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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花千树香满路：历史
名城南阳的“绿色”跃升

5月的河南省南阳市大街小巷月季

怒放，广袤田野艾草葳蕤，首届世界月季

博览会刚过，又迎来了第六届中国艾产

业发展大会。近年来，南阳市深挖以月

季、艾草为代表的本地特色资源，在实现

“绿色”跃升的同时，让这座历史文化名

城焕发出强劲发展动能。

产业经济

产业看台

66家企业入驻北京中关村
科幻产业创新中心

300余家企业汇聚
消费电子博览会

2023.05.22 星期一

05

产业经济编辑部

主任：斯 兰

本版编辑：曲静怡

新闻热线：（010）81129157

电邮：zgggb56805139@163.com

“大项目”为黑土地装上“新引擎”

产业视线

汕头首季产业项目投资稳中向好
□ 聂金秀 鲁利韦

□ 本报记者 罗 勉

近日，记者从广东省汕头市发展

改革局了解到，随着生产需求有效改

善及市场预期好转，今年一季度，汕

头市经济运行企稳回升、开局良好；

产业项目投资稳中向好，全市354个

备案投资项目总投资逾253亿元。

“三新两特一大”产业起到支撑作用，

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明显，规模以上服

务业稳步回升。

据汕头市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

首季，汕头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78.99亿元，同比增加6.8%。“三新

两特一大”产业起到支撑作用，规模

以上企业数占全市的71.0%，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的69.6%，增速为8.9%。现代

化产业体系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速明

显，增加值增长21.5%。

在“三新两特一大”产业中，

“三新”产业持续增长。占比第一

的新材料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14.9%，增速

10.1%；第二位新一代电子信息产

业 增 加 值 占 规 模 以 上 工 业 的

4.7%，增长9.0%；新能源产业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

的 4.2%，增长 11.7%。“两特”产业

支撑明显。纺织服装产业支撑作

用明显，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规

模以上工业的 33.2%，增速 7.5%；

玩具创意产业持续增长，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8.9%，增速9.2%。“一大”产业稳中

求进。大健康产业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7%，

增长11.5%。

汕头市规模以上服务业稳步回

升、持续增长。其中，交通运输、仓储

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增势明显。

从产业项目投资情况来看，今年

一季度，汕头市工业投资备案情况较

优，全市备案投资项目累计354个，

投资额达到253.71亿元。第一、二、

三产业投资项目累计项目数分别为

12个、251个、91个；累计投资额分

别为4.60亿元、130.82亿元、118.29

亿元。第二产业中，工业投资为备

案投资项目主力，累计投资项目

226个，累计投资额123.68亿元，占

备案投资项目总投资额48.7%。第

三产业投资继续保持增长，其中，

生产性服务业累计投资额26.04亿

元，生活性服务业累计投资额92.25

亿元。

从重点产业项目投资情况来看，

今年1月~4月，汕头市重点产业项

目完成投资83.9亿元，完成年度投资

计划的32.8%。其中，绿色低碳产业

工程、高端装备制造工程、新材料产

业工程、传统产业升级工程完成投资

进度较快。

从汕头市各区县来看，一季度汕

头市各区县产业项目投资稳中向

好。其中，潮南区累计备案投资项目

数最多，为129个；潮南区备案投资

项目投资额最高，达到80.76亿元。

□ 管建涛 杨 喆 强 勇

省市县三级开复工重点项目超

1万个，省级重点项目比2022年翻

一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投资同比增

长62%……黑龙江各地围绕区位优

势打造特色产业、全力聚焦高质量发

展目标、紧跟需求为企业服务，一个

个“大项目”建设火热，为黑土地装上

振兴“新引擎”。

“大项目”建设势头强劲

如何在夏天“邂逅”冰雪？建设

中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

目将给出一个答案。走进项目建设

现场可以看到，各冰雪场馆已初具规

模，场馆内焊花闪烁，工人们正在紧

张施工。

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哈尔滨冰

雪大世界四季冰雪项目建设正加速

推进，预计年内梦幻冰雪馆游乐馆、

梦幻冰雪馆餐饮馆、冰雪秀场投入运

营，迎接国内外游客。

从“冰城”哈尔滨到“煤城”鹤岗，

从“油城”大庆到“林都”伊春，加快推

动“大项目”建设，为黑土地振兴发展

赋能。

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天有为汽车

仪表研发基地二期项目建设现场，建

设区域内塔吊林立，各项施工正火热

进行。

黑龙江天有为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是一家源于龙江、植根绥化的创

新型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主要生产

汽车液晶组合仪表及汽车智能座舱

产品。该公司副总经理张智介绍

说，企业二期项目计划于今年8月

投产，投产后年可生产汽车智能组

合仪表1000万台（套），新增产值15

亿元，新增出口额10亿元，新增就

业500人以上。

为加快项目建设，黑龙江各地

“开春即开工”。据黑龙江省发展改

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黑龙江省采用

信息平台抓调度、卫星图片抓监测、

土地供应抓进展等措施，加速建设重

大基础设施、产业项目。截至目前，黑

龙江省今年可开复工省级重点项目

1000个，年度计划投资3104亿元。

高质量成项目建设“关键词”

“在多年以前，选择建设项目，还

有‘捡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想法，现在

我们瞄准高质量发展要求，坚决不

上高耗能高污染项目，而是立足于

发展实际、区位优势来选择。”绥化

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服务中心副主

任刘兆祥说。

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较多，“一

煤独大”曾是“煤城”转型的困扰。如

今，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这些城市

引入新材料、新能源等项目，正掌握

更多转型“抓手”。

在鹤岗，当地引进中国五矿集团

等企业，推动石墨产业成为仅次于涉

煤产业的第二大产业。在双鸭山市

绿色食品及新材料产业园区内，总

投资10.5亿元的风帆储能设备制造

基地项目加紧施工。该项目负责人

介绍说，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入预

计达 15 亿元，黑龙江省东部将实

现从风机制造到风机发电全产业

链零的突破。

加大自主创新，“大项目”正带动

老工业基地实现产业升级。“我们坚

信企业最大的优势是研发优势，在国

内外设立了4个研发中心，每年研发

投入占经营收入的7%左右，拥有了

130多项专利技术。”张智说。

据黑龙江省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数字经济、生物经济等

“新引擎”项目，将有力推动黑龙江

省经济“新引擎”加快培育，而航空

航天、新材料、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

兴产业项目，可推动黑龙江相关产业

集聚发展。

紧跟需求为企业服务

在黑龙江省农垦龙王食品有限

责任公司园区内，投资4亿元的龙王

大豆食品产业园项目建设已接近尾

声，正进行设备测试等工作。

“建设中最深的感受就是政府部

门对企业支持力度很大，从报建、审

批到建设，都有专人对接跑手续，办

得很快，建设也比较顺利。”黑龙江省

农垦龙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助理张浩博指着厂房说。

“现在为企业服务，必须紧跟企

业的需求。”绥化市发展改革委副主

任闫磊说，“包括‘首席服务员’‘驻企

秘书’等做法，以前还能拿出来说说，

现在都不算是新鲜事了，而是创造良

好营商环境的常规做法。”

闫磊介绍说，为实现“开春即开

工”，绥化市运用容缺审批、承诺制

审批等举措，采用“一事一议”“特事

特办”等方式，建立项目审批“绿色

通道”，深入企业开展审批手续集中

会办。

为进一步创造良好营商环境，黑

龙江省强化各级领导包联企业工作

机制，推进“万名干部进万企”行动，

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

“政府给我们开辟绿色通道，有

专人对接解决我们建设中的各种问

题，还为我们提供5栋标准化厂房，

通过以租代购的形式使用，良好的

营商环境坚定了我们发展的信心。”

张智说。

本报讯 5月17日，2023中国科幻

大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据悉，截

至目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已引

入66家企业，涵盖2家上市公司、3家独

角兽／瞪羚企业、3家专精特新企业，并

落地了动作捕捉、空间音频、光学影像等

10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在科幻产业集聚区内，无人驾驶场景

持续运营，光场成像技术平台已建成……

新一批科幻应用场景正逐步开展建设。

刘慈欣、王晋康科幻大师工作室，中国移

动咪咕，航天科工智能，凌云光、威睛光

学、元旭半导体、环宇蓝博院等一批科幻

科技类企业相继落地，初步构建起“内容

创作＋IP转化＋影视特效制作＋硬科

技＋沉浸式体验”的产业发展格局。

这里，为何能形成科幻产业集聚区？

2020年，北京市政府与中国科协签署

《促进北京科幻产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开启了北京科幻产业快速发展新格局。

设立北京首石科幻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发布实施科幻产业专项政策“科幻

16条”，组建科幻产业联合体……北京

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和石景山区通过

打造科幻产业重点项目群的方式携手创

建科幻产业新型创新生态，全链条支持

科幻产业加速发展。

当前，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形

成了“类研究院+孵化器+加速器+产业

集群”产业服务链，成为一个以科幻产业

为特色的标杆型硬科技孵化器和创新服务

平台。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区，已形成以

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科幻产业联合

体、科幻大奖、科幻产业基金为依托的“一

体四翼六维”产业生态体系，助力集聚区内

企业形成产业内循环。 （阳 娜）

本报讯 海尔智家场景品牌三翼

鸟、海信8K激光电视、京东方“类纸护眼

显示”设备、歌尔VR动感座椅……2023

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暨青岛国际软

件融合创新博览会现场，消费电子领域

各类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5月17日在山东青岛开幕的博览

会上，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本届

博览会展览总面积50000平方米，设立

“芯屏智控”“虚拟视听”“AI应用”“工赋

青岛”等四个主题展区。博览会紧贴时

代发展与用户需求，多维度、多场景展现

物联网技术创新应用。

“当前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

展，网络互联的移动化、泛在化，信息处理

的高速化、智能化，计算技术的高能化、量

子化，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全方位、

全要素、全链条融合发展，正在重新定义

产业生态，重塑数字经济发展格局。”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说。

与博览会同步进行的还有1场企业

领袖高峰论坛和7场平行论坛，专家学者、

企业家、商协会代表等百余名嘉宾出席，

从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数字产业赋能

城市发展等多个维度开展高层次对话。

与会人士认为，本届博览会发挥“双

展合璧、软硬兼备、互融共生”的叠加效

应，顺应全球数字化转型大趋势和新一

轮产业变革主旋律，搭建起供需对接、促

进双向投资的交流合作平台，积极助力

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和数字中国建设。

（张武岳）

廊坊商贸物流产业实现“加速跑”
□ 齐雷杰

服装拆包、整理、接收订单、发

货……咪曼尼女装店的店长罗云忙

得不亦乐乎：“现在是换季卖货高峰

期，生意很红火。”2022年从北京大

红门搬到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

的永定城·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

后，罗云的店面和市场都扩大了。

初夏时节，商贸城里前来进货的

商户拖着载满货物的小拉车进进出

出。来自北京大红门等商圈的4000

多家商户，在这里销售上万个品牌的

服装服饰，入驻商家数量还在上升。

京津冀（固安）国际商贸城副总经理

王硕说，商贸城给予商户减免租金、

物业费等优惠政策，帮助商户线上线

下引流，并提供通勤班车、进货大巴

等多种交通服务。

廊坊毗邻京津，是首都通勤圈、

产业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 7个

超百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发展现

代商贸物流产业潜力巨大。凭借

良好的区位条件、交通优势和产业

基础，2022年以来，廊坊市将现代

商贸物流产业确定为“一号工程”，

统筹规划建设北方现代商贸物流

基地。

走进位于永清县的河北京联科

教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3万平方

米的图书现采基地，各类图书琳琅满

目，工作人员忙着出库、配货、打包、

装车，直播团队在手机前热情介绍着

图书产品。2017年落户永清经济开

发区后，这家公司不断拓宽销售渠

道，销售额从刚搬来的1亿元逐步增

长，今年预计可达到6亿元。

“该公司的馆配中心是华北地区

仓储量较大的图书现采基地，每天出

库量达到8万~10万册图书，发往全

国大中小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及农

家书屋。从客户下单到发货，时间一

般控制在48小时以内。”河北京联科教

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徐井

才说，直播卖货发展势头良好，电商

每天可发货3万单。

围绕土地支持、奖金奖励、人才

奖励、审批支持、上市奖励、引荐人

奖励等 6 方面，廊坊出台 14 条措

施，为现代商贸物流产业发展“架

桥铺路”。据廊坊市商贸物流办公

室专职副主任吴胜香介绍，今年，廊

坊瞄准快递龙头企业，开展精准招

商、以商招商，重点引进大型物流集

团总部或区域总部落户。截至目

前，全市在谈现代商贸物流产业项

目72个，计划总投资587亿元。签

约项目12个，总投资114亿元。

大卡车进进出出，快件自动化分

拣设备高速运转，位于永清县的圆通

速递北方总部基地一派繁忙景象。

这里每天处理进出港快件超500万

件，京津冀区域内快递次日达的比率

由60%提高至95%以上。据圆通速

递北方总部基地副总经理王义来说，

如今，圆通速递北方总部基地二三期

项目正在加紧谋划建设。其中三期

项目借助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交通优

势，将建设保税物流中心，发展航空

物流和跨境业务。

不久前，廊坊国际现代商贸物

流CBD启动运营，京东国际、圆通

国际、挖酒科技等 22 家企业集中

签约入驻；开通首列中欧班列，实

现廊坊市国际铁路运输零的突

破。吴胜香介绍，今年，廊坊将进

一步实施商贸物流提质增效行

动，启动物流枢纽建设、智慧快递

示范等六大工程，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

黑龙江装备制造企业黑龙江装备制造企业：：““大块头大块头””也有大智慧也有大智慧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省份，黑龙江省拥有哈电集团、中国一重等多家全国闻名、行业领军的装备制造企业。近

年来，随着数字技术和智能设备的应用，这些“大块头”企业越来越多地展示出大智慧，在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展，同时也推动了企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图为工作人员在哈电集团哈尔滨汽轮机

厂有限责任公司车间内工作。 新华社记者 张 涛 摄

黑龙江可开复工省级重点项目1000个，年度计划投资310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