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得天独厚话前沿

———信阳“三大优势”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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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将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重
点锁在珠三角区域特别是深圳等地，这与
深圳近年实施‘腾笼换鸟’产业转移政策
不谋而合。 ”

5

月
4

日，广东《深圳特区报》

报道信阳积极承接产业转移的成果。与此
同时，《北京日报》也对信阳欲搭京津冀协
同发展快车给予关注。 一南一北，两大党
报同时聚焦信阳，让人们对这座山水之城
再次行起了“注目礼”。

仿佛一夜之间，老区信阳脱掉了闭塞
贫穷的外衣，穿上了开放大气的华服。 在
前不久举办的“全国百家党报社长、总编
看信阳”采访活动中，大家徜徉于信阳的
青山绿水间，感慨于信阳的新，惊喜于信
阳的美，对信阳的前沿优势、生态优势、民
智优势深有共鸣。

“信阳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
杰地灵、环境优美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
生机和活力的地方。 在省委、省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 经过全市人民和历届班子
的不懈努力， 信阳已经形成了一些明
显优势。就当前发展而言，信阳最大的
优势就是交通优势。 ”市委书记郭瑞民
自信满满。

我们有理由自信。

“大别山，淮水长，天南地北在中
央……”一首脍炙人口的《爱信阳》唱出了
信阳人的自信；

“中国之中， 河南之南”“立中原而通
八方，居腹地而达九州”，优越的区位和便
捷的交通给了信阳人自信：

信阳是《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
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确定的区域
性交通枢纽城市。 全国

44

个重要交通枢
纽，信阳占有其二；

京港澳、 沪陕、 大广三条高速公路和
106

、

107

、

312

三条国道交织相连，京广、京
九、 宁西三条铁路和京广高铁纵贯全境，

形成多重交叉，直接连接长三角、珠三角
和港澳地区。尤其作为全国高铁“大公交”

的重要站点， 信阳东站共有
44

趟始发的
高铁车次， 分别发往全国各大中城市，让
信阳与很多一线大中城市几乎进入了同
城时代；

千里淮河直通上海，成为水上“黄金
路”。距离信阳市区不足

50

公里的明港机
场军民两用改造项目已经立项实施；

独立的商检和海关，为企业直接出口
建立了快速绿色通道，更是让信阳通达周
边，维系八方。

今日之信阳，正是一日千里，四面威
风；一通百通，八方纵横！ 难怪有人感慨，

像信阳这样陆、水、空联运的立体交通网
络，不仅在河南省少见，在全国也屈指可
数。

信阳的机遇远不止这些！

信阳是中国人口密集区的中心地。在
300

公里半径内，有
3

个省会城市；

500

公
里半径内，有

7

个省会城市，覆盖人口近
5

亿人。

信阳是对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的“桥
头堡”。处在中原经济区、武汉经济圈和皖
江经济带结合部的信阳，北可融区、南可
靠圈、东可入带；位于京津冀大都市连绵
区、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区、珠三角大都市
连绵区和成渝城镇群的核心位置，信阳迅
速成长为国家物流发展规划中的南北物
流通道中心节点城市。

2011

年， 中原经济区正式写入国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上升为国家战略。 信
阳，又无可置疑地成为中原经济区的最前
沿。

站位前沿，信阳人抢抓机遇，乘势而
上， 让区位的前沿迅速转化为融合的前
沿、发展的前沿。

作为全国
7

成手机的组装制造地，深
圳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手机之都。不以牺牲
环境和生态为代价发展工业的信阳人，把

他们热情而睿智的目光投向了这里。

“腾笼换鸟”与“筑巢引凤”不谋而合，

“抱团转移”与“集群引进”相得益彰。在合
作共赢中， 深圳手机行业协会与信阳市
委、市政府形成了发展共识：把销售部门
留在深圳，把企业总部、生产和研发转移
到信阳。

今年
3

月底，第三届中国手机产业年
会在深圳召开。 市委书记郭瑞民感慨良
多。 他说，信阳市和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
真诚沟通，凝聚共识，双方合作已经步入
了“快车道”。

这是怎样一条快车道啊！为引得金凤
来，信阳人精心绘制“电子信息产业链图
谱”，开展针对性招商，曾

3

个月
9

次南下
广东，

16

次与客商洽谈对接，

5

次召开专
题协调会，认真分析产业转移趋势，最终
与

16

家电子信息类企业签订了转移协
议。

2012

年，美国上市公司星天空数码集
团除总部深圳外，另一个智能手机生产基
地在信阳产业集聚区落成，信阳人从此有
了自己生产的智能手机。

2013

年， 投资
150

亿元的深圳手机产业园入驻信阳产业
集聚区，拉开了深圳信阳手机行业集群转
移、融合共生的大幕。不仅仅是智能手机，

许多“信阳造”液晶电视、平板电脑、数码
影音产品， 也先后在信阳产业集聚区诞
生。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信阳将前沿优
势发挥到极致。 目前已有

64

家电子信息
企业在集聚区落户， 总投资

300

多亿元。

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还与信阳高新区签
订了《信阳智能终端（手机）产业园项目框
架协议》，约定投资

150

亿元，用
3

年左右
的时间，建成中国信阳手机总部大厦和产
业基地，项目全部投产可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500

亿元，利税
30

亿元。

这样的成果，离不开深圳市手机行业
协会的慧眼卓识，同样得益于信阳人的躬
耕努力。

与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的成功合作，

带来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几个全国性企业
或行业协会、商会以及大型产业集团纷纷
与信阳“牵手”，签订了合作协议，仅河南
伯皇实业就投资

60

亿元， 建设以计算机
整机和配件为主的信阳

IT

产业园。

短短几年时间， 信阳成了投资的宝
地。全市

13

个省定产业集聚区各具特色，

竞相媲美。信阳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现代
家居被列为省重点培育的千亿元产业集
群。信阳市产业集聚区等多个产业集聚区
先后被评为河南省“十强”“十快”和“十先
进”产业集聚区。其中，信阳市产业集聚区
是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电子信
息产业集聚示范区， 申报国家级的潢川
经济技术开发区已得到省政府支持，

发展平台有了新突破， 激蓝
OLED

项
目被列为省重点项目和省重大科技专
项， 国际家居产业小镇等一批龙头型、基
地型、集群型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2013

年，

全市产业集聚区固定资产投资完成约
780

亿元，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

1128

亿元， 信阳主导产业的集聚态
势已经形成。

市长乔新江认为，“在对接郑州航空
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信阳必将发
挥更多的优势，创造更多的‘信阳制造’。

当前， 信阳正积极谋划在北部
1000

平方
公里内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逐步把信阳
区域内的高速路出口、铁路场站、机场合
理连接起来， 沿着这些道路布局仓储设
施，与郑州、武汉对接互动、错位发展，让
信阳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物流枢
纽”。

“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 ”登得
天独厚之高地， 顺前沿优势之东风，

“善假于物”的信阳人，必将在争当中
原经济区建设前锋的舞台上，舞动出最美
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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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大别山连绵起伏，淮河水蜿蜒东流，山水之间就是我们美丽的信阳。 因信阳毛尖名扬天下的信
阳，如今发展又有了新引擎，那就是“前沿、生态、民智”三大优势。近年，全市上下充分发挥“三大优势”，经济
社会步入了科学发展的快车道。本报从今天开始，陆续推出《信阳“三大优势”助推地方经济发展》系列报道，

解读、剖析“三大优势”的内涵，挖掘、讲述“三大优势”助力信阳的发展脉络和动人故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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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信阳（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