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8 月 24 日 星期六6 地 方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交通运输业强势领跑——

“1+4”格局带动多产业增长
本报记者 杨学聪

交通运输业强势领跑，医药健康

产业、工业等高速增长⋯⋯在首都机

场临空经济区，除航空服务业这一优

势产业之外，医药健康、临空制造等

“后起之秀”同样表现亮眼。“首都机

场临空经济区将加快构建以航空服

务为核心，以医药健康、临空智造、物

流贸易、商务消费为支撑的‘1+4’产

业体系，不断吸引国际资源要素加速

聚集，打造首都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

极。”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上半年，首都机场临空经济

区交出这样一份成绩单：规模以上企

业 达 509 家 ，营 业 收 入 突 破 1600 亿

元，同比增长 14%。其中，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实现营业收入 920 亿余

元，同比增长 23.9%，领跑并带动多产

业增长。

随着民航业快速复苏，园区航空

服务业快速增长，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916.8 亿元，同比增长 28.8%，累计

引进航空及关联企业 88 个。同时，积

极投入北京“双枢纽”建设，运输收入

达 62.7 亿元。“下半年，针对暑运旅客

出行需求特点调整了航线网络结构，

通过机型优化、运力调配等方式，新

开、加密、恢复多条国内国际航线，保

持营收持续增长。”北京首都航空有

限公司董事长丁欣表示。

与此同时，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

积极推进跨境电商销售医药产品试

点、开设进口生物制品检验绿色通

道、建立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进

口医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多项创新

政策激发增长活力，成为首都机场临

空经济区发展新引擎。

今年，在市药监局和北京海关等

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下，首都机场临空

经济区管委会会同医疗机构、医药贸

易企业密切协作，探索进口未在国内

注册上市的罕见病药品，由特定医疗

机构指导药品使用，让政策惠及更多

罕见病患者。“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

区的政策，进一步畅通了国内罕见病

患者的用药渠道，也吸引了更多全球

医药企业的目光。”园区企业上药科园

贸易对外事务部总经理胡晓霞表示。

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还与中国

罕见病联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

揭牌设立了北京首个罕见病专属诊

所——北京罕萌诊所。园区现已聚

集了北大口腔天竺门诊部、友谊医院

等多所医疗机构，国药、强生等国内

外知名医药企业 30 余家，从综保区口

岸通关的药物品类已增至 200 种。

临空智造同样重要。宝洁、中科

星图等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和研发机

构扎根园区，高端制造业展现出强大

的活力。园区上半年共引入科技型

企业 71 家，新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58 家，外资研发中心增至 10 家，工业

产值超 130 亿元。

尼得科压缩机（北京）有限公司

是园区工业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

上半年，这家国际化制冷压缩机部件

研发、制造企业实现工业产值同比增

长 22%。公司综合物流部高级经理

李春燕说，“我们先后在多个项目投

入专项资金，进行车间生产线智能化

改造升级，预计全年可较去年增加产

值 1.5 亿元”。

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园区一

流的营商环境。首都机场临空经济

区管委会工作人员积极协助企业申

请北京市数字化车间、智能转型升级

项目等相关政策支持，持续为企业发

展赋能。

此外，为了让实体经济发展“血

脉畅通”，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还聚

焦产业金融、航空金融等领域，着力

打造特色金融产业集群，为实体经济

发展“输氧供血”。上半年，园区引进

金融类项目注册资本超 50 亿元。此

外，中航材租赁、建信金租上半年已

投放飞机租赁资产约 5 亿元，航空金

融项目规模进一步扩大，为区域金融

产业发展增添活力。

□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广东中山与贵州六盘水开展东西部协作——

乌 蒙 山 来 了“ 广 东 亲 戚 ”
广东中山，位于伶仃洋畔，珠江自此滔

滔入海；贵州六盘水，地处乌蒙山脉，珠江

在此滴水成河。2021 年国家新一轮东西

部协作关系调整后，广东、贵州两省建立起

新的结对帮扶协作关系，中山市与六盘水

市从此结下“山水情缘”。

自协作关系建立以来，中山、六盘水发

挥各自优势，在产业、劳务、教育、医疗、文

旅消费等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务实高效的合

作，越来越多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资金、技

术、人才等不断涌入六盘水。据统计，截至

今年 6 月底，中山市已向六盘水市拨付财

政 援 助 资 金 1.68 亿 元 ，县 均 投 入 5600 万

元；计划实施东西部协作项目 85 个，已启

动实施 79 个，共帮助六盘水 13749 名农村

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增

长 27.8%。

特产销路好

郁郁葱葱的树林间，一群群毛色黑亮、

体态健硕的黑毛猪自由穿梭。走进六盘水

市六枝特区新场乡松坝村，一家黑毛猪养

殖场隐藏在乌蒙山脉深处。

今年，在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六盘

水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的大力协助

下，该养殖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成功

将 145 头优质生猪出口至港澳地区，实现

了六盘水畜牧产品出口“零”的突破。

贵州二表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王金涛介绍，他利用六盘水市的生态环境

优势，选择西藏“藏香猪”做父本，以西南地

区特有的土猪做母本，培育出富硒“凉都跑

山猪”新品种。“因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我

们的黑毛猪一经上市便深受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养殖场的规模不断扩大。”

公司规模越做越大，需要的资金自然

就多了。2022 年，工作组为其安排了 400

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提升了养殖场

饲养设备自动化水平和粪污处理能力，助

力降低生产成本。

“ 在 销 售 端 ，工 作 组 帮 助 我 们 让 产

品走得更远。”据王金涛介绍，为了让公

司 的 生 猪 跨 区 调 运 无 阻 碍 ，工 作 组 协 调

相 关 部 门 指 导 其 准 备 资 料 走 流 程 ，帮 助

企业于 2022 年 11 月通过国家级“非洲猪

瘟 无 疫 小 区 ”现 场 评 审 ，成 为 少 数 可 跨

省 调 运 活 猪 的 企 业 ，顺 利 进 入 全 国

市场。

同样打通“出山”阻碍的农副产品还有

岩脚面。岩脚面采用六盘水地区生产的优

质小麦精粉为主要原料，取当地溪水，百揉

为团，三压成面。岩脚面有着久煮不稠不

烂的特点，口感香、滑、劲、脆。

成立于 2008 年的六盘水市六枝特区

岩脚大畅面业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岩脚牌

岩脚面的生产及销售。2022 年，该企业获

得东西部协作资金 300 万元，实施岩脚面

加工厂改扩建项目。六枝特区岩脚大畅面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植富表示：“在项目扩

建以前，我们的年产量在七八千吨，扩建后

年产量达 1.5 万吨，增长了一倍。”

“以前我们的产品一直在贵州本省销

售，如今远销中山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以

及浙江、福建等地，销量较以往提升了两成

多。”张植富介绍，今年工作组还牵线搭桥，

通过线上销售平台及中山市各镇街工会的

帮助，拓展销售渠道、提高知名度。

如今，越来越多的“凉都高山珍品”跨

越山水，猕猴桃、刺梨、茶叶、人民小酒、岩

脚面、盘县火腿⋯⋯走出大山、走进粤港澳

大湾区市场，畅销全国。截至今年 6 月底，

中山市共帮助采购、销售六盘水市农畜牧

产品和特色手工艺产品 3.36 亿元。

文旅产业兴

以清凉著称的贵州，暑期旅游市场持

续火热，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游客避暑的首

选旅游目的地。

8 月 4 日，2024“刺力王”六盘水马拉松

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3 万余名跑友欢聚一

堂，感受夏季清凉马拉松。

本届赛场上，300 多名来自广东中山

的跑友乘坐专列来到六盘水，他们中有来

寻找合作伙伴的企业家，也有带家人感受

自然与文化之美的中山市民。大家不仅是

马拉松的参赛者，更是中山市与六盘水市

东西部协作的见证者。

中山职业跑手张志宏“打卡”过全国各

地 50 余个马拉松赛事，对六盘水马拉松赛

事尤为关注。他告诉记者，首次参与六盘

水马拉松，既感受到“中国凉都”19℃的夏

日凉爽，也感受到少数民族人文风情，“回

去后，我也会向中山的朋友介绍推广六盘

水，鼓励大家来六盘水旅游、投资、跑马

拉松”。

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王娴

表示，除了马拉松赛事的互动外，今年避暑

季，六盘水还专门推出了从 5 月 5 日至 12

月 31 日，广东人到六盘水所有 A 级景区首

套门票“全免”的优惠政策。

广东作为贵州旅游第一大客源地，粤

黔两地文化旅游合作发展前景广阔。而中

山不仅为六盘水提供了资金支持，更在旅

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旅游品牌打造

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帮助。

比如，近年来，借助东西部协作力量，

六盘水市水城区海坪街道阿娄社区千户彝

寨文旅产业发展获得了更大动力。阿娄社

区千户彝寨原本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易地

扶贫搬迁社区。如今，游客可以欣赏参与

彝族竹竿舞等民俗活动，深入体验彝族文

化的独特魅力。

2021 年 ，中 山 投 入 东 西 部 协 作 资 金

200 万元，帮助阿娄社区进行供电线路整

改提升、安装户表及配套变压器等项目，提

升供电水平和安全性。2022 年，中山通过

村企结对投入社会帮扶资金，支持特色民

族村寨、餐厅和民族文化园的建设，为阿娄

社区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除了完善社区硬件设施，东西部协作

还为阿娄社区引入更多“软支撑”。中山市

发挥东西部协作援助资金的撬动作用，对

由国家乡村振兴局和中国农业银行联合推

出的“富民贷”进行贴息，撬动银行增加投

放贷款额度，为农户提供每户最高 20 万元

的免担保、贴息信用贷款。

当前，随着粤黔合作的不断深化，六盘

水 的 文 旅 产 业 正 迎 来 前 所 未 有 的 发 展

机遇。

共建产业园

在贵州刺力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条崭新的国内先进果糕生产线正在有序运

行。记者了解到，这条生产线每年可生产

刺梨果糕约 900 吨，消化刺梨原汁约 1200

吨，是目前国内最高速度的刺梨果糕生产

线，由中山投入 1500 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

援建。

东西部协作重在增强“造血”功能，产

业是最有力的支撑。3 年来，中山市与六

盘水市共建中山市东区组团·六枝特区共

建农业园区、中山市小榄组团·盘州市共建

农业园区、中山市火炬组团·水城区共建现

代农业产业园区 3 个，以及工业园区 3 个，

推动落地产业协作项目 76 个，实现到位资

金 47.78 亿元，有力带动了本地产业发展，

吸 纳 农 村 劳 动 力 和 脱 贫 人 口 就 业 1.1 万

余人。

其中，中山市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 3.8

亿元用于六盘水市主导产业提质增效，助

力建成猕猴桃“吨产园”3 万亩、刺梨“千斤

园”18 万亩、茶叶“万元田”2 万亩。盘州市

天富刺梨产业园获批创建省级粤黔协作现

代农业产业示范园。

在贵州人的餐桌上，刺梨汁已成为人

们的日常饮品。来到盘州市盘关镇东北部

的贾西村，眺望四周，漫山遍岭种植的都是

刺梨，这里的刺梨种植面积有 6200 多亩，

也 是 中 山 市 小 榄 组 团·盘 州 市 共 建 农 业

园区。

接下来，陆续采摘下来的刺梨将被送

进村内的加工园，最终成为刺梨原浆等多

样化产品走向市场。目前，刺梨产品供销

两旺，在大湾区经常能看到刺梨系列产品

的身影。

“8 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在中山市的

结对帮扶下，去年我们的刺梨鲜果已经完

成了原汁加工。”盘州市天富刺梨产业园负

责人聂德友说，刺梨初加工生产线建成投

产后大大增强了贾西村刺梨产业的发展动

力，冷藏储存房也提升了贮备能力。该产

业园目前种植刺梨面积达 5.6 万亩，覆盖农

户 3498 户 9446 人。

粤黔协作工作队六盘水工作组组长邹

俊强表示，接下来，工作组将以中山“工改”

精气神和六盘水“三线建设”精神为引领，

推 动 中 山 与 六 盘 水 东 西 部 协 作 再 上 新

台阶。

从珠江口到乌蒙山，千里南国，万重黔

山，广东中山与贵州六盘水深化东西部协

作正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打造民营经济发展福地

林昌华

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活跃的重要沿海省

份，福建省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改善，营商

环境评价位居全国前列，为实施新时代民

营经济强省战略提供了有效的环境保障。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 2023 年度万家民营企

业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福建营商环境总

体水平位居全国第九位。相关调查显示，

福建经营主体满意度连续 3 年超过 85%，其

中 2023 年达到 88%。

当前，营商环境已经成为福建民营经

济发展进程中资源要素流动的重要推动

力，优质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促进地区汇聚

全球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商流、

信息流，实现资源综合优化配置效应。因

此，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应围绕新时代

民营经济强省建设，顺应经营主体诉求和

期待以及全国数字化改革创新浪潮，把营

商环境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竞争力，为民营

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生态。

第一，坚持“有解思维”，持续深化改革

创新。福建省现行框架制度下的体制机制

改革已全面铺开，面对新的发展阶段，解放

思想成为破解营商环境难题的“关键”，必

须打破思维定式，以改革创新激发动力、增

强活力、释放潜力。对标国际最新标准，坚

持“走出去、请进来”，学深、弄懂、悟透先进

思维理念和创新实践路径。牢固树立有解

思 维 ，“ 不 为 困 难 找 借 口 ，多 为 成 功 想 办

法”，着力解决优化营商环境过程中的矛

盾、困难和短板问题。

第二，坚持“求解思维”，提升整体工作

质效。优化营商环境是一项多方协同配合

的 动 态 过 程 ，需 要 牵 涉 部 门 提 高 协 同 效

率。必须坚持求解思维，从企业视角考虑

问题，汇聚优化营商环境的系统性合力，以

一站式服务平台和一体化工作机制，形成定制化、套餐式供给，实时

响应企业发展中的需求、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推动政府、社会和市场

三方质效协同，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社会有感的有机统一，最大

限度调动全社会资源。

第三，坚持“优解思维”，既管当下也管长远。优化营商环境政策，

要以长远眼光审视问题，体现系统集成理念。优化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应当围绕企业的全生命周期，强化全要素保障能力，提升全过程服务

和监管效能，构建全方位法治保障支撑，形成解决企业诉求闭环。坚

持优解思维，通过分级分类分区域、重构审批流程，更好统筹改革举措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同时定期对已出台的营商环境政策

措施进行政策后评估，及时调整优化，确保已出台政策措施切实管用。

第四，坚持“精解思维”，推进数据智慧应用。丰富智能化应用场

景和加强政务数据治理是提升营商环境便利化水平的关键。当前，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面对省、市、县、乡镇四级跨越的复杂局面，主管部

门应当从政府治理和企业服务两个维度进行数据穿透，推进数据跨

部门、跨层级、跨地区汇聚融合和深度利用，以感知涉企办事服务质

量并跟踪改进。政务数据的归集、共享、管理精细化程度和体量决定

了后期应用的质效。需坚持精解思维，推动流程再造和数据链重塑，

推动政务数据标准化、普惠化、均等化、智慧化，让经营主体能够更公

平便捷地享受到各项服务。

本版编辑 周颖一 韦佳玥 美 编 夏 祎

8 月 21 日，在山东省荣

成市桑沟湾海洋牧场生态养

殖 区 ，渔 民 在 进 行 生 产 作

业。近年来，荣成市大力建

设海洋生态牧场综合体，推

进海洋牧场与休闲渔业融合

发展。

李信君摄（中经视觉）

图为贵州省盘州市天富刺梨产业园区。 吴 进摄

布满枝头的刺梨。

吴 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