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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民营企业盈利水平稳步增长，科研投入不断加大——

民 营 经 济 活 力 足
本报记者 薛志伟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倪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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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克拉玛依立足生态优先，深挖发展潜力——

戈壁绿城千亿级产业加速崛起戈壁绿城千亿级产业加速崛起
本报记者 乔文汇

严冬时节，走进新疆克拉玛依，记者有

“三个没想到”：一是在传统能源企业，却在热

议新能源；二是全市仅辖 2 个乡镇 5 个行政

村，农牧业却亮点频现；三是虽然当地因油而

生、依油而兴，人们却热衷于讨论冷凉气候、

紫砂原矿等另类资源。

“三个没想到”的背后，是克拉玛依以生

态建设驱动产业重构的实践。这座位于新疆

西北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石油城曾

是一片无人区，风沙频袭、植被稀疏。为“安

下心、扎下根”，当地一直将生态建设视为生

命线，由此走出了一条转型之路，经济发展实

现了从“黑色印象”到“多彩画卷”的跨越。

精算油气资源账

66 年 前 ，克 拉 玛 依 一 号 井 喷 出 工 业 油

流，孕育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资源型地区

转型发展要立足资源，关键是如何认识资源、

看待资源，进而科学、高效利用资源。”克拉玛

依市政府副秘书长阎立军说，全市石油石化

产业链条完备，拥有“从井口到车轮”全产业

链 ，要 精 算 油 气 资 源 账 ，让 资 源 产 生 最 大

效益。

按照“围绕主线、整合资源、合理布局、调

整升级”的思路，克拉玛依提出未来要培育 4

个以上千亿级产业集群，目前已确定环烷基

炼油特色产品及碳基新材料、差异化高端石

化产品、油气业务及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基化

工及先进材料产业。

11 月下旬，“乙烯裂解焦油悬浮床加氢

全转化工业项目”落户。“这既是一个工业项

目，也是一个生态项目。”阎立军说，新疆油田

重油比例高，采油、炼油、化工等环节，难点在

重油，上游难开采，下游难加工。该项目作为

千亿元级产业集群重点项目，将有效解决重

油深度转化及高效利用难题。

油气资源精细利用，新能源精心布局。

日前，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

“新疆油田公司”）电力公司正式成立，这也是

新疆油田公司的新能源项目部，标志该油田

向推进绿色生产、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建设综

合性能源公司迈出了坚实一步。

“我们将发挥发电、供电、新能源业务三

位一体优势，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

电力系统。”新疆油田公司电力公司党委书记

李军告诉记者，瞄准油气开采主战场，已谋划

3 个太阳能发电项目，达产后将大幅降低油

气开采成本。

推动多元化发展

近年来，克拉玛依市坚持“一主多元”发

展思路，“一主”即以石油石化工业发展为主，

“多元”即大力发展商贸物流、旅游、金融、信

息等低能耗产业，以改变产业结构单一局面。

“谋划新兴产业要立足生态优先，深挖发

展潜力。”克拉玛依市发改委副主任康永健

说，克拉玛依在延链、补链、强链，做大做强传

统的石油化工优势产业的同时，全力推动“非

油产业”蓬勃发展。

走进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现代气息

扑面而来，华为云服务数据中心、中国移动

（新疆）云计算和大数据中心、自治区灾备中

心等 130 余家企业（项目）入驻这座产业园，让

克 拉 玛 依 实 现 从 开 采 石 油 到 开 采 数 据 的

转身。

克拉玛依市工信局副局长祁崇淮说，确

定发展云计算产业，是基于本地可用土地、电

力资源丰富，以及冬季冷凉气候条件可降低

电子设备等冷却成本的优势确定的。近年

来，产业园区以影视动漫渲染为突破口，打造

全国渲染基地和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影视基

地，并以信息产业牵引文创产业发展。

落户云计算产业园的新疆七色花信息科

技公司，致力于培育国内智慧农牧业服务知名

品牌，其搭建的“畜牧云”平台，可对养殖、防疫、

检疫、屠宰、流通等环节进行全流程监管；计划

年底上线的“农经通”平台，则可实现耕地“云

管理”，将有效推动农牧业集约高效发展。

除了信息技术赋能农牧业生产，生产环

节也在取得突破。前不久的测产表明，克拉

玛依引种试验的节水抗旱稻“沪旱 6220”品

种取得成功，该品种平均每亩用水量是普通

水稻的三分之一，未来将进行示范推广，生产

优质节水抗旱稻米，成为当地农牧业发展新

亮点。

打造综合型城市

地下采石油，地上建绿洲。多年来，克拉

玛依持续加强生态建设，突破了资源型地区

“经济建设是必答题，生态建设是选答题”的

认识误区。近年来，更是以生态建设为驱动，

坚定从资源型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型，打造

高品质国际石油城和北疆区域中心城市。

坚持创新发展是克拉玛依推进产业转型，

迈向综合型城市的重要原则。梳理这座油城的

发展历程，从生活环境改善到生态城市建设，从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多元化产业发展，它取得

的每一项成果都离不开创新驱动。

11 月 26 日，丝绸之路创新发展研究院在

克拉玛依成立，这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创

新驱动发展试验区”“乌昌石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建设的重要举措。克拉玛依市委书记

赵文泉说，克拉玛依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

城市创新能力和实力，努力打造成为北疆区

域科技创新中心、西北地区科技创新高地、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沿 线 有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城市。

释放生态红利是克拉玛依打造综合型城

市的重要手段。该市基本形成了以“一条

河、一片湿地、四片森林、六个湖泊”为骨

架的生态系统，昔日不适合生存的戈壁荒

滩，如今城市景区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依托

生态建设，克拉玛依大力发展全域旅游，正

以地质地貌旅游、石油工业旅游、城市休闲

旅游三大支撑，叫响“荒野之旅、时尚之

都”旅游品牌。

此外，克拉玛依还围绕金丝玉、紫砂原矿

资源，大力开发特色旅游商品，壮大优势特色

产业，在不断递出新名片的同时，也不断交出

振奋人心的经济成绩单。去年，全市实现地

区 生 产 总 值 886.9 亿 元 ，近 五 年 年 均 增 长

4.9%，特别是新兴产业跑出加速度，信息、金

融产业产值年增速均在 20%以上。

作为曾经贫困程度最深的省

份，贵州创造了反贫困事业的“省

级样板”。走出绝对贫困并非终

点 ，而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基 础 和 起

点。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战略的

深度实施，大数据已经成为推动

贵州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充

分挖掘大数据发展价值，与乡村

振兴深度融合，是贵州实现乡村

振兴破局的时代选择。

首先，大数据将有力推动传

统农业实现突破。实践证明，大

数据将极大促进科学种养和农业

精细化生产，有利于贵州解决人

多地少矛盾；帮助疏通农业供需

动脉，推动“黔货出山”；辅助农业

产业规划决策、农业金融管理服

务、农产品质量溯源以及农业经

营信用体系建设，助推贵州创新

重构农业发展生态，占据产业链

“长板”。

其次，大数据将带来农村社

会治理变革。运用大数据技术

建设开放、共享、联动的信息化

治理平台和参与机制，将推动农

村社会治理的“社会化”；大数据

技术将促进基层权力约束和依

法行政，推动农村社会治理“法

治化”；大数据机器算法、智能分

析、自动预警等功能，有助于推

动农村社会治理“智能化”；大数

据还将促进相关领域专业能力

的提高，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专

业化”。

再次，大数据将有助于农民

福祉和文明提升。海量的涉农数

据将为乡村就业、医疗、交通、科

普等民生应用场景提供数据支撑；运用大数据相关技术开

展污染治理、生态修复、防灾减灾救灾，将推动贵州乡村自

然环境改善由量变到质变；以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将

现代的生产生活方式宣传普及到农村，将推动革除农村陋

习，滋养乡风文明。

“十四五”期间，确立并实施“数字乡村振兴”战略行

动，推动大数据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建议贵州可以考虑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组织编制相关规划，深入研究技

术与乡村社会的耦合关系，擘画数字乡村振兴蓝图。二

是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

率，搭建提升各类“互联网+”数据平台。三是激发“数字

乡村振兴”市场参与活力。可以探索设立农村集体产权

交易市场，改革农村金融保险等制度，让农村资产、资本

和人力资源“活”起来。四是大力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社

会治理水平，包括提升农村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养

老助残等方面。五是在重点领域率先突破。比如，建设

“数字农业”，推动农业经济变革；推动旅游业与生态环境

协调发展，树立生态旅游业数字化融合应用标杆；建设大

数据风险监测预警、协调联动治理、信息共享体系，打造

农村数字化防减灾样板。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民营经济在厦门经济中占比大、实力强，是

厦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进入新发展阶

段，厦门广大民营企业将如何展现新作为、作出

新贡献？近日，厦门市工商联 （总商会） 首次发

布了 2021 厦门市民营企业 100 强，同时发布的还

有 2021 厦门市民营企业制造业 20 强、2021 厦门

市民营企业服务业 20 强、2021 厦门市民营企业

科技创新 20 强。这几个榜单，不仅凸显了厦门

市民营经济发展的成果，还传递出民营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强大信心。

记者注意到，厦门民营企业百强榜单的入围

门槛为年营业收入 10.14 亿元，入榜的百强民企

2020 年 度 营 业 收 入 总 额 合 计 达 到 了 4885.47 亿

元，百强企业税后净利润总计 238.81 亿元。其

中，年营收额超百亿元有 9 家，50 亿元至 100 亿

元的有 17 家。百强榜单前三名均和控股、盛屯

矿业、三安集团的年营收分别达到 436.2 亿元、

392.4 亿元和 254 亿元。

“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下，百强民企

连续 2 年实现盈利，无一亏损，难能可贵。”厦

门市工商联 （总商会） 党组书记陈永东表示，截

至 2020 年底，厦门市民营经济增加值达 2959.54

亿元，同比增长 9.7%，增速居福建省第一位，

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46.4%，对厦门市地区生产

总值增长的贡献率达 74.2%。

民营企业百强榜单的产生，源于厦门市工商

联 （总商会） 与厦门大学经济学院联合开展的规

上民营企业调研，调研企业共有 239 家，覆盖了

厦门绝大多数规上民营企业，具有较强代表性。

根据榜单，2021 厦门市民营企业 100 强呈现

出规模总量不断壮大、综合实力持续增强、纳税贡

献不断提升、三产支撑作用突出、创新能量逐步释

放、履行社会责任积极等特点，彰显出民营经济是

厦门发展的活力所在、动力所在和潜力所在。

民营企业盈利水平稳步增长，纳税贡献不断

提升。报告显示，百强企业税后净利润总额达

238.81 亿元，较上年增加 8.28 亿元。税后净利润

超 5 亿元的有 11 家，其中，宝太生物在疫情中率先

研发出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并迅速占领市场，成为

盈 利 冠 军 。 在 纳 税 方 面 ，百 强 民 企 纳 税 总 额

175.94 亿元，户均纳税额近 1.76 亿元；37 家企业纳

税过亿元，其中禹洲集团、福信集团、航空开发、三

安集团、宏发电声、安井食品 6 家企业超 5 亿元。

民营企业科研投入不断加大，迈向高质量创

新发展。百强榜单中，5 家企业研发费用投入均

比 上 年 增 长 8% 以 上 ，其 中 三 安 集 团 增 长 高 达

76.96%。参调企业中，80 家申请国内专利 5119

项，106 家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 615 项；特宝生物参与建设

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三安集团、奥佳华、银祥、雅

瑞、惠尔康 5 家获准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三安集

团、奥佳华、强力巨彩、美亚柏科、乾照光电、罗普

特 6 家参与领域类国家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三产支撑作用突出，行业聚焦比较明显。榜

单显示，百强民企一、二、三产业企业数量分别

为 1 家 、 35 家 、 64 家 。 第 二 产 业 营 收 总 额

1718.62 亿元，占比 35.18%，资产总额 1845.05 亿

元，占比 30.80%；第三产业营收总额 3149.63 亿

元，占比 64.47%，资产总额 4130.07 亿元，占比

68.94%。从总体上看，三产各项指标均占三分之

二左右，支撑作用较为突出。从行业分布看，批

发业、房屋建筑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民

企数量多、经营久、主业强，行业相对聚焦。

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吸纳就业稳居主力。民

营企业的发展为更多人提供了就业机会，百强民

企员工总数达 17.76 万人，有 5 家企业员工过万，位

居榜首的宏发电声员工达 14235 人。橡胶和塑料

制品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零售业、食品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用工居前五位，占百强民企员

工总数 53.64%。民营企业在帮助缓解社会就业压

力的同时，还积极捐款回馈社会。参调企业中，116

家发生社会捐赠，占比 54.21%；43 家参与“万企帮

万村”精准扶贫，40家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高达 97.51%的参调企业已实现正常生产经营，

62.19%的参调企业实现逆势上涨，且超六成企业

预估 2021 年度有望实现较大幅增长。陈永东表

示：“民营企业的乐观自信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厦门民营经济一定能在百强企业的示范带动下实

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在城区核心地带、黄金地段，政府拿出

100 多亩土地，不搞房地产，不搞商业，用来

建一所利民、惠民的公办高中，真正体现了当

地立足长远、为民办事的决心和情怀。”在陕

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新建成的一座省级示范高

中校园里，全国政协委员、教育专家唐江澎感

慨地说。

老厂房变身新校园，既破解了上学难，又

盘活了资产，正是渭城区这个“老城区、老工

业区和老龄化区”从“三老”到再现勃勃生机

的一个缩影。

作为曾经闻名全国的纺织城，随着原国

有纺织企业或停产破产或外迁，渭城区一度

呈现出严重的都市“空壳化趋势”。设施旧、

密度大、人口多，拆旧建新不可能。近年来，

渭城区紧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问计于民，求

智于民，努力破解老城更新难题。截至目前，

全区共投入老旧小区改造资金约 2 亿元，对

43 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惠及 7644 户 3 万

余人。

针对老城区开发空间受限的现实，渭城

区因势利导，推出《关于促进楼宇经济发展的

意见》，积极发展总部经济，做大现代服务业

增量，发展综合商业、社区商业，打造城市“半

小时”经济圈；通过老旧小区改造和老旧厂房

利用提升，吸引了一大批创新创业人才。

去年，渭城区结合疫情防控经验，精准推

行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按照“街巷定界、规

模适度、无缝覆盖、动态调整”原则，将全区 4

个街办、56 个社区、358 个小区、3389 幢楼宇、

13.47 万户、30.35 万居民和所有机关、企事业

单位、社团组织、商户门店，逐街办划分为地

域清晰、四至明确的 298 个网格，实现服务

“零距离”、管理“全覆盖”、诉求“全响应”。区

级财政当年投入逾千万元，公开选聘 298 名

专职网格员，按照“一格一员、一岗多责、一专

多能”的要求，既是宣传员，又是信息员，还是

排查员，更是服务员。“四员”服务解决了群众

日常生活中一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打通了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加大城市更新投入——

老城有了新面貌
本报记者 雷 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