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曲静怡 Email：crdzbs@163.com 2023.07.03 星期一
视 角 06

动 态

一线报道

清水河：以绿色为先导，
构建循环工业产业体系

□ 本报记者 梁喜俊

6月的内蒙古呼和浩特托清经济开发区清水河产业

园，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建华建材（内蒙古）有限公

司厂区，管桩产品有序列放，巨型龙门吊和鳞次栉比的厂

房勾勒出绿色混凝土产品的引擎力量。在龙门吊下，一

辆辆重载卡车等待着预制管桩的装车，随后满载预制管

桩的卡车缓缓驶出，发往巴彦淖尔市的光伏产业基地。

“预制管桩是现代建筑领域应用的一种新技术，就是将

现场浇筑的混凝土提前预制，运至施工现场，用打桩机打

入土中，除了造价低、施工快等显著优势外，更为重要的就

是绿色化。”建华建材（内蒙古）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畅韶炳

的这番话不仅道出了近年来建筑领域更新迭代的巨大变

革，也预示着工业领域“绿色化”预制管桩市场的光明前景。

21年前，托清经济开发区还是一片沟壑纵横之地；

21年后，这里已成为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工业经济发展

的主战场，形成了以建材、冶金、化工为主的循环工业产

业体系，对县域经济平稳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园区现有

企业19家，其中正常生产的企业17家。

优化营商环境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呼和浩特

托清经济开发区财政金融局副局长于跃说，“正在施工建

设的产业园道路及综合管网建设项目，总投资5亿元。

新建道路2851米、拓宽道路2701米、综合管网单线长度

9009米。项目建成后，整个产业园将会形成‘一纵七横’

的道路格局。”

“综合管网建设是硬环境，绿电、燃气、水等11项园

区企业日常使用的必需品今年全部解决，8月底项目建

成后，11项管网通向园区的每一个企业，做到对园区企

业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于跃对此信心满满，“园区还

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污水处理厂中水利用项目和杨西梁垃

圾填埋场提标改造建设项目，使园区基础设施更加合理

完善，为入园企业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清水河县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大力发展大

宗物流、智慧物流、冷链物流，推进了宏河物流园区、十七

沟煤炭物流园区的建设。

清水河县宏河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东说，今年，宏

河物流园区已外运煤炭230万吨，非煤类商品50万吨。

物流园是清水河县工业产品外运的配套工程。物流园采

购100多辆新能源重卡，采用全封闭无尘设备运送，以绿

色为先导，将园区打造成为呼包鄂榆城市群、黄河“几”字

湾以及内蒙古向北开放的重要综合物流枢纽节点。

近年来，清水河县工业产业结构得到调整优化，发展

模式持续转变。

这得益于清水河县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

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牢牢抓住绿色发展这个“牛

鼻子”，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将绿色循环发展贯穿工

业经济发展全过程。聚焦延链、补链、强链，推动旭阳中

燃扩能技改、三联化工搬迁技改，有效改善园区化工产业

结构单一现状，进一步提升化工产业链水平，建材产业、

高岭土产业不断壮大，百万吨高岭土产业园强势推进，传

统产业得到升级改造、产品科技含量不断提升。

“我们按照‘新能源+’发展思路，强基础，谋发展，助推

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开工建设了一批新能源项目。”在清

水河县发展改革委主任王青看来，“风光无限”的新能源产

业，正在成为清水河县最具发展前景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清水河县委常委、副县长焦乾说，“今年，将进一步优

化园区产业布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牢固树立亩均效益

理念，力争工业总产值突破120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20

亿元，税收实现9亿元，完成固定投资22亿元，新增就业

2000人。下一步，清水河县将严格落实‘双碳’‘双控’要

求，把节能减排降耗作为硬约束，倒逼产业转型、技术升

级，不断提高工业企业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清水河县工业园区产业投资强度和园区发展态势良

好，依靠“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强劲动力，走出了一条

亮眼的“上扬曲线”：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完

成28.02亿元，同比增长101%；增加值同比增长105%，

增速在呼和浩特市排名第一。

□ 马晓成 姚 湜

今年以来，吉林省着力拢人气、聚商气，

一手抓文旅引客来，一手多措并举汇聚商

气，同时聚焦产业转型升级，稳定市场预期，

提振发展信心，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拢人气：商业文旅提档升级

好不容易迎来假期，想“登山”还想逛

街怎么办？在长春，一座名为“这有山”的室

内文旅小镇把山景搬进室内。咖啡、书吧、

小吃、主题影厅……室外天气再热，也不耽

误游客“登山”购物，端午期间接待人数同

比增长79%，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4%。

“山”里迎人潮，“山”外的吉林省内各

大商圈也很热闹。在长春摩天活力城，潮

流玩具店内年轻人摩肩接踵，热门饮品店

门口排起长龙，连锁服装品牌的收银台异

常忙碌。

夜色降临，一个个户外舞台也热闹起

来，“夜游”项目开始了——走进仙气飘飘

的园林，“孙悟空”“猪八戒”“牛魔王”等人

物与游客互动……长春动植物公园凭借

“梦幻西游季·夜游动物园”主题活动走红，

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打卡”。

聚商气：特色领域吸引投资

不久前，吉林省召开开放发展大会，就

全方位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行部署。

近年来，吉林省着力吸引客商来吉林投资

创业，打造了长春“汽博会”、东北亚博览

会、全球吉商大会等一系列品牌。据了解，

吉林省今年还将继续通过展会等形式，

吸引企业家前来投资兴业。

客商云集而来的背后，是不断增强的

发展信心。吉林省统计局局长林梅介绍，

当前吉林省三次产业投资额全面实现增长，

一批打基础、利长远的产业项目加快建

设。今年一季度，吉林省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42.3％，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38.1％。

各地也纷纷结合自身特色，汇聚商

气。在吉林市河南街，市民熙熙攘攘。

“龙潭区乌拉街满族火锅美食街、船营区

菜园街清真美食街、昌邑区江湾路朝鲜

族民俗风情街……目前，吉林市已经形成

了一区一特色餐饮美食街的格局，特色

风情吸引众多客商前来。”吉林市商务局

局长刘振华说。

强底气：产业转型凝聚新动能

夏日炎炎，吉林省主要工业企业和大

项目建设场地内，一片忙碌景象。

“老产业”的智能化数字化升级持续推

进。在一汽解放J7整车智能工厂，上百台

AGV搬运机器人精准送达物料，3D视觉

引导机器人“眼光炯炯”，自动涂胶。吉林省

在制造业领域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正加快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

不断向新材料、新能源领域发力，老工

业基地产业升级步伐加速。吉林化纤集团

加快推动年产3万吨高性能碳纤维原丝、

6.5万吨碳纤维助剂等项目。“这些项目将

持续推动碳纤维产业向高端应用领域拓

展。”吉林化纤集团副总经理孙小君说。

□ 刘 伟 刘赫垚

作为黑龙江省东南部重要中心城市，

近年来，牡丹江市立足资源禀赋特点，推动

产业振兴。发挥边境区位优势，加快向北

开放步伐，在加速转型升级、构筑发展新优

势中走出一条高质量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产业是经济发展的“牛鼻子”。牡丹江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构建以传统优势

产业为支撑、新兴产业为牵动的现代产业

发展格局，锻造经济发展新引擎。

在牡丹江穆棱市北某半导体科技有限

公司，身着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在车间忙碌

地进行生产。作为一家芯片企业，其生产

的IGBT模块产品，可广泛应用于光伏发

电、新能源汽车、家电等领域。

“公司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公司产品除

供应国内市场，也远销海外。”该公司工作

人员卢鸿基说。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北京冬奥

会的成功举办，点燃了人们参与冰雪运动

的热情，也为冰雪产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

遇。牡丹江聚焦“冰雪经济”，释放冰雪产

业红利，变“冷资源”为“热经济”。

在黑龙江劲道冰雪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工人对木料进行切割、打磨等工序，一

件件灵巧的冰雪运动装备就这样生产出来。

该公司总经理李佳璇介绍，为满足市

场需求，他们创新性改良了冰车、冰爬犁等

反响较好的冰雪运动装备。不仅如此，公

司还在海外建有原料基地，产品供应欧美

市场。

作为农业“走出去”的“先行军”，牡丹

江万鼎乳业有限公司着力打造境外农牧产

业集群项目，今年有望实现海外牧场所产

原奶常态化进口。

特色农业硕果累累

牡丹江物产丰饶，特色农业成为促进

当地居民增收、助力市域经济发展的重要

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

在不久前闭幕的第三十二届哈尔滨国

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来自牡丹江海林市的

猴头菇产品受到不少客商欢迎。得益于得天

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海林成为猴头菇生

产的“黄金地带”，猴头菇年产值4.54亿元。

海林市悦来颐和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

社理事长谢建伟说，近年来，合作社在延长

产业链方面不断发力，推出猴头菇酱、猴头

菇挂面、猴头菇咖啡等，发展前景广阔。

眼下，牡丹江东宁市的黑木耳迎来采

摘季，一个个“黑元宝”破袋而出。东宁是

知名的优质黑木耳产区，建成了全国最大

的生产基地和交易市场。

据介绍，东宁年均栽培黑木耳约9亿

袋，生产木耳干品超4万吨，产值30亿元以

上。全市稳定就业菌农2万余人，占东宁

农民总人数的28%。

在牡丹江宁安市，长在石板上的大米

成为一张特色农业名片。1989年出生的

陈雨佳是一名返乡创业“新农人”，她的家

在宁安市渤海镇上官地村，这里是“石板大

米”的核心产区。

作为宁安市玄武湖大米专业合作社销

售经理，陈雨佳带领合作社发展集约经营，

整村推进“石板大米”绿色有机种植。敢想

敢做的她与村民一道，研判消费市场新需

求，创新营销模式，推出“庄主认种”“粮票

定制”等服务，通过直播带货等方式推广家

乡农产品，拓宽了线上销售渠道，提升了

“石板大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对外开放跨步向前

地处边境，牡丹江坚持以改革激发动

力、以开放增强活力，用好用活政策举措，

闯出一条振兴发展新路。

在有“百年口岸”之称的牡丹江绥芬河

市，铁路站场的龙门吊轰轰作响，一列列货

运列车有序换装，一派繁忙景象。作为陆

路运输的“钢铁驼队”，中欧班列成为保障

中欧贸易往来的重要物流通道。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经绥

芬河口岸开行的中欧班列数量稳步增长，

出入境货物品类持续增多。数据显示，自

2018年中欧班列开行以来，经这个口岸出

入境的中欧班列累计超过2000列。

作为我国边境重要口岸之一，绥芬河

从一个边陲小镇，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国

境商都”。近年来，绥芬河紧抓机遇，创新

制度举措，聚焦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跨境

电商产业焕发新生机。

果汁美酒、糖果点心、各色生活用品……

在绥芬河跨境电商直播基地，进口商品琳

琅满目。据介绍，该基地整合100余家企

业，集纳来自20多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建

成共享直播间、大型多场景直播间等供商

户使用。

来自牡丹江海关的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牡丹江进出口贸易额达62.1亿元，同

比增长18.6%。

□ 刘 辉 冉双平

□ 本报记者 王 斌

近年来，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聚焦建

设“三城五地”，着力推进“十大行动”，把旅

游业作为县域经济战略首位产业，积极探

索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打造提升“山湾

梦谷”、鹿仁村等一批乡村旅游示范村。以

“红色”追寻带动“绿色”发展，附近村寨的

农家乐、农家客栈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文

旅融合不断加深，“陇上乡遇”乡村旅游品

牌打造取得显著成效。

今年以来，宕昌县以建设甘肃知名乡

村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大力实施特色旅游

村镇、农家乐、精品民宿品牌工程，开展乡

村旅游示范村、文旅振兴乡村样板村创建

工作，打响做亮“陇上乡遇”乡村旅游品牌，

进一步培育业态、打造品牌、做强产业，推

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打造高品质乡村振

兴“旅游版”。

抓示范创建，高规格打造样板。宕昌

县把创建官鹅沟国家5A级旅游景区和全

域旅游发展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

手，围绕县委“1346”总体工作思路，坚持

“文旅赋能”发展定位，贯彻“全域旅游、全

民参与”发展理念，将全域旅游与经济发

展、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积极

探索农旅养融合发展，突出地域文化元

素，打造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康养避暑度

假旅游区、中医药文化康养小镇等乡村旅

游精品景区。坚持树立“农耕文化为魂，

田园风光为韵，村落民宅为形，生态农业

为基”的理念，紧抓官鹅沟成功创建5A景

区机遇，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和哈达铺红色

旅游资源，以“红”带“绿”注入发展新活

力。依托全县乡村旅游资源禀赋、区位优

势、产业特色和人文历史，以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为重点，确定了全县“十四五”时期

20个乡村旅游示范村，9个文旅振兴乡村

样板村创建名单，分步实施，加快培育生

态环境优、产业优势大、发展势头好、示范

带动能力强的乡村旅游示范品牌，整体提

升乡村旅游产业影响力、社会认知度和品

牌知名度。

抓业态开发，差异化培育产品。充分

发挥旅游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作用，围绕旅

游过程中食、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的

需求，鼓励引导群众主动参与旅游服务业，

全县建成宾馆饭店253家、接待床位达1.4

万张，直接或间接从事旅游服务业人数达

3.2万人，旅游业对全县就业和群众增收的

拉动作用成效显著。2022年，县政府专项

投资600万元，制订出台《宕昌县农家乐、

农家客栈提升改造以奖代补办法》及相关

配套方案，对官鹅沟、哈达铺旅游景区50

余户农家乐、农家客栈实施整体改造提升，

旅游服务功能日趋完善。

抓品牌形象，多层次宣传推介。按照

甘肃省加快旅游市场复苏的要求，举办“丰

收了·游甘肃”系列惠民活动，“欢乐春节·

冰雪官鹅”等冬春季旅游系列宣传推介活

动，持续做强乡村旅游产品品牌，持续扩大

乡村旅游对外影响力。今年3月份以来，

通过各类新媒体积极推出“云游宕昌乡村”

“乡约宕昌”等线上乡村旅游品牌系列宣传

活动，发布了踏青赏花游、魅力乡村游、红

色励志游等主题文化和旅游产品“春季游”

特色精品线路。目前，正在开发全县乡村

旅游电子地图和“陇上乡遇”乡村旅游视频

号，加强内容原创和线上线下活动策划，聘

请旅游推荐官，发动网络达人拍摄制作有

趣味、有温度、正能量的乡村旅游短视频，

全方位展示宕昌乡村旅游资源和文化，提

升乡村旅游产业影响力、社会认知度和品

牌知名度。

拢人气 聚商气 强底气
——吉林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动能

宕昌：以“红色”追寻带动“绿色”发展

牡丹江：“多轮驱动”助推市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海南博后村海南博后村：：美了环境美了环境 强了产业强了产业 富了村民富了村民
博后村位于海南省三亚市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西南部，是一个黎族聚居村庄。近年来，博后村持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

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同时，积极发展特色民宿、观光旅游等产业，助力村民增收。玫瑰谷所在地曾是一片盐碱地，现已发展成

为集玫瑰种植培育、玫瑰产品研发销售、观光旅游等为一体的玫瑰产业基地。图为6月29日在位于博后村的亚龙湾国际玫瑰谷

拍摄的食用玫瑰。 新华社记者 刘勇贞 摄

45个超亿美元外资产业项目落户江苏
本报讯 近日，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交流会暨企

业家太湖论坛在江苏苏州举行，45个超亿美元外资产业

项目落户江苏，总投资额117亿美元。

近年来，江苏累计设立外资企业4.1万家，世界500

强企业有392家在江苏投资。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江苏

省人民政府主办，450多位跨国公司高管及重点商协会

负责人参加论坛。此次落户的45个项目涉及生物医药、

新能源、智能制造等领域。

德国西门子全球执行副总裁、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肖松表示，近年来，西门子不断加大在江苏的产业

布局，形成了2个业务总部、7家制造工厂、10家创新与

研发中心的高端制造业全产业链集群。面向未来，西门

子将继续与江苏携手，共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新生态。

英国阿斯利康全球执行副总裁、国际业务及中国总

裁王磊说，阿斯利康在江苏建立了包括研发、生产、出

口、物流、创新、资本和人才培养在内的全产业链，并在

多年深耕中取得长足发展。阿斯利康将在持续对华投

入基础上，发挥国际桥梁作用，引入更多海外优质产品

与技术，赋能中国创新“出海”。 （刘巍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