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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市昌乐县鄌郚镇乐器产业发展路子越走越
宽。如今，在北京、上海及国外大城市的乐器行都能找到鄌
郚镇的产品。曾经默默无闻的小镇相继有了“山东省电声
乐器产业基地”“中国电声乐器产业基地”的新名片，产品涵
盖吉他、贝斯、音箱、萨克斯等，年产量达80万把（支），其中
电吉他产量占全国的近四成，年产值15亿元，纳税4.5亿
元。产品远销韩国、美国、澳大利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座偏居一隅的农业小镇奏响了“中国好声音”。

为了把这个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培优育强，鄌郚镇
规划建设了总投资30亿元的“中国乐器产业园”，建设了
乐器产业发展中心，设有产品研发、质量检测、电子商务、
人才培训等服务机构。他们还积极引导乐器企业与院校
合作，成立研发中心，加大创新投入，引进技术人才，推动
鄌郚乐器产业向自主研发、智能制造转变。为了更有“文
化味”，他们先后与四川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等6所
专业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山东大学艺术学院等5所高校
在鄌郚设立产学研基地和实践教学基地，雅特吉他教室
推广计划已覆盖20多个省区市，建成300多处，累计培
训吉他专业人才3万余人，为乐器企业长远发展提供了
人才保障。

乐器的中高端专属定制是块“大蛋糕”。为此，鄌郚
镇十几家企业瞄准了市场个性化需求，加强能工巧匠的
培训，专门制造中高端定制产品。山东雅特乐器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卫国告诉记者，私人定制可以满足演奏
者的个性化需求。在雅特乐器生产车间，由100多个零
部件构成的一把吉他，要经过无数道工序、上千遍打磨，
生产者要把演奏者的个性、手感和音乐表现风格通过一
系列精细定制来完成。

如今，借力“互联网+”，鄌郚镇的乐器产业真正实现
了质的飞跃。今年上半年，鄌郚镇乐器行业出口同比增
长49.6%。

乐器小镇变奏曲
本报记者 管 斌 王金虎 通讯员 王永德

形成城乡一体共同推进的生态大保护格局——

重庆万州：“绿色引擎”提升城市“颜值”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重庆万州区践行“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实

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加

速汇集工业经济绿色发展

新动能，走上生态保护和

经济增长双赢的绿色发展

之路

9月份的重庆万州区，澄江如练，碧
空如洗，数十万株艳丽的三角梅沿着蜿
蜒的滨江湖岸盛开，让这座城市别有一
番韵味。

万州区地处三峡库区腹地，是长江
上游区域中心城市，拥有长江岸线80多
公里。近几年，万州区把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摆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优先位置，以
最大力度实施长江生态环境修复，走上
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双赢的绿色发展之
路，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万州长江干
流水质稳定，总体保持Ⅱ类；全区空气环
境质量优良天数 161 天，较去年同期增
长10天。

大保护让生态更优

从万州滨江广场眺望长江，宽阔的
江面上，每天都有几十艘清漂船只来回
穿梭，及时清除江面和消落带的各种垃
圾、漂浮物。

“在万州，长江水域清漂已经实现了
常态化。”万州清漂队现场负责人刘波告
诉记者，每天有20余艘清漂船、80余名
作业人员沿江清理漂浮物，确保长江干
流及次级河流江清岸洁。

一江碧水东流，两岸绿意尽染。在
长江万州段，两岸的森林覆盖率已达到
65%。不久前，万州启动“长江生态屏障
绿化提升行动”，采取“区—镇乡街道
—村居”三级联动形式，在长江两岸开展
植树增绿，形成了城乡一体共同推进的
生态大保护格局。

无论是常态化清漂，还是两岸绿化
提升，为的都是守护好长江。记者了解
到，从在三峡库区率先设立环保法庭到
建立空间、总量、项目“三位一体”环境准
入制度，从破解库区消落带治理难题到

“河长制”全覆盖……近年来，万州区把
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陆续开展了一系列生态治理与修复
行动，“共抓长江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

经成为共识和自觉行动。
非法码头是长江干线的一大“顽

疾”。去年万州区取缔了21艘非法餐饮
船，并全部拖离拆解，对合法餐饮船的垃
圾、废水、粪便实行规范化处理。同时，
关闭了18座非法码头，并针对每个码头
实际情况采取覆土播种和树苗移植等多
种形式的生态复绿。

“不让一滴工业污水流入长江。”万
州经开区经发局副局长刘宇介绍说，万
州区不仅对在长江岸线1公里范围内的
化工企业以及水污染严重的企业全部实
施关停，而且对工业污水实现集中规范
处理，建成了三级设防的环境风险防范
体系，即在企业设立围堰和事故应急池
的基础上，建立园区事故水收集池和龙
宝河印盒石拦水坝应急水闸三级设防。

值得一提的是消落带的治理。万州
区通过推广栽植中山杉试验示范林近
1500亩，绿化消落带岸线长度达到40公
里，逐步形成消落带绿色生态长廊，有效
防止消落带水土流失，沿江水上森林的
壮美景观也得以呈现。

“绿色+”让产业更强

记者在万州经开区采访时看到，重
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投资5.044亿元实
施的煤气化节能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正加
紧基础施工。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年
可节能标准煤3.5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及烟尘近10万吨。

加快传统产业的“绿色”改造，是万
州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一大着
力点。目前，在万州像宜化化工煤气化
节能技术改造这样的绿色改造项目一共
有20多个。

循环经济为工业发展添“绿”。万州
经开区是国家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已入驻企业近300家。记者在园区内的
重庆华歌生物化学有限公司采访时看到，
该公司生产的副产物除了自身再循环利
用生产产品外，还提供给重庆中邦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中间体再生产新产品。
“为降本增效，我们通过自主研发实

行技改，开发了加氢法合成工艺，不仅解
决了生产成本高、环境污染严重等难题，
还开辟了绿色环保、高效节能、循环经济
相互衔接的全新道路。”重庆中邦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人员李英介绍说，对比传统
工艺，新工艺的三废排放量减少至原来
的1/10。

旧动能做“减法”，新动能做“加
法”。万州区严把产业准入门槛，对不符
合生态环保要求的项目一律禁入。在此
前提下，培育壮大以智能装备、绿色照
明、新材料等为主导的战略性新兴制造
业，形成了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和龙头骨
干企业，工业经济绿色发展的新动能加
速汇聚。

在万州，“绿色+”让产业变“绿”，也
让“绿”变成了产业。地处万州北部山区
的铁峰乡，早年因盛产铁矿和冶铁而得
名。如今，全乡无一家工业企业，取而代
之的是 5 万亩森林绿地以及猕猴桃、李
子等绿色经济作物。“昔日的荒山草沟变
成了绿水青山，更变成了金山银山。”铁
峰乡桐元村村民李相前笑着告诉记者，
房前屋后栽种的猕猴桃每年能为家里带
来10多万元收入。

依托区位和生态资源优势，万州紧
紧围绕加快建成大三峡旅游集散中心和
重要目的地、长江上游滨水宜居旅游城
市的目标，以发展全域旅游为抓手，全力
打造万州旅游业发展升级版，以乡村旅
游、三峡风光游等为主的旅游产业发展
取得了长足进展。今年上半年，万州全
区共接待游客1063.76万人次，旅游综合
收入达 57.32 亿元，同比增长 42.39%和
48.43%。

独具高峡平湖美景

既要生态，又要宜居，这是万州对
城市建设不变的追求。如今的万州，山
变绿了，水变清了，景色也跟着美了

起来。
在万州滨江环湖区，沿江绵延的亲

水栈道、平台、浅滩、花带等滨水景观随
处可见。记者在南滨公园内看到，紫薇、
金盏菊、美人梅等花木成林，高低错落、
层次分明、色彩浓郁丰富，吸引了不少市
民拍照合影。

“通过对山系、水系、绿系的保护和
开发利用，万州正着力把滨江环湖区域
打造成为山、水、城和谐共生、独具魅力
的高峡平湖美景。”万州城市管理局副局
长郭毅告诉记者，万州区正在打造宜山
宜水的滨江多彩城市景观群，目前已建
成红沙碛滨水生态公园等一批城市公
园、社区公园及慢行、骑行系统。

记者了解到，立足于滨水山地城市
特点，万州区已经编制完成了《构建长江
上游滨水宜居旅游城市建设指标与策略
研究》《万州区城市规划区海绵城市专项
规划》《滨江环湖地区城市设计》，正以彰
显城市形态、自然生态、传统文化、建筑
风貌、产业业态等城市特色为重点，推进
实施一批城市特色塑造提升项目，努力
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

同时，万州还开展了数次环境整治，
全面整治消落带乱搭建、乱倾倒、乱堆
码、乱占道等违规行为。今年以来，拆除
乱搭建厕所、板房、钢架棚40余处，规范
违规占道行为 100 余起，清理库岸暴露
垃圾5000余吨。

西山公园成功创建“国际杰出茶花
园”，环湖花带数万株三角梅成为新的景
观，成街的黄花槐、紫薇、蓝花楹、樱花增
添了城市的“颜值”……万州不仅主城区
干净漂亮、公园林立、花香怡人，各乡镇
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提升。在武陵镇，街
道干净整洁，街边绿树成荫，商业秩序井
然，该镇已经成功创建国家级卫生镇、国
家级文明镇、国家级生态镇、中国特色
小镇。

万州正随着生态发展的旋律拥抱未
来，一座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品质城市正在长江之滨加速崛起。

市场调研机构赛迪顾问日
前发布的《2018年中国县域营
商环境百强研究》显示，与县域
经济实力的区域差异类似，我国
县域层面营商环境东西部差距
同样明显。营商环境前十名的
县域悉数位于东部地区。东部
地区有66个县进入营商环境县
域百强，占比过半。中部地区有
22个县进入。西部和东北地区
仅分别占据7席和5席。

研究还显示，高水平营商
县域呈现连片分布态势，浙江
地区和环渤海地区成为主要聚
集地。东部地区的江苏、浙江、
山东三省表现引人注目。

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
心高级分析师袁保鸿表示，良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县
域营商环境成为地方治理竞争
的新领域和推进乡村振兴、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各
地也正掀起新一轮营商环境优
化热潮。

随着国家“八纵八横”高速
铁路网日益完善并向县域延
伸，经济发展动力从传统资源
要素驱动向创新要素驱动转
变，高铁成为县域导入人才流、
信息流、资金流的重要工具。
赛迪顾问研究显示，高铁与县
域资本聚集程度呈现显著正相
关。43%的县域尚无高铁通
达，但义乌、昆山等县域高铁班
次近200次。

“县域经济正面临人口外
流挑战。”袁保鸿坦言，全国城
市间人才争夺战日趋激烈，人
口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也更加重要。但研究显
示，20%以上的县域存在常住人口负增长，尤其是中西部
地区县域人口外流更为突出。同时，昆山等前十名人口
流入最多的县域却占百强县全部人口流入的约五成。

新增资本是县域营商环境优化的直接体现。赛迪数
据显示，营商百强新增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总额平均值约
20%。六成县域新增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总额不到
20%。

从外商投资看，近25%的县域新增外资零增长。但
是，以江阴为代表的外商投资最多的10个县域占营商百
强全部吸引外资的近78%。

对于优化县域营商环境，袁保鸿建议，各县域应以实
际情况为基础，选择符合地方特色的发展路径。具体包
括，一要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实施县域营商环境优化计
划。引入第三方机构展开县域营商环境诊断，提出制约
本地优化营商环境的主要因素。做好整体设计，针对制
约营商环境提升的重点环节和领域，实施营商环境优化
计划。

二要优化政务服务，打造亲清营商环境。精简审批
流程，压缩办理时间，并降低通关环节费用，深化“互联
网+政务”服务，畅通政企沟通渠道。

三要规范市场秩序，打造公平信用营商环境。鼓励
市场主体自由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和对不正当竞争
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企业信用体系的建立，加快建立以
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监管方式。

四是完善机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
权等企业权益保护，完善多元化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充分
发挥民间调解、行政调解等非诉讼调解方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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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万州段两岸森林覆盖率已达65%。 新华社记者 刘 潺摄

进一个门办理多部门业务，最多跑一
次办完审批事项，上一次网能实现“不见
面审批”，面对一个窗口就获得满意贴心
的服务……作为河北省首批14个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廊坊开发区大力推
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效率大幅提
高，营商环境不断优化。

“‘放管服’改革事关利企便民，事关
营商环境，事关廊坊开发区的竞争力。‘畅
通无阻的互联网+优质的政务服务’是深
化‘放管服’改革的关键环节。”廊坊市委
常委、开发区工委书记王金忠告诉记者，
通过对开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力促
进了全区经济健康发展，去年开发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451 亿元，财政收入 80.2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2%和 10.3%，高于
全市平均增速5个百分点。

在廊坊开发区上班的王学明要提取
住房公积金，以前要跑本单位、房管局、银
行至少3个门。自6月1日起，他只要进审
批大厅一个门就可以办妥了。这源于开发
区实行的住房公积金审批归并管理改革。

目前，这项业务每月开发区要办理4500多
件，平均每人节省三分之二的时间。

廊坊开发区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审批
多头管理的弊病，建立了大审批、大服务
格局。他们组建了行政审批局，实行一枚
印章管审批、一个中心全覆盖的流水线式
审批方式，将分散在 13 个部门、10 多个
办事窗口共计 65 人管理的 71 个审批事
项，全部划转至15个工作人员组成的行
政审批局一家集中统一办理。

廊坊开发区行政审批局局长付万成
举了一个例子，原来由行政审批局和市场
监管局共同审批的食品经营许可事项涉
及1700多家经营单位，业务繁忙，需要两
个局6个人来完成。现在行政审批局两
个人就完全承接了下来，效率大幅提高。

与此同时，廊坊开发区行政审批局还
落实商事制度改革，减少前置审批，推行

“证照分离”，放宽市场准入，简化退出程
序。该局将6项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
调整为后置审批，前置审批只保留28项，
实现了“23证合一”；除27项不实行认缴

的行业外，其余行业企业均改为注册资本
认缴制，企业设立时不再需要提交验资报
告。这些措施实施以来，开发区共核发各
类企业执照2643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295户，市场主体大幅增加，企业竞争
力大大增强。

行政审批局一级主办马莹告诉记者，
今年以来，已对11项密切关系民生的事
项实行了并联审批。工作人员对前后关
联的不同审批事项所需要件列出清单，一
次性告知申请人；两证需要的要件有重复
的，实行同时办理，资料共享；同一主体需
要两次现场勘验的，归并在一起一次性办
理，最后一次发两证。并联审批避免了因
为材料不合格、不齐全让企业和群众来回
跑、反复跑，减少了无谓的时间浪费。这
项改革在廊坊是第一家，今后开发区将有
更多审批事项实行并联办理，市民和企业
将可以实现“最多跑一次”的愿望。

廊坊开发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指
导思想，借鉴各地先进经验，与科大讯飞合
作，依托华为政务云，在全省率先推进智慧

政务建设，推出了线上“一网通办”。
按照“应上尽上”原则，开发区选择群

众办事比较集中的99个审批事项，从去
年 12 月 8 日起实行全流程网办，占到行
政审批局独立审批事项的 96.9%。申请
人只需在网上提交资料，通过网上受理、
网上审批，待预审完成后，将所需材料原
件寄给审批局，经审核无误后工作人员就
可以打印证照并快递给申请人。

启动一张网络全覆盖，99个事项“不
见面审批”改革后，通过网上流程再造，减
少审批环节56个，办件时间由原来的平
均20天，压缩到现在的不足4天，效率提
高80%，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
腿甚至不跑腿的目标。

由于投资环境得到了优化，廊坊开发区
经济发展实现了稳中有进。今年上半年，开
发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3.8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了8%，实现财政收入49.78亿元，
超额实现预期目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22.4%，实际利用外资4.14亿美元，同比增
长83%。

拓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渠道——

河北廊坊开发区“不见面审批”效率高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陈亚飞 王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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