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5月 17日 星期二2022年 5月 17日 星期二1212 地 方地 方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邮箱：jjrbdz@ced.com.cn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热线：58392178 发行热线：58392172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05 印完时间：4∶25 印刷：

河北廊坊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产业转型河北廊坊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产业转型——

企 业 上企 业 上““ 云云 ”” 活 力 倍 增活 力 倍 增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宋美倩宋美倩

助企纾困

贵在精准
蒋

波

河南鹿邑全面梳理 2274 个行政审批服务事项——

流 程 再 造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5 月 10 日，位于湖北省襄阳市的汉江国家湿地公园绿意盎然。近年来，该市坚持经济

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举，修复汉江生态环境，守护一江碧水，城市生态颜值和群众幸福感日

益提升。 杨 东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祝 伟 美 编 夏 祎

最近，河北廊坊大数据、云计算产业

迎来投资高峰期。华为、润泽、联通、京

东等多家企业相继进入该市建设大型数据

中心，呈现云涌数兴的繁忙建设景象。大

数据、云计算项目纷纷上马，只是廊坊市

实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两化互

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

缩影。

“廊坊市通过抢抓国家大力发展大数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新型显示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化的机遇，强化顶层

规划设计、主动引进培育项目，促进数字

和产业两化互动，不断激发全市的经济社

会发展新动能。2021 年，全市电子信息产

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98.8 亿元，同比增长

13.5%，占河北省总量的 21%，给全市产业

升级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廊坊市市长

杨燕伟说。

顶层设计增加发展动能

廊坊位于京津之间，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同时还是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

之一。为了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廊

坊紧跟时代要求，将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的 重 要 方 向 给 予 重

视，采取了抓规划设计、抓项目引进、抓

开发利用等系列措施，强力推进数字经济

实现优质高速发展。

廊坊市先后制定 《廊坊市电子信息产

业发展规划》《廊坊市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

纲要》《廊坊市落实省大数据产业创新发展

三年行动规划实施意见》《关于加快发展大

智移云引领产业升级行动规划》 等一系列

政策，并确定“数字廊坊”建设的发展目

标：到 2025 年，全市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力

争达到 800 亿元，大数据产业整体规模力争

突 破 200 亿 元 ； 上 “ 云 ” 企 业 达 到 7000

家，规模以上重点企业关键业务环节数字

化比例达到 50%；建成 5G 基站不低于 5000

个 ， 100M 及 以 上 带 宽 用 户 占 比 不 低 于

95%；新型智慧城市基本建成，覆盖市、县

（区） 两 级 的 数 字 化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基 本

建成。

在 廊 坊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 2019 年 至

2021 年每年安排 1000 万元企业云服务专项

资金，扶持入区发展的大数据和云服务等

产业，使数字经济成为全区推动新旧动能

转 换 的 重 要 引 擎 。 2018 年 ， 廊 坊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获 得 “ 中 国 大 数 据 明 星 产 业

园”称号；2019 年至 2021 年连续 3 年在亚

太 智 慧 城 市 评 选 中 获 得 年 度 中 国 领 军 智

慧城区的评定。2021 年，全区电子信息产

业营收 254.1 亿元，占该区主导产业总营

收的 27.9%。

在位于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中科聚

信京津冀总部项目建设现场，公司副总经

理陈飚告诉记者：“廊坊邻京近津，区位优

势得天独厚，市场潜力大。而且政府部门

非常重视数字经济，有产业规划，有扶持

措施，给企业落户打开了方便之门，多项

因素叠加，形成了独特的产业集聚优势，

所以我们决定在数据产业生态园区投资 30

亿元，打造以数据技术为核心业务的产业

集群、数字产业专业人才实训基地以及数

字产品研发与创新的研发中心，全面开展

数字金融、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产业融

合的数字化服务。”

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益

走进廊坊开发区的润泽 （廊坊） 国际

信息港，记者看见多个楼顶之上，数十个

应用客户的企业标志非常醒目，而大楼内

一组组机柜整齐排列，服务器灯光闪烁。

润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祝敬告

诉记者：“润泽 （廊坊） 国际信息港规划建

设 22 栋楼、总建筑面积约 100 万平方米的

高 等 级 云 数 据 中 心 ， 可 容 纳 约 13 万 架 机

柜，目前这里已经成为全球单体规模靠前

的数据中心产业园区，吸引了国家信息中

心、国家信息安全中心、国家电子政务外

网、国家超算中心天津中心等部门，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中国教育网

等运营商以及多家互联网企业入驻。”

“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抓数字经济

也是如此，因为产业规模往往决定着产业

层次和产业效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产业

规模和产业质量上求突破。”廊坊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董丽萍表示。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廊坊市专门在

寸土寸金的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阳区

规划了土地，打造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加

快建设京津冀数据存储高地和北方算力中

心，吸引了润泽国际信息港、华为云数据

中心、中国联通 （廊坊） 基地、中国人保

北方信息中心、京东云计算中心等数据生

产企业落户廊坊。

截至 2021 年底，仅廊坊经济技术开发

区就建成数据中心 94.5 万平方米，大数据

应 用 中 心 33 万 平 方 米 ， 建 成 机 柜 7.29 万

架，可运行服务器 110 多万台，已运行机柜

7 万架、服务器 90 多万台。同时，廊坊也

云集了华为、志晟等软件技术服务商，中

科空间信息 （廊坊） 研究院、科大讯飞人

工 智 能 应 用 研 究 院 等 研 发 和 成 果 转 化 机

构，加速了全市大数据生产及应用产业快

速发展。今年 1 月份至 2 月份，全市软件与

信息服务企业达 45 家，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0.6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63% ； 上 缴 税 金

0.30 亿元，同比增长 267.53%。

推广运用促进两化融合

贴面、开料、封边、打孔、分拣、包装、入

库⋯⋯在索菲亚家居（廊坊）有限公司数字

车间内，经过智能化改造的定制家居生产线

正在高效运转，生产流程全自动无缝衔接，

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柔性化生产能力。

索菲亚公司 IT 经理吴冬丽说：“公司实行智

能化改造升级后，日均产量提升了 40.66%，

一年就能创造综合效益 500 万元以上。对我

们这样的企业来说，主动实施传统产业数字

化改造可谓势在必行。”

一手抓数字产业化，一手抓产业数字

化。在大力建设数字产业的同时，廊坊还

十分注重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

的融合发展，积极引导和重点扶持装备制

造、服装加工、食品、家具、机器人等产

业开展数字化转型提升。截至目前，该市

建成 75 个市级以上数字化车间，其中 35 个

获评省级数字化车间，建成 2 家省级智能制

造标杆企业，香河机器人小镇成为省级智

能制造示范园区，超过 1000 家企业实现了

“云”上服务。

廊坊市奥昆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叶

修说：“企业上‘云’，活力倍增。为适应销售

市场的新媒体时代，我们公司专门成立了

MCN（短视频）部门，通过持续创作原创作

品，以直播、图文等多种形式销售产品，推进

新媒体运营，不断提升旗下账号矩阵规模和

活跃度，自有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提升了

商业价值，销售额大幅增加。”

“多亏了你们帮忙协调，资金和人才这两个问

题解决后，我们新的厂房主体已经完工，订单已排

到今年 8 月份，全年的外贸销售额有望增长 60%以

上⋯⋯”日前，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迪雅思化妆用

具有限公司车间内，工人们忙得热火朝天，公司负

责人黄纯杰向前来回访的鹿邑县纪检监察干部介

绍企业经营情况，话语中充满信心。

去年，该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访千企、解难

题”活动到公司走访时，黄纯杰还在为融资和人才

缺乏的问题而苦恼。企业的难点、痛点就是监督

检查的发力点。针对黄纯杰反映的问题，当地及

时召集相关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共同出谋划策，解

决企业面临的困难。同时，建立问题台账，并向县

金融服务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人社局等部门下发

“督办函”，对办理结果进行跟踪问效。

“在纪检、人社等部门的帮助下，我们顺利

申请了 500 万元的贷款，解决了公司的资金难

题。同时，帮助我们从上海、深圳引进外贸人

才。”黄纯杰说。

迪雅思化妆用具有限公司的蓬勃发展是河南

鹿邑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缩影。该县构建了由纪

委监委协调抓总，财政、发改、商务、人社、税

务等职能部门协调配合的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机

制，深化“放管服”改革，对 2274 个行政审批服

务事项进行全面梳理优化，为落地企业提供全程

代办服务，简化市场准入手续，实行“一表通

办”“并联审批”，全面推行“办一件事、进一扇

门、提交一套材料、只跑一次”改革，大力推进

全程电子化，让企业“零跑腿”。在县行政服务

中心设立“办不成事”反映窗口，重点解决少数

关键岗位的党员干部在行政审批、服务企业和服

务群众过程中存在的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

问题，打通政务服务“中梗阻”。

“这监督明白卡真好，遇到什么问题，通过手

机就能反映，很快就能得到解决，我们心里亮堂堂

的，再也不担心遇到问题找不到人解决了。”在鹿

邑县真源办事处经营水果生意的商户说。

为了畅通举报渠道，鹿邑县面向全县城乡企

业商户发放、张贴优化营商环境监督举报明白卡

16300 余张，企业和群众只要扫码便可对职能部门

的履职情况、推诿扯皮、吃拿卡要等问题进行投诉

举报，营商环境专班统一接受问题线索，建立工作

台账，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做好问题整改。截至目

前，共接受问题线索 276 个，下发监察建议书 10 件

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189 个。持续优化的营

商环境也吸引了一大批企业落户。今年 1 月份至

3 月份，该县共签约招商引资项目 13 个，总投资

46.5 亿元，已开工项目 9 个，总投资 27.5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把优化营商环境监督作

为强化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以开展‘能力作风建

设年’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探索优化营商环境的方

式方法，以强有力的监督推动解决企业发展中的

难点问题，促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鹿邑县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金溪说。

日前，江苏印发 《关于有效应

对疫情新变化新冲击进一步助企纾

困的政策措施》，在不久前发布的

“苏政 40 条”基础上，再推出 22 条

政策，旨在通过力度更大、靶向更

准、针对性更强的纾困措施，帮助

市场主体缓解“急难愁盼”。

疫情冲击下，经济发展面临着

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

重压力，广大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亟需纾困解难。一段时间以

来，各地积极落实党中央部署和要

求，密集发布助企纾困政策，帮助

市场主体摆脱困境。

助企纾困如雪中送炭，可以帮

助实体经济，尤其是为受冲击的中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轻压力，

助力保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目标实现，夺取统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的双胜利。

在助企纾困政策制定和统筹发

力过程中，应不断提升政策的协同

性、精细化程度，以实用、有效为标

尺，精准聚焦不同困难企业和行业，

通过分类施策，采取差异化打法，缓

解“痛点”、破除“障碍”，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

助企纾困，贵在精准。遭遇困

境的企业，在规模、产业属性等方

面各有差异。助企纾困政策不可能

“一药治百病”、一策对万企，而应

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直击问题“七寸”，分类施策。在注

重回应市场关切、注重市场主体体验，设身处地了解企业所

思所想、所忧所盼的基础上，以实用管用作为政策制定原

则，出台一行一策，甚至一企一策，直击行业和企业的发展

难点、痛点和堵点，解决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例如，南

京市针对汽车、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因疫情影响造成的产

业链、供应链断点、堵点突出问题，通过线上平台精准“配

对”、线下驻厂服务“加码”等措施，畅通稳定产业链、供

应链，确保了企业生产经营“不掉线”，有力地保障了工业

经济平稳运行。

助企纾困，兵贵神速。助企纾困政策早一点落实，企业

便能早一点走出困境。政策执行要打破常规，能快则快，让

纾困政策跑起来，让政府服务沉下去。各地区各部门要把政

策实施细则和兑现路径等工作细化分解、责任到人，通过简

化办事流程、增强可操作性等多种方式，让退税减税降费、

财政资金支持、物流通行优惠、金融信贷支持、租金减免缓

缴等政策以最快速度落地落实，让好政策“一竿子插到

底”。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要调集精兵强将，以事不过夜、

立等可取的态度，主动出击、主动发声、主动联系、主动服

务，助力惠企纾困跑出“加速度”，增强企业对纾困政策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位于河北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感知体验中心外景。 陈 童摄

润泽（廊坊）国际信息港动环

监控中心。 王卫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