天然氧吧，先后荣获

“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

公园”“国家水利风景区”“国

家4A级旅游景区”4块“国

字牌”称号。

经过3年的精心设计和

改造，石牛山景区又增加了

不少新看点。最新建成的总

长度为7168米的超长索道，

是目前亚洲第二长、国内跨

度最大和坡度最大的索道，

高 差 1088 米 ，相 当 于 近

400 多层楼高；“华东第一

瀑”岱仙瀑布斜上方是新建

设的玻璃观景台——天空

之心，站在上面可俯瞰岱仙

瀑布全景，有“人在空中走，

景在脚下游”的美妙体验。

“登牛山、走牛运、做牛

人。”德化县委书记梁玉华在

景区开园仪式上表示，今年

是德化的全域旅游呈现年，

石牛山景区将以创建5A级

景区为目标，打造华东地区

乃至全国皆知的“天下第一

牛山”。德化县也将抓好三

大核心景区建设，在全县形

成以县城陶瓷文化景区为主

体，以石牛山、九仙山两个

4A级旅游景区为两翼的全

域旅游发展格局。

（武艳杰）

福建德化石牛山景区开园迎客
打造华东乃至全国皆知“天下第一牛山”

青海尖扎县德吉村青海尖扎县德吉村
黄河岸边的美丽嬗变黄河岸边的美丽嬗变

地处黄河岸边的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是一个易

地搬迁村。2017年搬迁完成后，德吉

村依托区位优势，积极探索易地扶贫搬

迁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培育以乡村

旅游为龙头，文化、光伏等产业深度融

合的扶贫特色产业。如今的德吉村，休

闲广场、码头、露天沙滩、花海、农家乐、

小吃广场等旅游产业项目一应俱全。

2020年7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改

委确定了第二批拟入选全国乡村旅游

重点村名单，德吉村名列其中，成为当

地的旅游名片。图为小朋友在德吉村

花海景区内游玩。

新华社记者 张 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