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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小 微 企 业 如 何 闯 关
——河南郸城县稳市场主体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夏先清 杨子佩

中小微企业活，则社会经济活；中小微企

业兴，则社会经济兴。作为经济运行的细胞，

中小微企业是稳住经济大盘、保障社会就业

的主力军，更是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

要力量。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不少企业生产

经营活动受限。一些活跃在县城、镇村的中

小微企业利用自身优势灵活应对，不断寻找

发展契机，在地方利好政策的帮扶下慢慢恢

复元气。这些中小微企业是如何挺过重重风

浪的？它们的生存状况究竟如何？近日，记

者前往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进行采访。

技术过硬是底气

在郸城县秋渠乡于寨村口的威丽渔具生

产车间里，工人们忙着打磨、拉丝、涂装、贴

标⋯⋯一条条海钓竿从这里走向世界。

“我们拥有国内先进的海钓竿生产技术，

就算在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期，我们也有订

单保障，心里踏实。再加上办理通行证非常

顺利，运输并没有受太大影响，现在已经恢复

满负荷生产。”威丽渔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红

伟说。

位于豫皖两省交界处的郸城县，近年来

发挥面向江浙一带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借

助全县 30 多万劳务大军陆续返乡创业的大

潮，留住大批技能人才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一个个中小微企业在村庄落地，形成了乡乡

有工厂、村村有车间的景象。

曾红伟就是返乡创业潮中的典型代表，

他在创业成功、准备谋求更宽广的创业门路

时，恰好收到老家郸城抛出的橄榄枝，几十项

招 商 引 资 优 惠 政 策 让 他 安 心 在 家 乡 投 资

办厂。

近 3 年来，郸城县通过招商引资落地企

业 538 家，分布在全县 23 个乡镇办 523 个行

政村，企业招工、群众就业享受着“近水楼台”

的优势。

“我的工作主要是给鱼竿末端贴上 1 毫

米宽、5 毫米长的小标签。需要用指尖儿掐

着 、仔 细 盯 着 才 能 贴 好 ，一 天 能 贴 1000 多

个。”于寨村 30 岁的村民于金秋是威丽渔具

的工人，凭着一双巧手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每

月收入 3000 多元。

40 多岁的李芝凭借多年在渔具厂打工

学到的技术，已从一名普通职员成长为技术

员。看着威丽渔具车间墙上的标语，她感慨

良多，“‘就业不用去远方，家乡就是好地方。’

这话说到俺心窝里了。年轻时天南海北四处

打工，如今家里有老人小孩需要照看不便外

出，现在在家门口就业，每月收入四五千元”。

李芝心细手快，操作机器拉丝、涂装样样

精通，她把自己多年总结的经验毫不吝啬地

传授给新员工，成为大家致富的好帮手；于金

秋眼明手巧，经过两个月的培训，发挥自己手

稳、心静的特点，掌握了在直径 1 毫米鱼竿末

端贴标的技术。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

重要基础。中小微企业若想实现长远发展，

同样离不开技能人才的支撑。曾红伟、李芝

等人的故事，正是郸城县引进企业、培育技能

人才的一个缩影。

在郸城县宁平镇街头，刚挂上“浙能电源

郸城分厂”招牌的工厂生产一线十分忙碌。

宁平镇徐楼村的潘环英正为石墨烯蓄电池的

正负极点胶水，待烘烤定型后再把电池搬下

流水线等待包装，一块电池的重量约 15 公

斤。“点胶水时要轻点、稳控，搬电池时要全力

以赴。”这“一轻一重”看似简单，却需要反复

操作练习才能拿捏到位。

“这里既是加工点，又是中部区域仓库。”

宁平镇李孟胡庄的李彪 2014 年回乡创业开

办电池厂，2021 年起与浙能电源合作生产。

他的电池厂带动了周边 200 余人就业，人均

年收入近 4 万元。

从一名打工仔到大企业的股东之一，再

到返乡创业当老板，用当地话说，如果没有一

门看家本领是“盖”不住的。李彪被当地人称

为“电池大王”，只要他看一眼电池生产线，就

能知道哪里存在问题。

问到疫情对企业的冲击，李彪坦言，主要

体现在生产进度被拖延、原材料等供应链供

给跟不上、订单执行延后等。“不过，当地政府

为我们开通了绿色通行证，还提供各项税收

返还政策，再加上这里是分厂、仓库，工人都

是附近村庄的群众，在工厂上班没有后顾之

忧。现在订单量足，工厂满负荷运行，相信很

快就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李彪说。

创新才能走得远

“奶茶的杯子和吸管，快餐的碗、盘、

勺、叉⋯⋯这些产品都是用可降解材料制成

的，填埋后能降解为植物可吸收的成分。”

今年 47 岁的王绍强也是郸城县返乡创业大

潮中的一员。借助当地大力发展生物新材料

产业的契机，他的公司生产出绿色环保制

品，解决“白色污染”问题。

近年来，我国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全国各地“限塑”“禁塑”力度不断

加大，生物可降解新材料产业发展方兴未

艾。河南省委、省政府将生物新材料产业列

入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这为当地企业带来

更多发展机遇。

今年 3 月份，河南省政府批准成立以河

南金丹乳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牵头单位的

河南省聚乳酸可降解材料产业研究院。研究

院的成立也帮助金丹科技等企业瞄准乳酸、

聚乳酸可降解材料全产业链世界前沿技术难

题，以体系化、任务型、开放式模式，打造世界

一流可降解材料的开放共享平台。

在油墨印染行业打拼多年的王绍强嗅到

了可降解新材料的商机，于 2020 年返乡创

业。“这是以玉米为原料的聚乳酸生产的食品

袋。”在与金丹科技距离不足千米的高新区创

业园内，王绍强创立了河南安姆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利用聚乳酸材料生产的超市手提

袋、快餐用具等日用环保制品，正从高端消费

市场向大众市场普及。

不论是国家和地方给予的政策支持，还

是良好的研发环境，都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优

质条件，让企业能够安心生产。园区内一流

的科研平台和科研团队，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乳酸技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国家和地方联合共建工程实验室、

河南省乳酸生物新材料院士工作站均设立在

金丹科技，形成“院士、博导、博士、硕士、学

士”一体的科技创新和管理团队，与国内多家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了科研生产联合体，

承担并完成 50 多个技术项目，取得了 49 项国

家专利，其中 8 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或

领先水平、3 项技术填补了世界空白。由金

丹科技自主研发的 L-乳酸产业化关键技术，

也打破了国外技术及市场垄断。

与金丹科技这类大企业相比，王绍强的

小公司似乎有些微不足道。但他通过不断创

新，让企业向前迈出了一小步，把聚乳酸改

性，根据热度、硬度、柔韧度需求进行生产，制

成生活用品。改性车间里，聚乳酸热熔、加料

改性、烘干、切断；成品车间里，吹膜、墨印、成

型、切割、包装⋯⋯王绍强还在摸索改进生产

线，创新各式各样的可降解环保袋，让产品从

小县城走向世界。

“现在县里外出招商都带着可降解环保

袋，当‘推销员’。我们力挺有创新担当的中

小微企业做大做强。”郸城县高新区管委会副

主任黄磊说。

好环境提振信心

县 域 经 济 是 各 地 稳 住 经 济 大 盘 的“ 底

座”，发挥好县域经济“压舱石”作用，能更好

稳住经济大盘的“硬支撑”。疫情的反复冲

击，考验着县域经济营商环境建设的成效。

“这批订单之前受到疫情影响，物流运

输受阻。为保障重点工程建设，政府部门开

辟绿色通道，我们先发货到苏州，再转运至

上海，解决了运输难题。”在河南瑞龙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玉新指挥着一辆

运输车辆吊装阻燃新材料。他告诉记者，建

厂初期，郸城县提供了食宿生产一体化的生

产区，工人闭环管理，没有因为人力问题影

响生产。

赵玉新也是郸城人，当初回乡建厂，看中

的就是这里的营商环境。从回乡考察到投产

运营，全程都有一名当地干部提供“保姆式”

指导和服务。2020 年度，郸城县营商环境评

价取得全市第一、全省第 17 位的成绩。

“这些阻燃新材料之前一直被国际企业

垄断，我们研发出来后，倒逼国外企业纷纷降

价。我们的原料优良、发展环境优越，在国际

市场已经站稳脚跟。”赵玉新对公司未来发展

信心满满。

不过，河南县域中小微企业也不同程度

地面临着市场萎缩、资金短缺等问题。河南

省委、省政府以“能力作风建设年”“万人助万

企”活动为抓手，把各种减、免、返、送、驻等惠

企利企政策送到企业身边，为中小微企业注

入了强心剂。

为了给企业发展提供肥沃土壤，除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外，郸城县还在完善产业布局

上不断探索。

郸城县今年谋划各类项目 251 个，总投

资 732 亿元。其中，上市企业金丹科技已形

成年产 12.8 万吨乳酸及系列产品的生产规

模，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70%以上，30%以上产

品出口。

郸城县还发挥自身资源优势，紧抓东南

沿海伞业向内地转移的机遇，与天堂、梅花、

红叶、宝丽姿等知名伞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规划建设占地 1000 亩的伞业产业园，吸引

106 家制伞企业入驻，相关从业人员达 9300

多人，年产值达 9 亿元。同时，郸城坚持“县

有总部、乡有分厂、村有车间、户有作坊”的工

作布局，推动生产加工向乡村延伸，已设置

201 个乡村加工点，增加近万个就业岗位。

今年 4 月份，国务院同意在郸城县建设

河南周口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这

里以建设小麦产业创新发展引领区、黄淮平

原现代农业示范区、科技支撑乡村振兴典范

区为核心，打造人才高地、创新高地、产业高

地。南京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 30 多所知名

院校的专家团队已经进驻，为相关产业提供

技术支持。目前初步谋划了科技创新、全产

业链融合体、数字农业、土壤改良、基础设施、

小麦新品种、人才培育 7 大类 17 个项目，发展

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我们全面落实好稳经济各项政策，一个

堡垒一个堡垒去攻克，以‘钉钉子’精神推动

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各项政策条条落

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郸城县委书记李全

林说。

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当前，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持续影响下，中小微企业面临人力不足、供应紧缺、物流受阻等多重考验。即便如此，

不少企业没有止步不前，而是抓住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营商环境优化的机遇，寻找适合

自身特点的发展路径，慢慢恢复元气。

县域经济作为一种地域经济

体系，在我国区域发展中占据重

要地位。作为农业大省，河南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更

是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绿色家

园。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冲

击下，稳住县域经济发展基本盘，

是河南省 100 多个县市都在积极

探索的大事。

按照有关部门出台的《关于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的意见》，再结合河南省县域

经济发展实际，未来县城规划建

设要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新型城

镇化的路子，总结历史经验，尊重

县域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统筹当

地居民生产、生活、生态、安全、特

色文化情况进行综合考量。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应以有较好基础的产业集聚区为

依托，以持续规划建设富有地方

特色的产业集群为重点，坚定不

移把现代工业做大做强。以稳定

扩大就业、持续提升地方财政收

入能力、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和人

居环境为着力点，补齐县域基础

设施的短板弱项。要增强县域在

产业发展、居民就业、中小学教

育、公共卫生服务、自然灾害应急

处理等方面的综合承载能力，全

面提升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更好满足当地居民向县城区集聚

和就业安家需求以及生产、生活、生态需要，为新进城农民

提供就业、就学、就医等社会保障，为全面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

撑，大幅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真正让当地居民畅享高质量

发展红利。

郸城县探索县域经济发展路径的案例既具有典型性，

也有普遍性。各地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战略部署持续

探索，稳住经济发展基本盘，通过叠加效应和连锁效应，开

拓出我国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稳住县域高质量发展基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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