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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花结果”
玉门做强六大特色产业

近年来，玉门市坚持精准发力，把建

强产业体系作为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做大做强“瓜果菜猪

羊草”六大特色产业，产业振兴逐步走上

组织化、集约化、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

“快车道”。

农业发展也有大作为
2022年，木瓜镇糜谷等小杂粮种

植保持在 4.8 万亩以上，农业产值达

2亿元以上，荣获“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创

建乡镇”“省级耕地力保护先进单位”等

称号，让“农业发展也有大作为”理念深

入人心，走出了一条励精图治的“木瓜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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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泰山区打响
“项目建设年”春季攻势

□ 刘小东 魏 宁

□ 本报记者 高 杨

建筑工地塔吊林立、生产厂房拔地

而起、企业车间热火朝天……初春时节，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重点项目相继落

地，新兴产业崛起发力，全区拼经济、抢

开局，加速向前跑，打响了“项目建设年”

春季攻势。

2月28日，位于泰山区邱家店镇的

国家先进印染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基地

（一期）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搭建办公区

板房、建设洗车台，为接下来的100多人

同时进场施工做准备。

“该项目主要建设先进技术推广培

训及孵化中心、专业实验室、技术成果转

化中试车间（验证基地）、国家级先进印

染装备制造中心、物流仓储中心、国家级

技术创新服务大楼，预计今年6月份完

成主体建筑施工，12月份交付使用，全

力实现‘当年开工、当年投产’。”泰山区

财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项目

负责人李龙说。

牵住项目建设这一“牛鼻子”，2月

14日，泰山区举办了2023年第一季度

“项目开工大比拼”集中开工仪式，总投

资60.5亿元，涉及纺织服装、数字经济、

输变电及电线电缆、医药及医疗器械、高

端装备制造等5个产业链的17个项目

和其他2个项目集中开工。

在泰安嘉和重工机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嘉和重工”）生产车间内，智能焊

接机器人不断运转焊接结构件，工人们

正忙碌着组装和调试产品。嘉和重工党

支部书记张同德说，2023年元旦以来，

该公司生产订单源源不断，尤其是国外

订单增多，迎来了开门红。“以前我们春

节过后一般都是正月初六开工，今年为

了赶订单，正月初四就开工了。车间满

负荷运转，每天可发出十几台挖掘机，目

前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4月份。”

营收向好，企业技改扩规也有了底

气。正在施工中的“嘉和高端工程机械

智能化研发制造基地”项目，是嘉和重工

推动产品向“智能制造”转型的重要一

步。目前，其中一个车间正在搭建内部

墙板，预计3月底主体完工，5月底投入

使用，另一个车间预计今年底将投入使

用。“该公司现有的车间年销售收入约

3亿元，新车间全部投入使用后，可达10亿

元。”张同德信心满满。

时间的指针走进春天，发展的希望

强劲生长。国家先进印染技术创新中心

产业基地、东华泰安工业4.0产业园、中

韩智能产业园……“跳起来摘桃子、跑起

来加速度”，掀起项目建设“大热潮”、干

出产业“新气象”、跑出发展“加速度”，泰

山区正以实打实的项目建设奋力迈向美

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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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聂金秀

□ 本报记者 罗 勉

开年定调，擂鼓抢春。眼下，广

东全省各地铆足干劲，田间地头忙生

产、项目车间赶开工。全省122个县

（市、区）、1609个乡镇（街道）、2.65

万个行政村（社区），以只争朝夕的

奋斗姿态，努力把手中的“施工图”

转化为大地的“实景画”，让春天播

下的种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累累

硕果。

近年来，广东省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取得积极成效，但是，城

乡区域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在县、薄弱

环节在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

村，为破解这些难题，加快把县镇村

发展的短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

“潜力板”，广东省委十三届二次全

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和全省高质量

发展大会，不断强调突出县域振兴，

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

程”。广东百县千镇万村将迎来高质

量发展的壮阔前程。

构建乡村产业体系

2月初春，“中国荔枝第一镇”广

东茂名高州市根子镇，荔园里花开正

艳。目前，高州市拥有全国最大的荔

枝产业基地，荔枝种植面积达58万

亩，年产量超20万吨，区域公用品牌

价值达122.2亿元，成为当地富民兴

村的重要产业。除了是全国最大荔

枝产业基地，高州还是广东的产粮大

县，全市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90万

亩，年产量40万吨以上。

茂名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

州市委书记王土瑞表示，高州要实现

农业从大到强，最关键是要解决产业

链不完善的问题，要做优种养业、做

深加工业、做活文旅业。

当前，广东全省冬种作物陆续迎

来收获，春耕备耕也随之拉开大幕。

在惠州的田野间，从育苗场到田头，

农技人员为农户们送上专业的备耕

指导；在梅州市梅江区长沙镇上罗

村，2022年下半年复耕的上百亩撂

荒地第一轮耕作40亩地，这几天就

被一家合作社“认购”了……

锚定农业强省建设目标，广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拓宽农民增收

致富渠道，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正加快

构建。

大企业带动大产业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厨

热洗碗机顺德工厂车间里一片忙

碌，机械臂自动作业，智能物流车穿

梭往返。工厂对面，北滘港口的货

船往来不息，产品销往全球各地。

“今年一季度订单量喜人，我们车间

产能不断加大。”工厂总经理刘玉龙

信心满满。他介绍，目前该工厂是

全球第一大洗碗机生产基地，年产量

达600万台，产品销往全球145个国

家和地区。

在车间门口的巨型屏幕上，显

示着“数字孪生”工厂的全景图，每

一台洗碗机的生产数据均实时更

新。2022年10月，世界经济论坛公

布了新一批“灯塔工厂”名单，美的

厨热洗碗机顺德工厂成功入选，成

为美的第五家获得该荣誉的数字化

工厂。

大企业，带动大产业。工业兴，

则经济强。在北滘镇，制造业龙头

企业美的示范引领，带动中小企业

“上云用云”数字化转型。就在今年

1月底，北滘镇发布消息，该镇2022

年地区生产总值预计突破千亿元大

关，成为继南海狮山镇后广东省第

二个地区生产总值超千亿元的经济

强镇。

今年新春开工后，惠州市博罗

县183宗项目集中动工投产，总投资

791亿元。作为上榜《2022赛迪百

强县榜单》的全国经济强县，博罗县

发展底气足：2022年，博罗县工业投

资超过 200 亿元，连续两年实现

40%以上增长。

一个个大项目、大平台在县域

迸发新活力：在广东（江门）硅能源

产业基地鹤山园区，动力电池“巨

头”中创新航在江门布局的基地

项目已进入洁净装修、设备进场

的冲刺阶段；入选广清产业有序

转移主平台建设的清远市佛冈

县，产业载体平台日益壮大，广佛

（佛冈）产业园基础设施服务配套

日益完善。

推进文旅融合

“这里有浓浓的侨乡文化，很适

合带家人朋友来玩。”“古色古香的骑

楼建筑群、中西合璧的街道广场，还

有旧埠码头、小桥流水，随手一拍照

都很‘出片’”……尽管是工作日，江

门开平赤坎华侨古镇侨乡国际旅游

度假区的游客仍然不少。

据度假区运营方开平市赤坎旧

埠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张庆丰介绍，自今年1月10日启动试

运营以来，游客络绎不绝。仅春节假

期接待游客量就超过21万人次。“接

下来，我们将加快完善古镇业态布

局，争取尽快启动项目（二期）建设。”

赤坎古镇的骑楼老街，百年前已

是岭南的名片。赤坎镇党委书记

梁杰钊表示，古镇现存骑楼大多建于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为确保赤坎华

侨古镇文物的原汁原味，政府分期对

古镇历史街区进行整体修缮保护。

目前，我们正在对已具备活化利用条

件的14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

修缮保护，已完成工程总体进度的

96%。”张庆丰说。

赤坎华侨古镇刚启动试运营，许

多条件尚未成熟，正积极推进从品牌

营销向城市营销纵深发展。以赤坎

项目为龙头项目，鼓励带动对土地资

源依赖不高的项目入驻，如露营地建

设、村落民居改造等。

从赤坎华侨古镇到开平碉楼群，

车程仅10分钟左右。随着古镇启动

试运营，这座15年前便以“开平碉楼

与村落”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

闻名的小城，在两大知名文旅IP加

持下，持续释放新活力。

“从春节一直忙到现在，14间客

房每天爆满，还有不少回头客。”开平

市塘口镇强亚村的“五十三度竹下”

民宿主理人方健俊介绍说，由于塘口

镇拥有立园、自力村碉楼群，距离赤

坎华侨古镇也很近，这里成为游客的

民宿首选地之一。

为满足游客对优质住宿的需求，

塘口镇政府大力支持民宿产业发展，

打造镇级行政区品牌“塘口优品”。

目前，“塘口优品”已有包括“五十三

度竹下”在内的4家民宿。从全市层

面来看，开平已打造形成“塘口优品”

等6个镇级行政区品牌，并进一步整

合全市优势资源，打造县级行政区品

牌“开平优品”。

据统计，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开平市共接待旅客44.62万人次，同

比增长182.83%；全市实现旅游收入

2.45亿元，同比增长159.26%。

开平文旅产业的回暖，折射出

一个生机勃发、春意盎然的广东：作

为全省唯一的海岛县，汕头南澳岛从

春节至今持续火爆，进岛车辆川流不

息；节后的潮州古城依旧游人如织、

热度不减，带动周边乡村旅游发展；

在“中国兰花第一县”韶关翁源，市

民慕名而来，饱览兰花特色小镇风

光……各地在推进文旅融合中做强

县域经济。

□ 赵晓娟

□ 本报记者 郭建军

近年来，山西省晋中市找准优势

定位，突出产业方向，加快科技创新，

全面破解发展瓶颈，全力做好存量优

化，全速推进增量提质，不断把百亿

级龙头企业数量做大、质量做优、能

量做强，真正让“百亿产值俱乐部”阵

营在晋中大放异彩。

建链补链强链延链
加强“链主”企业培育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趋势是从

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企业延伸。从一

家企业到一个产业链，又从一个产业

链延伸到一个产业集群。晋中市聚

焦链条集群，以产业建链、补链、强

链、延链为主攻方向，加强“链主”企

业培育，注重发挥企业在整合产业链

条、引领产业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

用，积极推动大中小企业开展上下游

配套和分工协作，不断壮大产业

链条。

吉利晋中基地自2016年9月投

产至今，累计生产整车47.8万台，产

值712亿元，累计引进及培育本地汽

车产业链零部件企业12家，本地化

率突破5%。在甲醇汽车领域，成功

解决了甲醇发动机零部件耐醇、耐久

性能等行业难题，掌握了200余项甲

醇汽车核心专利技术，具备了甲醇汽

车整车研发、制造、销售的全链体系

能力。“链主”壮大，引领航行，晋中市

形成了以吉利汽车为“链主”、中航兰

田和保罗专用车为“链核”的山西省

产业链最长、配套最全、体量最大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不仅如此，龙头制造业企业的技

术能力、管理经验和资金优势向全产

业链注入后，大力推动晋中相关产业

链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也为更多在

晋中发展的中小企业带来发展新

动能。

以专业镇为平台
打造产业区域品牌

近年来，晋中市认真贯彻落实山

西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打造专业镇

决策部署，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

高质量推进，在强化支持保障、落实

工作机制、培育产业集群、做强特色

品牌等方面持续发力，在特色专业镇

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迈出坚实步伐，取

得显著成效。

以专业镇为平台，晋中市在做优

做强太谷玛钢、祁县玻璃器皿、平遥

牛肉和推光漆等首批3个省级重点

专业镇的基础上，围绕碳素、纺机、液

压件等晋中市特色优势产业，升级装

备、创新工艺、做优龙头，推进特色优

势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全力打

造全国知名的产业区域品牌，形成全

省、全国有影响力的晋中名片，加快

培育发展一批特色产业集聚、专业化

分工协作、产业辐射带动、品牌优势

突出、就业富民拉动的专业镇。

2022年底，晋中市通过对全市

专业镇的全面摸底，筛选出拟培育的

30个市级专业镇名单，市、县、乡三

级政府和相关部门主动谋划、联动配

合，共同推进专业镇培育建设。灵石

县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发展腐植酸产

业，设立500万元专项资金，成立灵石

县腐植酸工业协会，推动打造国内重

要的腐植酸生产基地和最具影响力

的产业集群。介休市加快推动碳素小

镇建设，及时出台“助企纾困17条”

“市场主体倍增50条”等有效措施，

2022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素

产值累计38.5亿元，同比增长30%，

政策叠加效应充分显现。左权县全

力培育建设乳胶制品专业镇，通过

“腾笼换鸟”，盘活了原红土镍公司资

产，积极推进总投资36.5亿元的乳

胶项目。该项目整体建设完成后，

年产量可达8万吨，将实现年产值20

亿~40亿元，上缴税收近3.48亿元，

带动解决1万余人就业，成为全国最

大的乳胶制品产业基地。山西转型

综合改革示范区晋中开发区聚焦纺

机、液压产业优势，对相关企业进行

了调研摸底，现有相关企业60余户，

2022年实现产值13亿元，液压阀产

量位居全国前三。

实施“十百千”行动
开展精准服务

敢为人先是晋中的传统，它支撑

着晋中人一次次破局求变。面向新

的发展阶段，晋中肩负起新的使命。

新年开局，晋中市壮大“百亿产

值俱乐部”阵营、打造百亿级龙头企业

又有了新思路和新举措——大力实

施“十百千”企业矩阵行动，培育壮大

10户百亿元级领军企业、帮扶发展

100户10亿元以上骨干企业、支持

1000户企业突破1亿元，加快推动

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微企业“铺

天盖地”、“专精特新”企业“育树成

林”，让民营企业真正成为晋中高质

量发展的“领头雁”、生力军。

在加快推动大企业“顶天立地”

的同时，晋中市围绕运行良好、管理

规范、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小企

业，建立“专精特新”培育库，培育一

批主营业务突出、竞争力强、成长性

好、专注于细分领域的骨干“专精特

新”企业，推动中小企业提高竞争力，

加快转型升级。同时，以深入开展市

场主体提升年活动为契机，坚持“保、

增、活、强”并重，推动市场主体扩增

量、优结构、提质量、增效益，真正让

产业发展主体基础“厚起来”。

为了让企业在晋中发展如鱼得

水，晋中市常态化开展精准服务，倾

力纾困解难。入企宣讲，帮助企业用

足、用好、用全政策，打通政策落实的

“最后一公里”，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

效。建立服务企业抓落实工作台账，

充分收集企业提出的困难与问题，采

取闭环式衔接、流水线式推进，市县

联动、部门联动，推动问题解决。

面向未来，晋中坚持创新发展不

动摇，以不断完善的营商环境和高效

的企业服务，让广大企业在晋中放心

投资、专心创业、安心发展，打造更多

“晋中制造”名片，撑起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顶梁柱”，推动产业向“新”发

展，讲好晋中转型升级新故事。

培育百亿级龙头 讲好晋中转型升级新故事
不断把百亿级龙头企业数量做大、质量做优、能量做强，真正让“百亿产值俱乐部”阵营大放异彩

强县促镇带村 广东构建区域均衡发展新格局
大力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漳州漳州““三花三花””香飘海外香飘海外
近年来，福建漳州市积极扶持以水仙花、兰花、三角梅“三朵花”为主的花卉品种，花卉苗木产业持续壮大。

2022年，漳州市完成花卉苗木种植面积34.99万亩，相关产品畅销荷兰、日本、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花卉

苗木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图为位于漳州高新区的福建坤泰三角梅有限公司三角梅种植基地。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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