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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湘西南的邵阳市是湖南人口第
一大市。新中国成立后，大量的部省属工
业和三线建设企业在这里落户，使邵阳
成为老工业基地。一个 30 余万城市人口
的城市，产业工人就占了 20多万。

从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以中小
国有企业为支撑的邵阳工业逐步衰落，
经济效益多年名列全国同行业前茅的液
压件厂好景不再；赫赫有名的湘印机退
出全国胶印机行业“三强”行列。邵阳，在
新一轮发展中落后了。

但邵阳人从未放弃过复兴工业的梦
想和努力。进入本世纪，邵阳的决策层达
成共识：要再造邵阳工业辉煌，必须通过
改革和创新机制，走新型工业化路子。

在首轮改革中，邵阳派出市直单位
486 名干部组成 71 个改制指导组进驻
企业指导改制，以市委书记牵头的 32 名
市级领导一线指挥。至 2004 年底，全市
国有集体企业累计完成改制 483 户，盘
活存量 43.3 亿元。一批改制企业成为工
业经济的新星，数万下岗职工重新上岗。

国有工业通过改制浴火重生，民营工
业也异军突起。数据显示，仅2004年全市
新发展民营企业1852家，总投资40亿元。

2005 年，邵阳市委、市政府开始了
工业的第二轮改革——“兴工强市”，邵
阳工业进入提质增效、升级换代时期。截
至 2013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
415 亿元，同比增长 12.4%；培育产值过
10 亿元的工业企业 9 家，过亿元的工业
企业 469家，规模以上企业达到 895家。

今年，邵阳紧紧围绕“在全市重点培
育产值过 50 亿元的企业 1 家、产值过 10
亿元的企业 15家、产值 5亿元至 10亿元
企业40家”的目标，结合国有企业改革改
制，着力把一批租赁经营的中小企业培

育为规模企业，造就“未来工业之星”。
“今年，邵阳全市实现规模工业增加

值 470 亿元，同比增长 15%；园区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18%以上，占全市规模工业
增加值比重达到60%；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100家以上；完成工业固定资产投资650
亿元以上，同比增长 30%，这个目标一定
能够实现！”邵阳市相关负责人说，今年上
半年，邵阳895家规模工业企业实现增加
值的增速已进入湖南“三强”。

突出园区建设，打造发展平台，邵阳
吹响了工业“退城入园”的改革号角。

2013年9月11日，规划面积65平方公里
的宝庆工业集中区管理委员会挂牌成
立。截至今年上半年，园区共引进各类项
目70家，包括世界500强企业三一、统一
等，其中规模企业 35 家，高新技术企业
10家，总投资额超过70亿元。

“特色发展”是邵阳对全市现有12个
园区进行改革的主思路。宝工区的装备制
造业、生物医药和高新技术产业；邵东经
开区的五金、打火机、皮具箱包和印刷业；
邵阳经开区的食品加工、纺织和建材工
业；隆回工业集中区的农副产品加工和轻
工业等产业功能清晰、特色十分鲜明。

邵阳市委、市政府将 2014 年定为
“工业园区建设年”，提出了园区经济倍
增计划，全市 12 家园区今年实现规模工
业增加值 280 亿元，同比增长 18%，增加
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60%；园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30%
以上；标准化厂房在建和建成的面积
100 万平方米；引进入园企业 65 家以
上，新增规模工业企业 60 家以上，通过
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退城入园”引导企
业向园区集聚。

“退城入园”的改革战略让邵阳工业
结构产生了质的变化。全市高新技术产
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
31%。规模工业实现利税 121 亿元，同比
增长 28%。

湖南邵阳为工业经济搭建平台，实施“退城入园”——

老 工 业 基 地 焕 发 活 力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马剑敏

图为建设中的邵阳市宝庆工业集中区一角。

江 西 发 展 产 业 集 群 促 园 区 升 级
力争 2017 年主营业务收入过百亿元产业集群达 6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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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发展资金 8.83亿元

青海加大惠农政策实施力度

时 讯时 讯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族自治
区国税局按照国家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结合广西实际情况，
再次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明确享受减半征收企业
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小微企业，范围由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6万元（含 6万元）扩大到 10万元（含 10万元）。

据了解，从今年 1 月 1 日到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年
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 万元 （含 10 万元） 的小微企业，
其所得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并按 20%的税率缴
纳企业所得税。据测算，此次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扩大范
围，将使广西 1.3 万户小微企业受益，年减免所得税约
6000 万元。

本报讯 记者马玉宏 石晶从青海省农牧厅获悉：截
至 6 月底，全省财政已安排农牧业发展资金 8.83 亿元，重点
支持设施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产业化发展等。目前已
下达资金 8.16亿元，占安排资金总量的 92.4%。

今年上半年，青海持续加大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实施力
度。从农牧业补贴资金总量看，在实施农作物、畜禽、牧
草、水产良种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基础上，安排资金
6000 万元，建立了露地蔬菜种植补贴机制，对 30 万亩露
地蔬菜种植进行补贴。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总量的不断增
加，在有效促进农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调动了农牧民发
展生产的积极性。

本报讯 记者庞彩霞报道：近日，广东出台《宽带广东
发展规划（2014-2020 年）》，加快统筹布局全省宽带发展，
力争到 2020 年基本建成智慧广东。未来 7 年内，广东固定
宽带接入、3G/LTE 用户的普及率将分别达到 37 户/百人、
116户/百人，电子商务交易额达 12万亿元。

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邹生介绍，广东宽
带网络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宽带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光纤入户、无线局域网覆盖、3G/4G 的发展等；二是宽
带技术带来的产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推进
宽带技术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全面提升广
东电子政务、电子商务等方面的信息化水平。

《宽带广东发展规划》发布

2020 年 基 本 建 成 智 慧 广 东

年减免所得税约 6000万元

广西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
江西省政府日前发布 《关于加快产业集
群发展促进工业园区发展升级的指导意
见》 及配套文件，将依托产业集群，形
成一批功能定位清晰、规模优势突出、
集群效应明显、辐射带动有力的特色园
区。到2017年，全省产业集群主营业务
收入占工业比重达到 50%以上，主营业
务收入过百亿元的产业集群将达 60 个，

每百户企业省级以上研发机构达到5个。
“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产业集群

已成为推动江西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
提升城镇化水平的重要举措、县域经济
的重要支撑、富民就业的重要途径。”
江西省工信委主任吴晓军介绍，2013
年，江西省重点调度的 60 个产业集群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800.4 亿元，占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的 25%。今年一季度，

全省重点产业集群新增企业近千户，对
全省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一。

江西将推进全省工业园区机制体制
创新，积极探索大部门制改革、扁平化
管理、企业化服务的管理模式。工业园
区管委会除设置必要的综合部门，可
围绕产业发展实际需要，设立专门的
产业发展管理服务机构；各级政府将进
一步简政放权，赋予工业园区更加灵活

的社会经济管理权限、相对独立的财政
管理权限；工业园区推行一个窗口受
理、内部代办服务、网上并联审批、限
时高效完成的“一站式”服务，建立涉
企收费清单管理制度；加强市场化运
作，探索组建投资运营公司，重点投资
工业园区标准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社
会公共事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组建投
融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