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巢引凤
提升产业承载能力

承接产业转移，推进产业集聚，载体建设是
基础，资金筹措是关键。

为此，淮滨县采取集中县级财政资金、利用
地方民间资金、争取上级项目资金、开展委托代
建模式等多种方式筹措建设资金， 为项目落地
和产业集聚搭建了坚实平台。

日前， 规划面积
14.86

平方公里的县产业
集聚区，建成区总面积达到

6.7

平方公里。 “七
横六纵”路网已形成，并全部实现绿化、亮化、

美化“三化”一体；城市基础管网配套齐全；

20

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成投用； “四园三区”

即：闽商食品工业园、苏商纺织工业园、浙
商纺织工业园、 中小企业孵化园和立城标
准厂房区、和顺综合服务区、桂花综合服务
区等项目全面开工建设。 造船产业园区新
建生产道路

10

公里， 硬化船台
300

多个。

投资
12

亿元的乌龙酒业二期技术改造基本
完工。

隰

产城融合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 � � �

为推进产城融合、互动发展，淮滨县重
点做好“两衔接” 、 “一覆盖”。

2012

年
6

月，该
县对产业集聚区规划进行了调整，规划面积
由原来的

7.9

平方公里扩大到
14.86

平方公里，

并经省发改委批复为产城互动融合绘就
了蓝图。 同时，在产业集聚区规划新建学校、

医院、综合服务区、居民安置区，开通公交
线路， 实现了县城与产业集聚区路网、供
电、给排水、污水垃圾集中处理、通讯等城市

功能一体化，进一步改善社会服务功能，增
强了产业集聚区集聚人口和承载人口能力，促
进了人口持续集中集聚， 产城融合快速融
合。

回眸风雨路，展望云霞天。 “再经过
2

年
~3

年
的努力，一个功能齐全、文明开放、辐射力强的
产业新城、园林城市将呈现在世人面前，淮滨
必将迎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展望
未来，淮滨县县长曾辉充满了信心。

隰

招商引资
突出产业集群发展
� � � �

淮滨县紧紧围绕“一纺两造” 主导产业，

按照龙头引领、产业配套、集群发展思路，认
真落实“四一”招商行动计划，结合产业链图
谱，锁定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重点区域，瞄
准纺织食品等主导产业方向，采取驻地招商、集群
招商、以商招商、项目招商、商会招商、推介招商等
多种方式，大招商、招大商，取得了丰硕成果。

随着川大纺织、万和纺织、裕盛体育、大地麻
纤复合材料、金诺服饰、香港森仕服饰、投资
20

亿元的河南刚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和投
资

18

亿元的浙商纺织等一批纺织服装项目
先后落地投产， 轻纺产业集群初步成型；随
着富贵食品、华英肉鸡、金豫南粉业、投资

20

亿元的河南麦得隆食品有限公司等食品加工企业
快速壮大， 以及投资

7.5

亿元的闽商食品工业

园、顺和蛋品等食品项目落地，以弱筋小麦资
源综合加工利用的食品产业集群初具雏形。

乌龙酒业技改项目完成后， 形成了集白酒生
产、研发、检验、物流等为一体的乌龙白酒生
态园，年产曲酒可达

2

万千升，商品酒生产能力
5

万千升， 吸纳就业
5000

多人， 可实现产值
35

亿
元。

在规范提升的基础上，凭借地理、技术、成
本、服务比较优势，淮滨淮河造船业快速壮大
升级，规模船舶生产企业

5

家、船用配套产品
生产企业

30

多家、 船舶年生产能力
500

艘、

船用配套产品
750

万套件， 解决就业
10000

多人，产值
30

亿元以上。一条长
8

公里、面积
3.8

平方公里，生产区、贸易区、服务格局分
明的沿淮造船带初具规模。

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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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地处淮河岸边
的淮滨， 因滨临淮河而得名， 因防汛抗洪而建
县，因洪水频发而受穷。建县

60

年经历
57

场大
洪水，

60

年的建县史就是一部与自然灾害作抗
争、生生不息谋发展的创业史。

4

月
7

日，记者走进这片“神奇”的土地，感
受到淮滨工业建设景象同天气一样火热： 投资
20

亿元的河南刚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首批设备
试生产，投资

20

亿元的河南麦得隆食品有限公
司正在建设， 蜿蜒十里的特色造船工业带一片
繁忙……

过去，提起淮滨，多数人的印象是“洪水”、

“贫穷”。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等诸多不
利因素，让淮滨长期陷入经济规模小、工业化和
城市化水平低、综合实力全省垫底的困局。

“淮滨穷，穷在工业上。工业化、城镇化是人
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也是淮滨实现赶超发
展的唯一选择。 ”淮滨县委书记吴刚在剖析原因
时一语中的。

荣誉是前进的不竭动力， 数字是发展的有
力见证。

2009

年，经省政府批准，淮滨产业集聚区成
为全省

175

个产业集聚区之一。

2009

年， 淮滨产业集聚区被省政府评为全
省又好又快发展产业集聚区

50

强。

2011

年， 淮滨产业集聚区被省政府评为全
省一类产业集聚区之一。

2011

年， 淮滨造船工业园区被省政府确定
为全省

20

家重点培育的特色产业集聚区之一。

2013

年， 淮滨产业集聚区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

58.6

亿元，同比增长
21%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
主营业务收入

96

亿元，同比增长
27.8%

，其中主
导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9.2

亿元， 占集聚区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的

40.8%

，吸纳
从业人员

26400

多人。

在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中， 淮滨县坚持按
照“四集一转”的要求，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
设，谱写了一组组优美的诗篇。

优化服务
打造企业投资洼地
� � � �

产业发展，生产要素是保障，更是难题。 为此，淮滨县
积极围绕产业发展资金、土地、人力、技术要素保障，创新
体制，完善机制，破解瓶颈，优化服务。

为破解融资难题，淮滨县通过注入、划拨优良资产等
方式，创建并壮大了淮滨县和顺发展投资公司。 该公司注
册资本

1

个亿，拥有资产
10

个亿，成为具有担保和投融资
双重功能实体公司。

2013

年，为区内企业担保贷款
2.2

亿
元，直接融资

1.7

亿元，代建制融资
2.5

亿元，有力支持了
园区建设和企业发展。 在破解用地难题方面，淮滨县在搞
好增减挂钩、占补平衡的基础上，运作用地周转指标，集中

支持集聚区，常年储备土地指标保持在
1500

至
2000

亩水
平，有效化解了集聚区建设和项目建设土地供需矛盾。 在破解
技术难题方面，淮滨县一方面与院所、院校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另
一方面，支持企业建立技术研发平台，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 河南省化纺雨布技术研发中心、河南省弱筋小麦加工
工程技术中心、河南省白酒检测技术中心、上海东杰高分
子材料研究总部等技术研发平台相继建成并发挥作用，促
进了企业技术进步。 在破解用工难题方面，淮滨县建立了
用工保障“五项制度”，即县处级领导联系企业用工制度、

部门保障企业用工制度、 乡镇负责企业员工供给制度、企

业员工定向培训制度和企业员工生活保障制度， 分工明
确，责任具体，大大缓解了企业招工难、用工难问题。

为提高项目审批服务效率，淮滨县在县审批中心设立
产业集聚区服务窗口和产业集聚区审批服务办公室，专人
专职专门代理代办企业审批项目， 实现两个“零阻碍”服
务，即企业不与审批机构接触、不与征地群众接触，切实提
高了行政效能。 在管理体制上，淮滨县将集聚区管委会与
办事处领导班子套合设置，实行统一领导、分线管理体制，

赋予充分的直接管理权， 方便了产业集聚区内的经济活
动。淮滨县建立了每周一四大班子领导和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人对县重点项目攻坚协调例会制度， 观摩督导项目进
度，集中安排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困难问题，受到了企业的
广泛欢迎。 总投资

2.4

亿元的裕盛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更是
创造了从签约到投产仅用

24

天的“淮滨速度”。

隰

县委书记吴刚（左一）在企业调研。

县长曾辉（左四）在企业调研。

淮滨县产业集聚区一角

纺织生产车间 乌龙酒生产车间 食品生产车间 天宇食品加工车间 中国最具投资价值县职工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