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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韩浩吴晓睿

“轻纺、食品加工行
业的崛起， 改变了淮滨
原有‘大水窝’的印
象， 树立了淮滨的
新形象。 今后，我们
继续努力， 更多食

品、纺织行业将落户淮滨，淮滨将成为中国
新的食品纺织工业城。 ”

2

月
7

日，在淮滨县
工作会议上，县委书记吴刚自信地说。

吴刚的自信来自于该县产业集群集聚
式发展。 近年，该县按照“一个载体三个体
系”“四集一转”“三规合一”“产城互动”的总
体要求，以提升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和质量为
主线，以建设知名品牌集聚区为目标，紧抓
工业发展不转向、强平台、育集群、抓配套、

聚要素，实现了产业集聚快速发展，县产业
集聚实现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散到集，

全县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到
115

家，其中
轻纺、食品加工类企业

40

余家，化纤纺织规
模居全省第

1

位；县产业集聚区在全市观摩
评比中再次名列前茅， 在全省评比中荣获
“

5A

级最佳投资服务金星奖”， 综合指标达
到了晋升“一星级”产业集聚区的标准，产业
集聚挺起淮滨经济社会发展的脊梁，带动淮
滨转型发展走向新一轮“聚”变。

抓载体建设 加快产业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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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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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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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淮滨县围绕一星级产业集聚区建设，

大力实施“投资促进计划”，完成投资
76.3

亿元，新
建设公租房

15

栋，新建标准化厂房
6

栋，新修道
路

2671

米。 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118

家，从业人
员

3.9

万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40

亿元，同比增
长

20.2%

；实现增加值
41.77

亿元，同比增长
26%

。

锁定主产业 突出集群发展

淮滨县紧紧围绕“一纺两造”主导产业，按照“产业关联、产
业集聚”的发展思路，以龙头引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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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食品加工两大主
导产业强势崛起。 目前，产业集聚区入驻规模以上纺织企业、服装加工
及配套关联企业

35

家，食品加工企业
20

家，仁果果五谷杂粮项目
在上海股交中心嘉定服务中心挂牌。乌龙酒业成功改制，五谷春
酒业正式运营，全年销售收入

3.23

亿元，利税
779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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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沿淮造船带粗具规模。

2014

年， 淮滨江淮船业有限公司与东吴船舶有限公司、旭
东机械有限公司成功签约，投资

3000

万元，成立了苏淮造船有
限公司，专业生产游艇和执法艇，结束了淮滨只生产散装货运船
只的历史，开启了淮滨造船业的新纪元。

精心优服务 打造投资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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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成了桂花、和顺、立城三大综合服务区，运行了投融资、土地收储、人才交流、技术研发“四大平台”和用工、招
商、医疗、治安、后勤“五大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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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为产业集聚区累计融资
50

亿元，新增银行贷款
8.21

亿元，有力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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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土地整理、增减挂钩等途径，为产业集聚
区储备用地

2000

亩。 为妥善解决拆迁群众及企业职工的安置、社会保障和子女入学问题，在全市率先出台《失
地农民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试行办法》，产业集聚区荣获河南省

5A

级最佳投资服务金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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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通过县乡招工公办，输送企业员工
5000

人次，新增从业人员
2000

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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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城速融合 促城市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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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等城市功能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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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城融合快速推进。

产业集聚区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产
业支撑，为城市建设注入了后劲和活力。

2014

年，

淮滨县城市框架已拉大到
44.8

平方公里， 建成区
达

18.2

平方公里，城区面积扩大了近
2

倍，城镇化
水平达

35.1%

。 产城融合发展，为淮滨发展赢得了
荣誉，淮滨县先后荣获全国双拥示范县、省级卫生
县城、省级园林县城、省平安建设先进县、中国最
具投资价值县、全国首批创建生态文明典范城市、

全国首批民生改善典范城市等称号。

产业集聚区一角

十里驳船
淮滨县县委书记吴刚在五谷春酒业调研

（左一
）

淮滨县县长曾辉在企
业调研（

左三） 现代化的纺织车间
食品加工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