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动能”提升发展“势能”
助力实现新型工业化

近年来，贵州省委、省政府把新型工业化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把开发区建设发

展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六个突破”“六个抓

手”的重要内容，对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作

出全面部署，全省上下合力推进，开发区高质

量发展取得重要成效。今年前三季度，开发区

工业经济持续保持高于全省工业的发展态势，

贡献了全省工业8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增加

值，有力支撑了全省工业发展。

重点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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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看台

稳投资稳增长 湖南重点项目建设“湘”当给力
今年1月~10月，全省335个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共完成投资4747.4亿元，提前两个月完成年度投资目标

□ 本报记者 邢成敏

初冬的湖南，寒风袭面。记者

走进湖南省几个省重点项目建设现

场，看到的却是热火朝天的场面：车

辆穿梭、吊臂起降、产线繁忙，处处

生机勃发、活力四射。

今年以来，湖南深入实施“三高

四新”战略，牢牢牵住项目建设“牛

鼻子”，全力以赴大抓项目、抓大项

目，重点项目建设相当给力。据湖

南省发展改革委统计，今年1月~10

月，全省335个年度重点建设项目

共完成投资4747.4亿元，占年计划

投资的104.1%，提前2个月完成年

度投资目标，有力发挥了省重点项

目建设对全省稳投资的引领、带动

和支撑作用。

基础设施建设蹄疾步稳

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既是

稳定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也是提

振发展信心的助推器。当前，湖南

基础设施建设正蹄疾步稳，奔走在

护航高质量发展之路上。

在被誉为“幸福路”的长沙湘雅

路过江通道施工现场，盾构机在轰

鸣声中稳步掘进，目前已穿越傅家

洲进入江中，预计到明年3月，左右

线盾构隧道将全部贯通。项目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湘江两岸的交通压

力，改善居民周边环境，进一步促进

湘江两岸的经济发展。

日前，长沙高铁西站项目迎来

主体施工高潮，高铁站房出站层高

架、承轨层高架、站台层高架分别已

完工90%、85%、85%。据长沙市高

铁西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张

前准介绍，整个项目采用BIM（建筑

信息模型）系统和AR施工助手，确

保施工精细、安全和绿色。2026年

建成投运后，将实现地铁、高铁、城

铁、公交、客运等各种交通方式“距

离最短”“方式最全”“手续最简”

“风雨无碍”“体验最优”的“零换乘

体系”，远期年发送旅客约2020万

人次。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建设如火

如荼，作为湖南省有史以来最大的

单体投资项目，长沙机场改扩建工

程总投资达429亿余元，项目建成

后，2030年旅客吞吐量将达6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60万吨，其中

T3航站楼承担旅客吞吐量4000万

人次。

“长沙机场T3航站楼自今年

2 月开工以来，目前已完成首块正

负零结构浇筑。”据中建八局T3航

站楼项目总工程师刘磊介绍，当前

项目部已挑选精干力量，组织人员

大干快上，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在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工程项目

建设现场，3家施工单位分6个大区、

23个小区交叉作业，上千名建设者

正奋战在工地上。T3航站楼、综合

交通枢纽、飞行区等工程有序推进，

整个项目已完成年计划投资的81%。

目前，湖南十大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进展迅速。常益长高铁、平益

高速、犬木塘水库、高标准农田建设

工程等均符合时序进度。重大能源

工程建设捷报频传，荆门—长沙

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已于10月下旬

建成投运，平江抽水蓄能电站、益阳

电厂三期、株洲电厂退城进郊、衡东

燃气发电项目分别完成年计划投资的

124.7%、91.8%、101.7%、102.9%。

产业项目建设刷新“进度条”

拿地即开工，投产即达产。

坐落于长沙高新区的长远锂

科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生产基地

是湖南省十大产业项目和长沙市

十个重大引领性产业项目之一。

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分两期建

设：一期总投资38亿元，主要建设

正极材料厂房及其配套设施，建成

后年产4万吨三元正极材料；二期

总投资62亿元，主要建设年产4万

吨三元正极材料和6万吨磷酸铁锂

材料生产线。

“一期项目我们2020年4月拿

地，当月即开工，2021年底全部建

成投产并实现当月达产，今年前10

个月完成产值约50亿元。”据该企

业负责人介绍，二期项目去年10月

拿地，拿地即开工，预计明年一季度

正式投产。

产业数字化转型智造升级

在长沙望城经开区5G智能终端

产业园，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的智慧物联终端制造基地两个月

落地，3个月建设投产。基地负责人

刘传习介绍，在各级各部门大力支持

下，项目建设进度快速高效，今年7月

投产以来，日产量超2万台。“智造基

地项目的落地对于区域经济发展、产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等

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刘传习说。

目前，湖南191个年度产业发展

项目完成投资2330.9亿元，为年计划

的112.1%。中联泵送智能装备基地

项目、三一智联装备基地项目、岳阳

己内酰胺项目、邵阳特种玻璃项目、

湘钢提质增效项目、郴州正威铜基新

材料项目、三安半导体项目等十大产

业项目完成投资294.2亿元，为年计

划的104.7%，整体完成年度目标。

“下一步，我们将紧盯年度目标

任务，加强调度督导，加强协调服

务，加强考核评价，全面推动重点项

目持续推进，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

更好支撑全省稳投资、稳增长大

局。”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事务中心

副主任谈文翔表示。

湖南首条智慧高速平益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湖南首条智慧高速平益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
日前，湖南省首条智慧高速——湖南平江（湘赣界）至益阳高速公路全线通车运营。据了解，平益高速大

量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车路协同等前沿技术，通过智慧综合运营管理平台、主动交通管控系统、智

慧服务区等智慧应用，能够实现缓解交通拥堵、对重点车辆跟踪监测、事故风险精准预测等功能，进一步保障

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 摄

□ 本报记者 汪险峰

□ 曲丹凤

近年来，辽宁省宽甸县立足实际，大力

发展特色产业，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取得了

丰硕成果。

位于宽甸县北部的大川头镇，水质土壤

优良，为蓝莓生长提供了极佳的条件。初冬

时节，寒意浓浓，红光村的蓝莓大棚里却是一

片温暖。星星点点的绿叶挂在蓝莓树枝上，

预示着种植户将要有新一轮的收获。

“2020年，我们村争取到了‘飞地经济’

项目，将其他五个村的15个蓝莓暖棚引到了

我们村。有了这些大棚，老百姓不仅可以靠

流转土地增加收入，而且还可以到基地打

工。每到栽种期和收获期，临时用工的数量

会达到几十人，每人每天能挣100多元，老百

姓在家门口就能获得收益。”红光村党支部书

记佟玉生介绍说，该村还积极鼓励和支持百

姓发展绒山羊、中草药等产业，老百姓脸上的

笑容更美了，腰包也更鼓了。

作为大川头镇最大的食用菌种植村，龙

头村的食用菌大棚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近年来，该村坚持做大做强食用菌产业，

将小蘑菇做成了大产业，不仅成立了食用菌合

作社和菌种厂，而且通过“政府引导＋合作社

带动”的方式引导农户积极种植食用菌，打造

食用菌产业集群，成功带动全村60户农户脱贫

致富，同时为全村近百名剩余劳动力提供了

就业岗位。如今，该村已有食用菌钢结构大

棚50栋，小小食用菌撑起了乡村“富民伞”。

多元化的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产业

与项目“双向奔赴”让大川头镇奔“富”向未

来。在头道沟村百世泉水业矿泉水加工项目

现场，大川头镇党委副书记杨文易向记者介

绍说：“百世泉水业矿泉水加工项目是我们镇

的重点项目之一，占地20亩，投资3000万

元，目前基础部分已经完成，因为天气原因厂

房的建设暂时处于停工状态，整个项目将于

明年中期完成。”

大川头镇之所以要发展矿泉水产业，打造

“矿泉水小镇”，缘于该镇特殊的地理位置。据

了解，大川头镇位于宽甸县城居民饮用水源

地的上游，白石砬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座落

在其境内，蒲石河、北股河的发源地就在白石

砬子山脚下，不仅如此，该镇还处在玄武纪火

山喷发地段，地下水经过玄武岩过滤渗透，口

感清甜，矿物质丰富。多年来，该镇依托自身

丰富的矿泉水资源，坚持生态发展根本，探索

出了一条独特的矿泉水产业发展之路。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去年，大连永

春食品有限公司被大川头镇的水资源所吸引，

经过多次洽谈和实地考察，在头道沟村投资

建厂。项目包括生产车间一座，全自动化生

产线两条。主要生产的产品有瓶装矿泉水、

袋装饮用水、品牌饮料等，年产量可达1万吨，

年产值 2000 万元，能提供就业岗位 50余

个。其产品主要销往北京、沈阳、大连等地。

大川头镇正是该县大力发展特色产业的

一个缩影。通过实施“项目+产业”双轮驱动，

该县一批特色项目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位

于虎山镇的“飞地经济”雷司令葡萄酒深加工

项目已完成土地转让手续；宏源酒坊酿酒项

目正在建设阶段，预计年底正式生产……

宽甸县委、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积极发展特色产业和推进项目建设的基础

上，全方位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让高质

量发展更有温度、更有质感。

□ 本报记者 华 铭

□ 董泽甫

今年以来，安徽省泗县依据《数

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大力发展智

慧乡村旅游，以文化产业赋能乡村

振兴、繁荣乡村文化为根基，以数字

技术作为支撑，为泗县乡村振兴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数字农家书屋建设飞速发展。

2018年11月底，全县农家书屋已全

部接入安徽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并

完成注册认证。自 2019 年 12 月

1 日开始，宿州市数字农家书屋实

行签到管理，2020年该县174个农

家书屋全面完成建设。全县村级农

家书屋的门牌和免费开放牌全部上

墙，制定了《数字农家书屋管理制

度》《数字农家书屋借阅制度》《数字

农家书屋管理员岗位职责》等制度，

对数字农家书屋的阅览环境、阅读

秩序等进行有序管理。

特色文旅宣传推介走向全国。

泗县文化和旅游局积极组织景区、

旅行社、公共文化场馆等通过公众

号、微博、抖音开展“春游江淮请您

来”联动宣传工作，推介泗县丰富文

旅资源。配合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

深入推进“皖美味道、皖美旅游”行

动，优选泗县优质宣传片参加安徽

文旅宣传品大赛，编写“乡村四时好

风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开

展中国旅游日公益惠民活动，通过

拍摄宣传“百万旅游人”短视频、发

放手机祝福短信等活动，不断增强

旅游市场活力，助力旅游市场恢

复和发展，增加旅游经营性收入。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有序推

进。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城乡

覆盖，建成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

工程县级支中心1个，基层服务点

15个，覆盖率100%。丰富数字文

化资源，县图书馆现有100万种电

子图书、具备授权期刊种数5000余

种、学术视频2万余集。购置15套

歌德电子借阅机，实现电子书线上

扫码阅读；建立24小时自助图书

馆，实现自助借阅。深入推进公共

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数字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建成图书分馆20个、

文化分馆15个，实现了县内公共文

化人才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

提升了数字公共文化服务的辐射力

和影响力，推进县域图书馆（室）图

书资源通借通还，全县范围内实现

借书还书一卡通。

公共文化数字化传播与服务质

效并重。利用“安徽文化云”平台，先

后发布各类文化活动1000余场次，

参与问卷调查1500余人次、微信公

众号关注达500余人次，在网站上增

加链接，共享文化活动的视频和资

源，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更多文化服务

信息。开辟了“文化旅游泗州”“文

化泗州”“泗县图书馆”微信、微博、

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宣传

公共文化活动信息，有效提升了群众

知晓率、参与度和满意度。

智慧乡村旅游建设成效明

显。组织大庄镇佃庄村等相关负

责人召开了旅游数据业务培训会，

对泗县镇村各样本点统计监测任

务进行了安排部署。举办旅游数

据统计监测工作培训会，指导督促

泗县3A级旅游景区、省市级重点

旅游乡村、研学旅游基地等样本点

做好旅游接待人次、旅游收入等数

据填报工作。通过加强泗县旅游

监测数据统计报送工作，做好智慧

乡村旅游数据分析，及时、准确地

掌握全县旅游市场运行情况，客

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全县假日旅

游经济发展情况。截至目前，全县

共有10个旅游监测数据样本点，其

中7个省级样本点（乡村旅游观测

村4个、红色旅游点1个、研学基地

1个、非星级酒店1个），3个市级样

本点均为国家3A级景区。

“数字+文化产业”为安徽泗县插上腾飞翅膀

□ 本报记者 苟 俊

□ 白堂则 王树强

今年11月，陕西省榆林市府谷

县的特色农产品海红果和黄米登陆

CCTV-17农村农业频道《乡村大舞

台》之《好物节·府谷专场》，展现当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取得的成就和丰

富多彩的特色民俗文化，亮出了“飘

香黄米宴”“灿烂海红宴”两张特色

饮食名片。

近年来，府谷县围绕“一红一

黄”（即府谷海红果、府谷黄米）特色

富民产业，抓项目、兴产业，通过实

施“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战略，狠抓品牌建设和销售渠道拓

展，以地标产品认证、全国名特优新

名录、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等来打造

农产品品牌，该县也因此被誉为“中

国海红果之乡”和“中国黄米之乡”。

府谷海红果素有“果中钙王”之

美誉，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2020

年入选全国乡土特色产品目录，

2021年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

录。海红果因品牌优质、营养丰富、

医食同源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府谷县多措并举，为做

强海红果品牌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

的工作。特别是府谷墙头农业园区

鼎丰海红果优化专业合作社引进矮

化嫁接技术，培育了集矮化、早熟、

高产、果型大、口感佳等优势于一体

的“鲜食海红果”新品种，在消费市

场赢得好评。

府谷县通过推进农业品牌化

建设，一批农业特色产品脱颖而出，

已带动16家知名企业拓展销售渠

道。记者了解到，黄米既非小米也不

是大米，而是糜子脱壳之后的一种

米。府谷是我国糜子的优生区，所生

产的糜子油润光滑、清香宜人、营养

丰富，是黄米中的精品。为此，该县

出台扶持政策，加大资金投入，与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全国小杂粮专家组全程负责技术

指导，成立了府谷县糜子（黄米）产业

协会和府谷县农业（糜子）专家工作

站，先后开展了糜子产业基地建设和

黄米产品品牌打造等工作，府谷县已

成为全国黄米生产优势县。

府谷县不断加大农产品品牌创

建力度，在优势特色农产品上做文

章，组织企业积极参加各类农产品

宣传展销活动，不断提升府谷海红

果、府谷黄米等特色农产品的知名

度和影响力。

积极组织开展品牌保护及申报

工作，加强品牌推广。通过组织企业

参加国内、国际大型展会，举办产品

推介会，开通“中国·府谷·海红果网”

等方式，使府谷海红果在国内外的知

名度、美誉度、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

该县还不断创新营销方式，借助

新媒体新渠道，扩大府谷品牌农产品

的影响力。积极与高校及相关机构

合作，借助府谷益农信息站平台，打

造府谷农特产品直播带货基地。通

过举办“生态农业·品味府谷”系列发

布会、“海红花观赏节”、“海红果节”、

“糜子产业大会”、“农特产品推介

会”、“农民丰收节”等农事节庆活动，

不断提升府谷农特产品的美誉度和

市场占有率。主动对接外地商家，引

进资金、拓宽销售渠道、深挖品牌价

值，让府谷县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千

家万户。

农业“特色产品”品牌化助力陕西府谷乡村振兴

辽宁宽甸特色项目走上
发展快车道

“项目+产业”
双轮驱动县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