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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湖南的邓佳、周娟8月初刚带着儿子
去内蒙古赤峰度假，国庆假期，两口子又领
着一帮朋友再次赴赤峰旅游度假。“赤峰，是
一个去了还想再去的地方。”邓佳说。

是什么让赤峰如此充满魅力？
“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是赤峰对旅游发展

重视程度最高、投入精力最多、工作力度最
大、旅游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市委、市政府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和决心加快旅游业难题破
解，走出了一条文体旅深度融合的休闲产业
发展之路。”赤峰市市长孟宪东对经济日报记
者说。

融合发展 全面注入动能

赤峰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文物古
迹、民俗风情等一应俱全、独具特色。2017
年初，赤峰市提出“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
和中国草原自驾游胜地”的目标，全力实施

“旅游+”战略，推动旅游与文化产业、体育
产业、康养产业深度融合，与农牧林渔、特
色工业、体育健身、健康养老、特色小城镇
建设等休闲领域融合发展。

“我们在旅游全要素建设中，根据不同项
目性质，确定不同文化主题，赋予不同文化
内涵，进行项目融合。”赤峰市副市长周金桩
告诉记者，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市文旅集团，
对全市文化旅游项目进行设计建设运营，还
打造各类文化旅游节庆活动，引入国际小轮
车比赛、国际名校龙舟赛、全国竞走冠军赛
等10项体育赛事，让游客在欣赏自然美景之
外有了新体验。

以文体旅融合发展为强力抓手，赤峰从
“吃住行游购娱”，到“商养学闲情奇”，全面
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含金量，以文旅服务业
为引擎，带动整体服务业发展，为赤峰市经
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旅游旅游，旅好才能游好。我们启动旅
游厕所革命、旅游商品、旅游标识、高速路和
一级路服务区旅游化、景区和旅游通道网络信
号全覆盖革命五大攻坚工程，补齐了公共服务
体系短板。”赤峰市旅发委副主任杨光说。

旅游扶贫 全民创富争先

“我在景区主要运营观光马车和为游客牵
马，旺季每天收入 400 元以上，不到 3 个月

时间就挣到 15000 多元。”克什克腾旗乌兰布统苏木葫芦诺日嘎查牧民
段瑞琼家境贫困，年近 40 还未成家。2016 年起在苏木和嘎查的协调
下，到公主湖跑马场工作，母亲就近在嘎查农家乐打零工，母子二人有
了稳定的收入。

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赤峰市委书记段志强说：“赤峰市是国家
和内蒙古重点贫困地区之一，现有贫困人口13.5万人，占内蒙古贫困人
口的35.7%。赤峰市大力实施旅游扶贫富民工程，发展休闲产业，找到了
一把全民创富争先的金钥匙。”

赤峰积极创新乡村旅游扶贫模式，推动以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试点，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带动当地群众
脱贫致富。牧歌乡村旅游示范带、阿墩塔拉、东山生态扶贫产业园、汗苏
鲁国际生态观光牧场、八里罕圣泉特色小镇等一批旅游建设项目顺利推
进。目前，赤峰全市发展乡村旅游接待户1189户，建成初具规模的旅游
村68个，贫困人口新增就业5000余人。

据统计，今年前6个月，赤峰全市接待游客943.8万人次，同比增长
11%，实现旅游收入157.2亿元，同比增长14%。以文体旅服务业为主导
的第三产业，对全市经济总量的贡献率达到47%以上，对财政收入的贡献
率达到42%以上，对就业贡献率达到80%以上。

本报西宁10月13日电 记者
石晶报道：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援
建的玛多4.4兆瓦光伏扶贫联村电
站 12 日正式并网发电，该电站是
目前我国海拔最高的光伏扶贫电
站。

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平均海拔
4500 米以上，自然环境十分恶
劣。2018 年，国家电网公司定点
扶贫玛多县，投资 3200 余万元，
重点捐建玛多县 11 座村级光伏扶

贫电站。电站集中建设在玛多县城
以北约2000米的玛拉驿村，预计
年发电量680万千瓦时，发电收益
400多万元，将全部用于玛多县贫
困人口脱贫。

玛多县副县长张强表示，玛多
光伏扶贫电站在全省“十三五”第
一批471.6兆瓦村级光伏电站建设
中率先建成并网，电站收益将为11
个贫困村村集体发展产业提供资金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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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海拔最高光伏扶贫电站并网发电

温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前，这里
是一个交通闭塞、位置偏远的海港小城。因为人
多地少，资源匮乏，三分之二的人处在贫困线以
下。依靠改革开放，温州人先闯先试，闯出了一条
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路子，“温州模
式”享誉海内外。

今年6月，中国社科院和经济日报社联合发布
了《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
火已燎原》报告，对2017年中国294个城市的综合
经济竞争力进行研究，温州入选40个经济发展最
成功的城市。

发力民营经济，民企占比达99.5%

温州是民营经济发源地，也是百姓创业最活
跃的地区。改革开放初期，“生在里弄里，长在民
宅中”的小店小厂遍布温州城乡。

在市区人民西路 254 号的小店里，章华妹指
着墙上挂着编号10101的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营
业执照向经济日报记者说起自己的创业故事，“那
时候我才19岁，拿到执照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墙破
窗，在家里摆柜台，光明正大做生意了”。

1980年12月，跟章华妹一起拿到中国第一批
个体工商营业执照的温州人共1844人。到1982

年，温州全市已有专业户、重点户13万户，从业人
员40万，户带户、村带村，解决了近120万城乡劳
动力就业。

如今，温州民众创业的活力仍在迸发，2017年
底，全市在册市场主体90.2万户，其中企业22.3万
户，民营占比达 99.5%。民营经济占工业产值的
95%以上，占财政收入的70%以上。全民经商、全民
创业、全民富裕成为温州民营经济的特色。

2000 年以后，温州低压电器产品在全国市
场占比达 33％；温州鞋占全国市场的 20％；金
属打火机占全球 80%的份额；低档眼镜的销售
额占全球 60％——温州成为中国鞋都、中国电
器之都、中国汽摩配之都等 43 个“国字号”工业
生产基地，涌现出康奈、正泰、森马等 170 多个中
国驰名商标，50 多个中国名牌产品和 100 多个
国家免检产品，品牌总量位居全国同类城市首
位。

坚持对外开放，融入全球经济

改革开放 40 年来，温州人通过“走出去”“引
进来”的双向互动模式，推动民营经济走在对外开
放的前列，率先融入全球经济。目前，温州有175
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还有68.89万人分布在
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

康奈是第一家在海外开出自主品牌专卖店的
中国鞋企。该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告诉记者，最多
时康奈的海外专卖店达到 267 家，都建在发达国

家大城市的繁华闹市区。康奈率先实现机械换
人、柔性流水线改造、3D 运用及电商系统和销售
端信息化改造，研发制版开发效率提升50%以上，
280道精细工序道道过关，还掌握了13项核心技
术和 50 项技术专利。“我就是要用工匠精神把康
奈打造成中国高端皮鞋制造的标杆。”郑秀康说。

如今温州有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
温州民企投资办厂、资源开发、收购兼并、融资上
市及设立境外工业园等多种形式并举，已牵头建
立3个国家级和1个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总建设
面积近10平方公里，入驻中国企业228家，涉及行
业纺织服装、制鞋制革、建材五金等，年产值约22
亿美元，带动出口近8.8亿美元。

探索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低小散”到质量立市，先后经历打假治劣、
名牌兴业、信用温州、品牌强市，温州民营经济发
展波澜起伏，从“风险先发”到“率先突围”，度过一
轮一轮危机，至今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40 年来，温州先后承担了 30 项国家级和 28
个省级改革试点，其中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资源
要素改革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去年“最多跑一
次”改革专项评估满意度位居浙江省第一。今年，
温州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还成为全国
首个获批创建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的地
级市。

（下转第二版）

温州：再创民营经济发展新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张 玫

苏达谋是土生土长的广西上林县人，大学毕
业后到广东创办了自己的公司。2016年1月份，
他参加粤桂扶贫协作创业致富带头人（广东佛山
市南海区）培训基地第一期培训后，萌生了返乡投
入脱贫攻坚事业的想法。

“近1个月时间里，我在专家导师的指导下，学
到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体会到了区域
经济的差别，感受到了高科技的力量！”苏达谋
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2017年3月份，苏达谋
回到家乡注册成立了一家生态种养合作社，投资
2000 万元流转土地 800 多亩，发展种植沃柑，养
殖山水牛等多项业务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农业示范
基地，吸纳75户贫困户加入。

上林县位于广西中南部，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县。2015年9月份，
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上林县为粤桂两省（区）贫困村
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程试点县。在上级的支持
下，上林县开展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业
学校为培训基地、以水产养殖产业项目为中心、以
旅游等其他项目为配套的培训工作。

经过认真遴选认定，截至 2017 年底，全县已
认定创业致富带头人216名，平均每个贫困村3人
以上。选好致富带头人后，上林县整合粤桂两地

师资力量，建立师资库，科学设置创业培训课程，
形成粤桂协作培训的格局。2015年以来，九江职
校培训基地为上林县举办致富带头人培训班3期，
培训学员 303 名。学员结束培训回到上林后，继
续在县里建立的“1+N”创业孵化实训基地接受实
训和创业服务。

同时，以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九江职校培训基
地为依托，上林县还在本县建立贫困村创业致富
带头人培训再教学点，共开展各类培训168期，培
训 1.09 万人次，其中在县里 6 个实训孵化基地开
展培训15期，培训1050人次。

培训结束后，致富带头人能否创业成功，是发
挥这项政策作用的关键。上林县制定了贫困村致
富带头人创业导师管理办法，明确了扶贫创业导
师的条件、推荐程序、工作职责、服务方式和评估
激励机制等。扶贫创业导师采取“一对一”“一对
几”结对帮扶方式，为致富带头人提供项目论证、
实用技术、经营管理、融资贷款、政策法规、带贫机
制等方面的专业咨询和指导服务。目前，全县已
选聘扶贫创业导师50人，其中广东导师19人，广
西及上林本地导师31人。

“为推动特色扶贫产业加快发展，为致富带头
人创业提供产业平台，上林县还依托广东佛山市

九江河清培训基地，建立粤桂产业合作平台。”广
东高州市委常委、挂任上林县委常委、副县长吴益
东说，上林县联合广东佛山市农商会，成立上林县
农商会，开展两地产业扶贫合作，为入会的致富带
头人提供项目策划、资金扶持和担保服务，帮助拓
展销售市场。上林县还与广东高州市签订了扶贫
协作框架协议，鼓励支持广东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上林脱贫攻坚工作，对经评定符合条件的企业给
予政策、资金等方面扶持。

“通过粤桂协作教学培训，参训致富带头人学
员的思想观念、创业能力和创业成功率得到明显
提升。”上林县扶贫办主任樊守斌说，全县已有180
名学员成立或组建公司、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73个，涌现出一批创业成功、
带贫益贫效果好的优秀学员。

“我们利用粤桂协作的平台培育一批‘头雁’，
孵化一批企业，带富一批群众。‘双培育’模式实现
了产业互动、市场对接，使扶贫产业不断壮大，从
而带动贫困户增收脱贫。”上林县委书记梁平江
说，这些致富带头人就像一颗颗“良种”，在脱贫攻
坚中生根、开花、结果。目前，全县扶贫产业格局
基本成型，主导产业地位逐步确立，群众自选产业
多点开花，扶贫产业规模和覆盖面逐步扩大。

“ 东 西 协 作 ”育 头 雁
——记广西上林县实施粤桂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工程（上）

本报记者 童 政 周骁骏

10月12日，安徽安庆
电网首台智能巡检机器人
在怀宁县境内220千伏独
秀变电站正式投入运行。
该机器人具备精准目标定
位、仪表读数可靠、定点红
外测温、不受外界影响等优
点，集合红外线热成像检
测、图像模式识别、实时数
据库、移动目标图像跟踪、
多传感器信息融合等多种
新技术，能够全天候完成对
变电站室外设备的自动和
遥控巡检，从而及时发现电
力设备的外观异常和内部
发热缺陷等隐患，大幅减
轻运行人员工作强度，提
升日常巡检效率。

江 胜摄

智能巡检效率高

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3版

攻坚号角响彻那武陵山岗
——来自湖南怀化“全域脱贫攻坚战场”的报告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