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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抢抓机遇——

壮大沿边开放新优势
本报记者 耿丹丹

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约

30 公里处的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以下简称

“博乐边合区”）——金三角工业园区，一片热

闹的场景。记者看到，生产区内工人们在整

齐划一的车间内忙碌工作，新入驻企业忙着

进行装修、调试设备。

这个经济合作区于 1992 年 7 月份经国务

院特区办批准建立，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

17 个、新疆 4 个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之

一。去年以来，《关于推动边境经济合作区

探索“小组团”滚动开发的通知》《关于围

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边境经济合作区、跨

境经济合作区工作的通知》 等相关政策文件

不断出台，为这里带来了利好时机。博乐边

合区抢抓机遇，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区三园增活力

“以前，博乐市有 3 个园区，金三角工业

园、五台工业园区和东工业园区，3 个园区各

自为阵。”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管委会党工委

委员陈松明说。

2021 年 3 月份，为推动博乐边合区高质

量发展，博乐市将五台工业园区和东工业园

区作为博乐边合区分园，边合区主区 （金三

角工业园区） 以电子智能制造、石材循环经

济和黄金贸易产业为主；五台工业园区以新

型材料和新能源产业为主；东工业园区以农

副产品加工为主。“一区多园联动、产业特

色鲜明”的“一区三园”协调联动发展格局

形成。

“一 区 三 园 ”融 合 发 展 后 ，园 区 有 企 业

261 家，规模以上企业达 46 家。园区规划面

积达 77.25 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 17.83 平方

公里，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石材集控、电子智能

制造、新型建材、棉纺服装加工、农副产品加

工等产业。“整合后 3 个园区由博乐边合区管

委会统一管理，职能部门更加明确，实行统一

管理、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的运作形式。”陈松

明说。

产业定位明晰了，各园区聚焦主责主业，

管委会配齐配强搞招商，招商引资也实现了

突破。“我们构建了全员招商格局，全市有 48

个单位 7 个招商专班，并建立北京、成都、深

圳、上海、武汉 5 个驻地招商基地，开展‘靶向

招商’，同时出台人才引进、科技创新、企业上

市等相关优惠政策，全程跟踪服务，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陈松明说。

5 月 18 日，博乐聚淼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的环保设备生产线正式投产。这是一家

从深圳招商引资的企业，集纯水及超纯水

设备的研发、制造和市场推广于一体的科

技公司。企业满负荷生产后预计可实现年

产值 2 亿元。

博乐聚淼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红

梅表示，项目落户博乐，除了博州“一带一路”

的地缘优势，更看中博乐边合区良好的营商

环境。“企业还有包企干部，大到企业的手续

办理，小到生活琐事，都耐心地帮助我们解

决。”刘红梅说。

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博乐边

合区招商引资金额超过 55 亿元。与去年同

期相比，招商引资金额成效增长 2.5 倍。

引进项目添动力

在位于博乐边合区电子产业园二期的博

乐市达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展厅内，各种款

式、尺寸的电视令人目不暇接。作为重点招

商引资企业，该公司于去年正式入驻产业园

二期，建设电视机、显示器、手机屏幕等多条

生产线。

博乐市达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厂长李飞

龙告诉记者，厂房和办公主体都是现成的，只

需要简单装修设备就能入驻。“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公司产品出口受阻，博乐边合区也在

积极帮助企业纾困。”李飞龙说。

2019 年以来，博乐边合区依托阿拉山口

口岸向西开放优势，抢占中亚电子产品市场，

全力发展电子智能制造产业。目前，博乐边

合区共投资 12.1 亿元建成三期电子产业园，

电子产业园主要生产智能手机、功能手机、智

能电视机、LED 灯具等 35 种产品，以出口中

亚五国、中东、印度为主，现入驻企业 25 家，

总投资 50 亿元。

今年 5 月份，在博乐市第三批开工重大

项目中，博乐边合区纺织产业园二期项目位

列其中。经过精准招商，该项目已经与国内

纺织行业 50 强的浙江亚泰化纤、湖北孝棉集

团以及亿利达织布等企业签订投资协议，计

划投资 23 亿元，预计 7 月底可投产。

同时，园区内相关配套设施也在不断完

善，博乐边合区陆续投入 30 余亿元，建成幼

儿园、美食小镇、公园、员工宿舍、金融服务、

卫生服务站等设施。2021 年底，投资建设

6500 平方米集规划展示、招商推介、为企服

务等功能于一体的投资发展中心，成为考察、

投资、观摩的综合展示平台。

配套不断完善的同时，财税政策也不断

助力园区企业发展。国家税务总局博乐市税

务局专门为园区企业提供诉求“直通快办”服

务，在办税服务大厅特设“边合区企业问办协

同服务专席”，为园区企业开辟“咨询办理一

体”的绿色通道，实现从“办问分离”到“办问

协同”转变。

同时，当地税务部门还专门组建“税收专

家顾问团队”进驻博乐边合区“问诊”，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情况，倾听困难诉求，实行“一企

一策”常态化对口服务制，提供“清单式”“链

条式”定制服务，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和发展

动力。

校企合作强人力

在位于博乐边合区的博州晖力普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的芯片集成智能制造车间里，生

产车间副组长阿迪莱·阿不拉正在指导员工

进行电子发光芯片的加工。

“我毕业于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学的

是电气自动化专业。”22 岁的阿迪莱·阿不拉

已经是车间组长，她告诉记者，上学期间就在

企业实习，从一线工人做起，通过自身努力、

师傅帮带和公司专业培训，自己的工作能力

和收入很快提高，现在一个月工资收入有

5000 多元，自己非常满意。

“流水线上最需要的技术就是把比头发

丝还细的线焊接到芯片上。”博州晖力普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厂长罗贵友说，正因为技术要

求高，企业更需要专业院校毕业的专业人才。

2019 年，该公司与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

院等院校开展校企合作，不仅为企业的科技

半导体人才储备打下了基础，也为更多学生

提供了就业岗位。“培训 3 个月后，学生们基

本都能上岗，目前企业员工中技校学生占到

85%。”罗贵友说。

同样在企业工作 3 年的生产部组长唐智

勇也毕业于博尔塔拉职业技术学院。他告诉

记者，回家乡找工作就业机会少，工资待遇也

远不如现在。“最重要的是，在技术型企业成

长很快。我也会继续学习，期待能有更好的

发展。”唐智勇说。

去年，博乐边合区在园区建设了博尔塔

拉职业技术学院分校——博乐边合区智能制

造产业学院，为企业量身培训技术工人，已实

现培训就业学生 1480 名，更好地实现了“产

学研”一体化发展。

博乐边合区智能制造产业学院副院长廖

胜甜说，近年来，受益于校企合作，学生们

基本实现了毕业即就业。目前，园区有 11

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由于企业招工需求

不断加大，我们的招生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去年机电专业招生规模扩大了一倍。”廖胜

甜说。

今年，根据招商引资需求，博尔塔拉职业

技术学院与新疆工程学院联合申报本科专

业——自动化专业，计划招生 30 人。廖胜甜

说，“未来，学校也会针对政府和企业需求，培

养更多技能人才”。

今年，博乐边合区计划全年引进项目 25

个以上，招商引资项目到位资金增长 25%。

“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制定好相关政

策，及时兑现政策，打造宜居宜业的环境。”陈

松明说。

﹃
码上监督

﹄
不可一扫了之柳

洁

近日，湖北襄阳高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发出了一张赋加营商环境

和党风政风监督二维码的小餐饮

小食杂经营许可备案证。群众及

办 事 企 业 通 过 扫 描 小 小 的“ 二 维

码”，就可以对各服务窗口工作人

员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吃拿

卡要、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等

行为进行投诉。

目前，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探索

行政审批窗口、行业许可证、经营

许可证等证上赋加营商环境和党

风政风监督二维码，实现“码上监

督”。通过“互联网+监管”模式，

织密行政审批、市场监管领域监督

网 ，让 政 府 部 门 在 阳 光 下 开 展 服

务，规范服务行为，着力构建公示、

监督、执纪、分析和问责的一体化

监 督 平 台 ，助 推 营 商 环 境 持 续

优化。

“码上监督”可通过手机扫码留

言、上传图片视频等方式，现场对公

职人员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投诉，做

到方便、快捷、透明，实现监督全覆

盖、全天候、零距离，进一步织密营

商环境监督网络，打通群众监督“最

后一公里”，为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

套上“紧箍咒”，使破坏营商环境行

为无处藏身。

一个小小的二维码，对于职能

部门来说，可以帮助实现开门纳谏查不足、补短板、提效

能；对于窗口工作人员来说，是压力更是动力，将时刻提醒

自己规范办理流程，提升服务质量。对企业和群众而言，

则给他们的合理诉求提供了直通渠道，不管是解决问题还

是完善举措，都更加快捷。

营商环境是一把尺子，检验着政府的行政效能和工作

作风，检验着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码上监

督”不可一扫了之，让群众在网上方便快捷地反映诉求只

是第一步。切实解决问题，真正让群众满意，还得靠线下

的硬功夫。

各地应该坚持“码上监督马上办”原则，对问题进行

分类解决，对典型问题即交即办、限时办理，对共性问题

督促职能部门自查自纠、整改提升、快速回复，确保群众

的诉求第一时间得到回应；为群众提供兜底服务，着力将

办事群众反映的“急事、难事、办不成的事”转变为“办得

快、办得好、办得成的事”，有效解决企业和群众办事过程

中遇到的疑难事项和复杂问题。同时，考虑到企业和群

众在监督干部时存在的“顾虑心理”，扫码监督反映问题

可以实名也可以匿名，相关部门应为市场主体做好保密

工作。

电商快车加速跑进乡村
本报记者 王胜强

400 万名网友以花为媒“云”游青龙，青龙板

栗、青龙苹果等 21 款农产品一天内销售额近 20

万元⋯⋯这是来自河北省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

治县第十四届梨花节的一组数据。尽管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本届梨花节由线下改为线上，但

旅游节与购物节组合，让青龙再次尝到电商带来

的甜头。

青龙县坐落在冀东燕山腹地，也是革命老区，

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出板栗、苹果、杂粮、中药材

等一大批优质农特产品。但由于交通不畅、信息

闭塞，这些产品一度“藏在深山人未识”。

2021 年，青龙县把实施乡村振兴作为“三农”

工作总抓手，借助教育部定点帮扶契机，以“三级

书记抓电商”为突破口，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应

用，让青龙触“网”而红。

韩文亮生长在有“万亩板栗园”之称的肖营子

镇五指山村，提起青龙板栗，她难掩对家乡特产的

自豪之情。2018 年，热衷网购的她开通了“好吃

不过栗子”淘宝店，“由于当时青龙电商配套设施

跟不上，只能在秦皇岛市租冷库、发快递，成本很

高，竞争力始终不足”。

2021 年，韩文亮得知青龙“三级书记抓电商”

的消息，决定返乡创业。“其实，当时回来还是有顾

虑的，主要是青龙地处山区，居住相对分散，网速

较慢，快递网点少。”韩文亮说。

针对发展电商的硬件梗阻堵点，青龙坚持线

上问题线下解决。截至目前，396 个行政村 100%

通光纤，1400 多个自然村 100%通硬化路。该县还

建设县级物流快递配送中心 1 个，依托乡镇就近

建设物流快递配送中心 6 个、村级物流网点 200

个，整合县里 7 家主要快递公司物流资源，对全县

进港件、出港件统一调度，整合优化城乡物流配送

专线 6 条，实现从县级仓储物流中心到村级网点

72 小时内送达，全面打通“产品出山”和“网货下

乡”双向通道。

如今，韩文亮带领 105 户村民创办的文兴板

栗合作社年销量近千吨。“每天看着一件件板栗如

插上翅膀一般飞向远方，我对依托电商带领村民

致富的信心更足了。”韩文亮笑着说。

丁佳伟的创业之路与韩文亮不太一样，他接

手的是母亲带着同乡姐妹们创办的食用菌种植基

地。“企业曾经经营状况不错，但近两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和市场冲击，效益严重下滑。”丁佳

伟说。

原本在外地工作的丁佳伟与妻子看好青龙电

商发展前景，于 2021 年毅然辞职返乡，开发食用

菌深加工项目，组建电商团队打开销售渠道。

“电商确实给企业带来了转机。香菇腿原来

每斤一两元，如今经过深加工后的香菇酱 200 克

一瓶，一瓶单价 10 元，订单已经排到 6 月份。”丁佳

伟说，电商不仅打通了销售渠道，更有利于企业敏

锐地把握消费需求，如今企业效益是原来的三四

倍，工作人员也由原来的几十人增加到 200 多人，

人均工资在 3000 元以上。

随着电商的加快发展，青龙县将板栗、苹果、

中药材、杂粮等确立为特色产品，构建起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目前，青龙县

扶持的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8 家、农

产品深加工企业 20 家，累计孵化电商从业者 400

余名、网店 100 多家。2021 年全县农产品出港量

114.2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69%，网 络 零 售 额 达 15.61

亿元。

“电商正成为青龙县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

撬动了特色农业、深加工业、文化旅游业的协同发

展，为青龙实现全面振兴发展注入了新动力。”青

龙县委书记李耀滨说。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倪梦婷

5 月 25 日，浙江省金华

市兰溪港女埠综合作业区，

大 型 机 械 正 在 进 行 卸 煤 作

业，等待的货船、卡车排起长

队。近来，金华市全力加码

水运物流，助推企业复工复

产。截至 5 月 25 日，该综合

作业区吞吐量达 70 万吨，同

比增长 23%。

胡肖飞摄（中经视觉）

图图①① 博州晖力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芯片集成智能制造车间内博州晖力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芯片集成智能制造车间内，，

员工在加工电子发光芯片员工在加工电子发光芯片。。 夏特克夏特克··海拉提海拉提摄摄

图图②② 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全景图博乐边境经济合作区全景图。。 叶尔扎提叶尔扎提··托呼塔生托呼塔生摄摄

②②

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