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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魏劲松、通讯员马献

伦 喻泉源报道：“覆盖的薄膜要等过
几天气温降下来以后再盖，如果突然降
温，也可以提前搭起来。”12 月 8 日，
在湖北省竹溪县汇湾镇种茶大户阮班友
的茶园里，县科技局驻点的科技“特派
员”张小松正为茶农们讲解茶叶防冻技
术。阮班友是该镇最早通过承包茶园致
富的茶农，他承包的 300 多亩茶园年纯
收 入 近 26 万 元 。 像 阮 班 友 这 样 的 茶
农，该镇还有 2000 余户。“茶产业已成
为竹溪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
竹溪县委书记余春存告诉记者，“全县
茶产业综合产值达 12 亿元，茶农人均
年收入达 7800元。”

竹溪县是湖北省十堰市通过“一县
一品”培育致富产业的一个缩影。日前，

十堰启动“一县一品”科技扶贫对接会，
加快推进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十堰市委书记周霁说，十堰是国家
扶贫开发重点区域，是南水北调核心水
源区，生态保护、转型发展、深化改革的
任务艰巨。“一县一品”是十堰促进生态
资源向产业优势转化的抓手，借助“一县
一品”辐射带动作用，做大基地、做强龙
头、做长链条、做强品牌，十堰正努力为
秦巴山片区区域扶贫探索新路。

十堰大力推进“一县一品”基地
工程建设，丹江口市的水产品、郧县
的木瓜、郧西县的马头山羊、竹山县
的核桃、竹溪县的茶叶等已成为各县
市区的主导产业。目前，全市“一县
一品”特色基地超过 500 万亩，拥有
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业标志品牌 210

多个，占全省三分之一，产业综合效
益达 350 亿元。

十堰还选派 1000 名科技特派员进
驻 1000 个贫困村，推进“一县一品”建
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引导贫困村
走品牌化、专业化产业发展道路。科技
特派员提升了“一县一品”的品质和核心
竞争力，农村信息化使深山里的产品远
销东南亚、日本、欧盟，规模以上农产品
加工值达到 163 亿元；种养加一体化、产
供销一条龙、“公司＋基地＋技术＋农
户+服务”体系建设初步建成。

如今，以青虾、翘嘴鲌为代表的丹江
口市水产业，年产值达 15 亿元；以木瓜
酒、木瓜醋为代表的郧县木瓜基地近 30
万亩；以“源元”牌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
郧西马头山羊产业，年实现产值近 6 亿

元；以强生园、巴山食品为代表的竹山县
核桃产业产值占全县 GDP 比重达 11.6%
以上；以黑木耳、香菇为代表的房县食用
菌产品俏销国内外；以斤坪村无公害蔬
菜为代表的张湾区蔬菜产业成为秦巴山
片区设施农业的典范；以杜鹃花、金银花
为代表的茅箭区苗木花卉产业成为城区
一道亮丽风景；以武当柑橘为代表的武
当 山 特 区 柑 橘 产 业 跻 身“ 中 华 名 果 ”
行列。

“下一步，我们还将优化配套服务体
系，为全市‘一县一品’建设增添后劲。”
十堰市市长张维国介绍，目前，各县市区
正着力构建“政、产、学、研、资、介、用”全
方位科技扶贫专业服务体系，整合科技
资源，推动片区扶贫攻坚和区域经济
发展。

湖北十堰：

“一县一品”增加扶贫实效
湖北十堰：

“一县一品”增加扶贫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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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伟、通讯员王璐报道：由中国信息技
术服务与外包产业联盟、河南巩义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

“2014 中国信息技术服务与外包产业联盟年会暨巩义服务
外包高峰论坛”日前举行，有 160余家企业和单位参会。

年会以“颠覆与重构下的市场机会”为主题，分析了
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探讨了新形势下的市场机会，为服
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了面向未来的新视野。

河南巩义举行服务外包联盟年会

突出重点 强调“质量”
——安徽借力重大项目加速经济崛起

本报记者 刘志奇 白海星 文 晶

突出重点 强调“质量”
——安徽借力重大项目加速经济崛起

本报记者 刘志奇 白海星 文 晶

临近年底，联宝（合肥）电子科技公
司悄然加快了生产节奏。在联宝科技的
研发中心，实验室负责人娄华庆告诉记
者，虽然投产不到两年，但他们已成为联
想集团在全球最大的笔记本生产基地，
今年笔记本出货量有望超过 2000 万
台，将占据联想集团全球出货量的半壁
江山，“除了扮演生产基地角色，联想集
团所有笔记本电脑的设计开发和验证，
全部在联宝进行。”

联宝科技由联想集团和台湾仁宝集
团 2011 年发起设立，前年年底正式投
产。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经开区的高新技
术企业，在联想集团的地位举足轻重，对
安徽当地的产业发展而言，重要性同样

不言而喻。目前，联宝科技吸引了 12 家
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合肥建立运营中心，
另外有 100 余家原材料供应商也主要围
绕联保科技开展业务，带动数以万计的
劳动者就业，产业基地聚集效应十分明
显。

联宝科技的蓬勃发展，是安徽省实
施重大项目发展计划以来涌现出的诸多
案例之一。安徽省发展改革委重点项目
办主任叶文卿介绍，早在 10 年前，安
徽省就拟定了瞄准 8 大产业基地、6 大
基础工程的重点项目推进计划，其间虽
然根据客观情况变化对相关主导产业进
行了相应调整，但围绕资源、区位、产
业优势发展重点项目的大方向始终得以
坚持。

中联重科最近宣布将芜湖奇瑞重工
以及奇瑞集团旗下的农机事业部收入麾
下，奇瑞重工也随之更名为全新品牌“中

联重机”。该公司办公室经理刘翠平告
诉记者，中联重科此次不惜斥资近 30 亿
元并购成立时间尚不足 4 年的奇瑞重
工，并计划未来投资 200 亿元在芜湖打
造全国最大的农机生产基地，关键在于
当地的现代农业基础和领先的农机研发
技术，以及芜湖的投资环境。这为中联
重机打造国内领先的“智慧农业”产业提
供了巨大的舞台。据介绍，芜湖当地对
于此次并购的一个“苛刻”要求，就是中
联重机必须将总部基地和研发中心留在
当地。记者在中联重机参观时了解到，
他们生产的“谷王”、“耕王”等品牌农机
产品，已基本覆盖小麦、水稻、玉米、油菜
等主要农作物的育种、整地、播种、田间
管理、收割、烘干储存生产全过程。虽然
算上奇瑞重工这个前身，中联重机的历
史也不长，但他们已经具备了与雷沃等
国内农机“大佬”抗衡的实力。

“我们按照‘好中选优’的方式确定
投资重点项目，在用地指标、金融支持、
专项资金等多个方面提供相应要素保
障。此外，我们还努力让这些重点项目
向工业区、开发区集中，在促进土地集约
利用、实现产业集聚的同时，带动地方金
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叶文卿
说，由于长期坚持对重点项目进行遴选
和储备，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大背景
下，今年前 10 月，安徽省亿元以上重点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7978.2 亿元，占年度
计划的 96.6%；开工项目 1726 个，占年
度计划的 88%；竣工项目 542 个，占年度
计划的 72.9%。正是因为长期不懈地注
重发挥重大项目的引领和集聚效应，并
牢牢地抓住了“有效投资”和“有质量的
投资”这两个关键因素，安徽经济在保持
较快增长速度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也
得到了较好的保证。

本报讯 日前，广东省茂名市华兴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财务人员刘琼告诉记者，如今只需要在家中拨个电话，点
几下鼠标，就可以申报所得税季报并直接享受小微企业所
得税税收优惠了。

为确保小微企业享受应有的税收优惠，茂名市国税局
通过税务网站、办税服务厅电子屏、12366 热线、专题培
训班和税法宣讲会等渠道宣传优惠政策；对部分可享受小
微税收优惠但未申报的纳税人，由税收管理员逐一进行纳
税辅导。 （黄海涛）

广东茂名小微企业享受税收优惠

本报讯 记者刘成、通讯员郑文刚报道：青岛市城阳
区从源头上改善地下水水质，从 2014 年 9 月开始，将新
建居民小区、企业污水排放设施合格与否作为项目规划验
收的必要条件，在规划验收中引入专业部门对新建项目污
水排放设施进行检验，从根本上杜绝污水渗漏、乱排导致
的对地下水污染问题。

今年该区排水管理部门分别对龙湖、万科地产等 10
余个新建楼盘、几十个新建企业的 4000 多个雨、污水
井进行检查，经闭水实验达到合格标准的方可通过规划
验收。

青岛市城阳区出硬招惩治乱排污水

本报讯 记者张毅报道：陕西首个旅游产业投资基金
日前正式挂牌。该基金由陕西省人民政府注资，陕西旅游
集团联合国家开发银行、平安银行、中信集团等共同发起成
立，基金总投资规模定为 50 亿元。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
大银行、恒丰银行等金融机构对陕西旅游集团合计授信达
250亿元人民币，韩亚银行授信 1260亿韩币。

据介绍，该基金成立后，将根据陕西旅游产业投资需
求，采取阶段认缴、分期募集的策略，稳步扩展基金规模，达
到 50 亿元总规模。基金将主要用于扶持陕西省及周边相
关旅游产业项目。

陕 西 设 立 旅 游 产 业 投 资 基 金

传 真

进入 2012 年以来，福建厦门海沧区实施“一十

百千工程”，构筑生物医药产业“孵化器—中试基地

—产业园区”的梯次发展格局，为厦门生物医药港

的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一”是指 1 万平方米的厦门生物医药孵化器，

2006 年在海沧新阳工业区建成，孵化出近 100 个项

目，艾德、天医堂等 10余家企业快速成长。

“十”是指占地面积 10 万平方米的厦门生物医

药中试产业化基地，2008 年开始建设，已入驻 49

家企业。

“百”是指占地 100 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2012 年启动建设了占地 100 万平方米的通

用厂房和企业自建区，现在规模发展到近 200 万平

方米。

“千”是指规划建设中 1000 万平方米的“厦门

生物医药港”，去年以来，以“生物医药产业园区”

为核心，整合散落在新阳工业区内占地 112 万平方

米的生物医药企业、同时建设占地 322 万平方米的

启动区，加上周边预留 400 万平方米的生物医药拓

展区，形成了 1000 万平方米的体量规模。至

此，厦门生物医药港形成了“一十百千”格

局。

2013 年，全区生物医药企业累计

完成产值 103.16 亿元。截至 2014

年 10 月，海沧区生物医药相关

企业 176 家，企业集聚效应明显。建有博士后工作

站 1 个，省、市企业技术中心 6 个，产品领域主要

包括：基因重组药物、疫苗、化学药物、艾滋病肝

炎等检测试剂、医药中间体、保健品及原料和医疗

器械。“十一五”以来，全市申报或进入临床的国家

一类新药 12 个，其中海沧区占 10 个。海沧区还拥

有 4 个国家“十一五”到“十二五”滚动支持的重

大新药创制项目，占同期全国项目总数的一半，体

现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目前，万泰沧海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

球 首 支 戊 肝 疫 苗 进 入 市 场 。 蓝 湾 科 技 、 大 博 颖

精、天医堂、艾德生物、三九军大、万泰沧海等

一批项目落户“厦门生物医药港”企业自建区，

并启动建设。一期投入使用的 19 栋通用厂房已签

约进驻了优迈科、武汉百美特等 23 家企业。另

外，从 2012 年底引入首家台湾上市公司——台湾

基亚以来，目前已有 9 家台湾企业实际入驻，还

有 10 余家在谈，其中不乏台湾知名的生物医药上

市企业，对台交流合作日益活跃。

2014 年 9 月，以厦门生物医药港为核心的厦门

生物与新医药产业正式获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区域集聚发展试点”，厦门生物医药港被纳入国家产

业发展战略。最近，厦门生物医药孵化器通过了国

家火炬中心项目评审答辩，将获评为“国家科技

企业孵化器”。

围绕厦门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提速技术成果产业
化过程，形成从“研发—中试—产业化”专业平台服务体
系。分别是：

“国有企业+技术团队”模式——厦门生物医药孵化
器、闽台诊断产品创新创业园、厦门体外诊断仪器公共
技术平台、厦门小分子创新药研发平台、厦门知识产
权公共服务平台、厦门生物医药中试及产业化基
地等六个平台；

“高等院校+政府共建”模式——北京化
工大学厦门工业生物技术研发转化平台、
武汉理工大学厦门科研成果转化中
心；

“科研机构+政府共建”模
式——科技部闽台（厦门）生
物医药技术创新服务平
台、国家海洋三所海
洋生物产业化中
试技术研发
平台。

厦门生物医药港十大平台

海沧大桥海沧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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