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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深读

A3

集聚的力量

———从信阳发展实践看承接产业转移（下篇）

� � � � 9

月
15

日，连续下了数天的秋雨仍
没有停歇的意思， 但信阳市第

42

次产
业集聚区重点项目攻坚督导协调例会
照常在平桥区举行。

自
2012

年
9

月市委、 市政府建立
集聚区重点项目攻坚督导协调例会制
度以来， 这样的例会每两周定期召开

1

次，雷打不动。

这项制度规定，每次例会随机抽取
一个县区作为会议地点，对全市产业集
聚区重点项目进行实地观摩和点评，现
场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与
难题。

42

次例会，整整两年时间，市四大
班子主要领导深入一线， 一次例会一个
主题，一次例会解决若干问题。 时间始终
如一，形式始终如一，会风始终如一。

在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建设现
场指挥部， 每日早上

7

时半的晨会，从
小镇第一个项目落地开始建设那天起
几乎天天举行，风雨无阻。

这是力量的集聚、 这是集聚的力
量———产业集聚，聚智升级，聚智发展。

集聚，“聚”出了产业的发展壮大———

在短短
5

年内，全市产业集聚区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呈现跨越式的发展，

初步形成高端制造、新型建材、绿色食
品三大产业基地和电子信息、 现代家
居、纺织服装、现代物流等主导产业，集
群集聚态势正在形成。 五年来，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18.5%

，工
业投资年均增长

46.9%

，工业化加速推
进，为信阳加快发展、科学发展、转型发
展提供了强大支撑。

集聚，“聚”出了产业的发展效率———

信阳电子信息产业无中生有，天扬
光电、博仕达通信、泛蓝科技等一批企
业相继落户信阳，现已集聚电子信息企
业

86

家， 初步形成了智能通信终端和
智能显示终端两大产业链条，被命名为
“中国手机产业基地”。再看信阳国际家
居产业小镇，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签
约企业

53

家。按照“一年打基础
,

三年见

成效
,

五年大发展”的目标，小镇目前已
建成道路

25

公里、管网
70

公里、安置
房

9

万平方米，基本完成了起步区
6

平
方公里的基础设施配套。 有

19

家企业
正紧张施工，到今年年底前，就可建成
厂房

100

万平方米， 其中
10

家以上企
业竣工投产。

集聚，“聚”出了产业洼地效应———

各产业集聚区逐步完善基础设施，

加速建设产业发展平台，截至目前已吸
纳

20

多万人就业， 许多农村劳动力实
现了“家门口就业”。

这，正是产业集聚
1+1>2

的魅力。

省委书记郭庚茂日前在信阳调研
时说， 现在最大的机遇就是产业转移，

原来基础比较差的地区更应当抗住风
险、抢抓机遇、拼尽全力、后来居上，尽
早攀上摩天岭，占领制高点。

信阳作为传统农区，能不能抓住这
一轮机遇，打好工业翻身仗，是市委、市
政府历届班子持续探索的重大课题。在
不断探索现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信阳
人逐渐明白了散、乱、杂的分散发展模
式和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模式是
走不通的，必须坚持集聚、集中、集约的
可持续发展道路。

2009

年，省政府批准信阳设立
15

个（含固始县
2

个）省级产业集聚区，成
为信阳走上持续发展道路新的起点。从
那时起，我市便确立了打造中部地区承
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重要基地的战略
定位，按照“一个载体、四个体系”决策，

把培育主导产业作为主攻方向， 兴产
业、带全局，使产业集聚区逐渐强了起
来，让城市活了起来，把区域经济带了
起来。

信阳过去缺乏支柱产业和龙头企
业，在确定主导产业上，不是局限于有
什么抓什么，更不是“捡到篮子里就是
菜”，而是立足信阳的发展优势和潜力，

研究信阳承接什么产业， 从哪里承接，

以何种方式承接。通过邀请国内外专业
研究机构和知名专家，深入研究、广泛

征求意见、反复论证、科学谋划，把握
“竞争力最强、 成长性最好、 关联度最
高”原则，集中力量培育电子信息、现代
家居、绿色食品、新型建材、现代物流等
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2011

年，河南天扬光电第一条液晶
模组全自动化生产线在信阳市产业集
聚区正式投产， 现已完成二期建设，正
在加快三期建设，建成液晶模组及辅助
生产线

16

条， 产品型号从
7

寸到
40

寸，年生产能力达到
800

万片。目前，信
阳智能终端产业园、伯皇

IT

产业园、榕
基软件产业园、呼叫产业园等相继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涵盖手机外壳、按键、

主板、话筒、摄像头的智能通信终端产
业链和电视整机、液晶模组、包装的智
能显示终端产业链逐渐清晰，初步形成
了加工、研发、商贸、仓储、物流、服务的
产业培育体系，并创造了多个“信阳制
造”。 预计到

2015

年，电子信息企业将
突破

100

家， 实现营业收入
300

亿元，

从业人员可达
7

万人。

五年探索路，老区“聚变”时。 来自
市统计局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一“聚变
之力”：今年前

7

个月，全市经济保持健
康较快发展，工业投资快速增长，工业
投资额

278.41

亿元，增长
43.0%

，居全
省前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不
含固始县）

238.22

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
长

12.7%

。 今年前
6

个月，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不含固
始县）

805.07

亿元、 利税
65.52

亿元、利
润

41.26

亿元，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4.7%

、

8.6%

、

17.3%

，尤其是计算机通信
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利润较上年同
期增长达

58.9%

。

省长谢伏瞻说：“产业集聚区也是推
动政府职能转变的试验田。 ”为建立健
全产业集聚区要素保障机制， 省委、省
政府先后出台

12

个文件， 不断优化政
务、商务、法制等环境，实现了“一优带
百通”。

在省里创造良好的大环境下，我市

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在行政区划套合
基础上，为集中精力加快推进产业集
聚区建设， 又实行了县区与产业集
聚区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套合任职，

由县区委书记、 县区长分别担任产
业集聚区党工委书记和管委会主
任，授予产业集聚区本级行政区管理
权限，实行重点项目联合督察，建立
干部实绩档案， 将产业集聚区发展
实效作为干部选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完善财税留成使用办法，集中合理配置
资源； 把招工与招商摆在同等重要位
置，坚持承接产业转移和促进农村劳动
力转移一起抓，积极构建“三市一库”

(

人
力资源网上超市、 劳动力市场招聘集
市、基层就业和社保服务门市、信阳人
力资源库

)

和实训基地五大就业保障体
系， 并帮助企业免费培训熟练技术工
人，为企业用工和个人求职提供无缝对
接服务平台，有效解决企业用工与农民
转移就业两大难题。

在硬件建设上， 我市坚持产城融
合、产城互动，把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
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信阳海关和
商检机构建设，为“信阳制造”走出
国门开辟快捷通道。 坚持“政府主
导、多元投资、多层次构建、市场化
运作、企业化管理”的原则，按照“组
建一级集团，实施两级担保，构筑三级
网络，培育四级信用”的框架，成立了市
级融资担保集团， 并在全市

13

个产业
集聚区建立政府投融资平台

30

个，为
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入驻企业
担保融资总额达到

24.7

亿元，有效解决
了企业融资难题。

如今的信阳，处处呈现出项目向产
业集聚区聚集， 人才向产业集聚区聚
集，资金向产业集聚区聚集，服务向产
业集聚区聚集的喜人景象。 敢想敢干、

善做善成的老区人民，正用智慧和汗水
聚集起“弯道超车”的力量，书写着“信
阳工业时代”的新传奇。

信阳国际家居产业小镇鸟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