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8 月 21日 星期日6 地 方
重诺守信促营商环境优化

孙潜彤

甘肃张掖打造农产品种植加工全产业链模式——

“农头食尾”做旺乡村产业
本报记者 陈发明

8 月 15 日，在四川省宜宾市宜宾港集装箱码头，机械正在装卸集装箱，一派繁忙景象。

宜宾港建有长江上游起重吨位最大、吊装工艺先进的大件泊位，单次起吊重量达 1000 吨

级，是长江上游具备集装箱、件杂散货、重大件、滚装运输能力的综合性港口，也是长江

经济带重要的枢纽港口。 严易程摄（中经视觉）

宁波近 5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超 18%——

为制造业升级插上“数字翅膀”
本报记者 郁进东

在张掖市高台县南华在张掖市高台县南华

镇镇蜜瓜种植基地蜜瓜种植基地，，农民正农民正

在查看蜜瓜长势在查看蜜瓜长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发明陈发明摄摄

甬 江 实 验 室 3D 数 字 制 造 创 新 中 心 揭

牌，新一代工业操作系统发布，工业互联

网 领 军 城 市 建 设 “ 路 线 图 ” 揭 晓 ⋯⋯ 最

近，浙江宁波市发力数字经济，绘就了一

幅 幅 数 字 经 济 新 风 景 。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宁波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千

亿元；近 5 年来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

年均增长超 18%。

实施“制造＋服务”双轮驱动战略

“ 数 字 经 济 核 心 制 造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为

8.1% ， 高 于 规 上 工 业 平 均 水 平 。” 7 月 下

旬，宁波经济半年报出炉，面对超预期因素

影响，数字经济发展依然动力澎湃。

今年 2 月份，宁波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

出，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全力实施数字经

济“双万亿”工程——到 2026 年全市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营业收入、数字经济增加值分

别实现万亿元。

此前，宁波先后出台 《宁波市数字经济

“十四五”发展规划》《宁波市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提质扩量行动计划》，为数字经济找准

赛道，增添新动力。

“制造+服务”是宁波为数字经济核心

产业谋划的一条双轮驱动战略。

位于宁波奉化区的麦博韦尔移动电话有

限公司立足自身在电子信息领域强大的研发

制造和供应链管理能力，建立了产业链协同

平台，面向行业内小微企业提供产品研发设

计、加工试制、质量检测、电子元件集采等

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研发设计水平不

足、样品试制成本高、原材料采购议价能

力低等痛点。平台运营一年来已为中车集

团、康斯顿、波导易联等创新型企业提供

产品代加工服务，同时为网易有道提供部

分产品软硬件设计和加工服务，深受市场

欢迎。

宁波围绕集成电路产业等数字制造业特

色优势产业，不断强化企业主体培育、招商

引资攻坚，引进建设了中芯宁波、甬矽电

子、群芯微电子、普芮玛半导体等产业上下

游企业和项目。

如今，宁波集成电路发展势头迅猛，并

打通“材料—芯片—整机—应用”产业生态

体系。2021 年，宁波集成电路产业完成工

业产值 419.9 亿元，同比增长 32.1%。

同时宁波聚焦数字服务业，加快推进宁

波软件园、鲲鹏生态产业园、工业互联网产

业园等重点园区建设，推动工业软件发展及

应用，鼓励开展直播电商、平台经济等营销

新业态。

统计显示，截至 2021 年年底，宁波全

市拥有数字经济领域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

业超过 15 家；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产值比

2017 年提高 2 倍，集成电路行业产值比 2017

年提高近 3 倍。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

连续 5 年增速超过 20%。

工业互联网提升智能制造水平

巨大的模具生产车间内，仅需要几名工

人操作电脑就可管控零部件的加工制造各环

节⋯⋯在宁波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眼前

的景象颠覆了很多人对传统模具制造企业的

固有印象。

数字赋能，让君灵模具技术有限公司生

产效率提高约 30%，返工率减少约 15%，管

理人员减少约 50%。

数字经济，改变的不只是一家模具车

间，越来越多宁波制造正通过“数字化”焕

发新活力。

作为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宁波

以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

重要突破口，引领产业数字化变革，积极谋

划“1+N+X”工业互联网平台体系，推广

企业提升、行业推广、生态培育的新一轮

“点线面”模式。

“点”上，推进企业关键生产环节的智

能化改造；“线”上，以“平台+应用”形

式推进细分行业数字化改造；“面”上，以

“产业+服务+安全”等要素构筑宁波智能制

造发展生态。

“宁波已形成以 supOS 工业操作系统等

为基础的多元化、多层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矩

阵。”宁波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说。

目前，宁波已累计创建国家级工业互联

网平台 5 个、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 23 个，获

得国家级工业互联网领域奖项 26 个，“点线

面”宁波模式成为工信部向全国推广的智能

制造 8 种模式之一。

同时，宁波以产业大脑为突破，打造赋

能企业典型应用，构建以“未来工厂”为标

杆、以“5G+工业互联网”试点为引领、以

智能工厂 （数字化车间） 为主体的新智造群

体，推动数字新技术与制造业融合。

目前，全市已有吉利汽车、东方电缆等

12 家 企 业 列 入 省 级 “ 未 来 工 厂 ”（含 试

点）；镇海炼化、康赛妮等 11 个工厂和场景

项目列入国家“十四五”智能制造试点示

范，数量位居浙江省第一位。

优化生态释放数字经济动能

今年 5 月份，浙江省智能工厂操作系统

创新中心在宁波揭牌，这也是宁波获批的两

家省级技术创新中心之一。

据介绍，该中心以操作系统平台+智能

工业 APPs 的模式，打造新的工业软件产业

生态，目标是建成国际一流的智能工厂操作

系统创新高地和高黏性的工业软件孵化与产

业生态圈。

仅一个多月后，宁波又邀请科技部、中

国工程院、国家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等顶尖

专家，为该中心创建“国家级”技术创新中

心出谋划策。

这是宁波为数字经济打造创新支撑的一

个缩影。

宁波市经信局有关负责人说，宁波要超

常规发展数字经济，离不开技术创新和生态

完善。

应用落地，基础先行。宁波抢抓“新基

建”政策机遇，不断推进 5G、物联网、城

市大脑、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累计建设 5G 基站超 2 万个，实现乡

镇以上区域 5G 网络全覆盖，入选全国首批

“千兆城市”。

2021 年，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联合公布全国 36 个省会城市及计划单列

市在重点场所、重点行业 4G/5G 网络质量

的抽查成绩，宁波城市网络服务质量居全国

第一位。

为培育引进高端创新平台，宁波累计引

进涉及数字化技术领域的产业技术研究院

22 家。宁波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宁波智能

制造技术研究院⋯⋯一批研究机构的成立，

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强力支撑，还孵化出薄言

科技、浙江蓝卓、智昌机器人等一批成长性

较好的数字化技术苗子企业。

宁 波 市 经 信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今 年

9 月份，宁波将高规格举办世界数字经济

大会，着力扩大数字经济交流合作，进一

步培育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名片，让数字

经济发展的风景更美。”

今年上半年，辽宁营商环境

转暖，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同

比 增 长 三 成 。 变 化 始 于 “ 硬 招

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重

拳整治政府失信行为，以“政府

拖 欠 、 政 府 违 约 、 新 官 不 理 旧

账”等问题为重点，辽宁连续 3 年

驰而不息促践诺，兑现承诺累计

资金达 510 亿元。

政 府 刀 刃 向 内 治 理 失 信 行

为，可谓抓住了优化营商环境的

“牛鼻子”。诚信是经世济民的灵

魂 。 政 府 带 头 讲 诚 信 ， 说 到 做

到，认真负责，自然会在全社会

涵养诚信之风。一些地方资源禀

赋 、 产 业 基 础 、 区 位 优 势 都 不

差，投资商为何心存疑虑止步不

前？差就差在软环境上，多少与

长期以来没有形成和巩固好重诺

守信的政府诚信文化有关。

现实中，政府失信的表现值

得 重 视 。 比 如 ， 土 地 出 让 中 的

“净地不净”问题、破格优惠继发

的“政策断供”问题、政府对民

企 垫 资 项 目 “ 久 拖 不 结 ” 问 题 ，

等等。客观看，前任“旧账”不

一定是违规决策，遗留问题有的

成 因 复 杂 ， 确 需 继 任 者 接 力 奔

忙、剖烦析滞。但政绩冲动下的

盲目承诺也确实存在，此类失信

一般离不开“三拍”——拍脑门

决策、拍胸脯承诺、拍屁股走人。

拍脑门决策，大多未经民主决

策 和 充 分 调 研 论 证 ，诸 如 未 批 先

建、先开工后立项等；拍胸脯承诺，

多见于招商环节超越政策、法律边

界过度优惠，甚至开出“空头支票”。凡此种种，为拍屁股走

人造成的政府失信埋下了伏笔。新官上任，“旧账”中的“呆

账”“坏账”就容易浮出水面。守信还是失信，这是一个执政

考验。

新官为何要理旧账？这是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政

府官员参加的是团体接力赛，不是个人项目。新任者应

具有全面接盘、继往开来的担当和能力，不管“好账坏

账”，都不是个人的“私账”，都不能“赖账”。旧账不

理，问题会越积越多越严重，个别变成多发，包袱拖累

形象，“挑肥拣瘦”便忘了发展“大账”。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新官不理旧账”要治，

言而无信、“寅吃卯粮”更要追责。避免新生欠账要建立

长效机制，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建立专家咨询制

度和社会公示、听证制度，建立问责机制，实现权责挂

钩、奖惩并重。严格离任审计，对政府的重大决策实行终

身追责制，提高党员领导干部失信的违法违纪成本，以政

府诚信促营商环境优化。

炎炎夏日，忙得脚不沾地的王幸福，脸上全

是幸福的笑容。58 岁的王幸福是甘肃张掖市高

台县宣化镇王马湾村村委会主任，前不久，村里

的谷物加工坊完成了改造升级，在他的带领下，

村集体经济步入公司化运营的轨道。

两年前，王马湾村基本上是个“空壳村”，村集

体经济没有“造血”功能，“家底”薄弱，让村两委班

子很发愁。“现在很多人注重养生，喜欢吃粗粮。”

群众一句闲聊的话，点醒了王幸福。近些年，周边

群众种植黑小麦、荞麦等杂粮谷物积极性高，何不

利用这个资源优势做谷物加工？

依托村集体闲置的面粉加工坊，王马湾村争

取 县 上 扶 持 壮 大 村 级 集 体 经 济 项 目 资 金 20 万

元，加上村里自筹的 20 万元，建成了特色谷物

加工坊。王幸福说：“去年试运营了半个月，就

挣了 1.7 万元。方向对了，经营模式不能走小作

坊的老路，在政府的扶持下，索性放开手脚做村

集体企业。”

针对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市场对接无主体、经

营运作无平台的难题，张掖市积极探索开展村级

集体经济公司化运营改革。在实践中，张掖选择

条件较为成熟、资源比较富集的试点村，采取引

入投资主体、整合村集体资产资源、吸引村民资

金入股、土地流转入股等方式，成立具有法人资

格的村级公司，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壮大村集体

经济实力。

数据显示，目前张掖市 12 个试点村均成立

了村集体公司，开展实体化运作，改革成效明

显，村集体收入大幅增长。

王幸福告诉记者，王马湾村全村 1000 多人

中有近 200 名村民从事过建筑业。在宣化镇党委

的指导下，今年 5 月份，高台县王马湾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注册成立，下设以谷物加工为主业的金

谷坊农产品公司和以小额简易工程为主业的金瓦

刀工程公司两家子公司，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

算，每年按盈利情况向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分红，

计入村集体经济收入。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市，农业生产条件

相对优越，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全国最大的

玉米制种区和重要的粮食、蔬菜、瓜果、油料及

牛羊生产基地。近几年，张掖市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着力打造“有实力”的新农村，越来

越多的村庄向王马湾村一样，找到了适合本村的

特色优势产业。2019 年以来，张掖市连续 3 年在

甘肃省年度乡村振兴考核中位列全省第一位，并

被确定为省级乡村建设示范市。

张掖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梁顺海告诉记者，立

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张掖坚持“农头食尾、接

二连三”方向，在全市进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

生产、产业化发展。

所谓“农头食尾”，指的是农业与第二产

业、第三产业有机融合，形成的农业种植在源

头、农产品在餐桌尾端的全产业链模式。近年

来，张掖全力打造黑河沿岸优势农业、沿山冷凉

特色农业、戈壁荒滩设施农业三大板块，建设现

代种业、奶牛肉牛、绿色蔬菜、专用马铃薯、设

施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六大产业功能区，构建玉

米制种、奶牛肉牛、绿色蔬菜、戈壁农业 4 个百

亿元级产业集群，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

业链现代化。

通过推进农村“三变”改革，张掖开展以土

地、宅基地、资金、劳力入股等各种形式的改革

试点。目前，已培育了临泽县南台村“三变”+

乡村旅游、甘州区前进村“三变”+乡村旅游+

特色产业、高台县东联村“三变”+股份经济合

作社等示范典型，极大带动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目前，全市已有 762 个村开展了“三变”改革，

带动村集体经济增收 2255 万元。

同时，张掖把发展壮大龙头企业作为实现农

业现代化的关键支撑，聚焦 10 条特色农畜产品

精深加工产业链，加快强链、延链、补链步伐，

市级以上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达到 190 家，年加

工转化农产品 280 万吨，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8%。据统计，在张掖市 12 个省级以上农业园区

中，已吸引 47 家龙头企业入驻，吸纳农村劳动

就业 11.3 万人，其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就业人

数达 6.6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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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奥克斯空调

股份有限公司的智能注

塑无人工厂。

图② 宁波博德高

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车 间

内，技术工人正在生产

精密黄铜镀层丝。

丁继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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