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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 波）近日，丹凤县召开招商引资
拟签约项目政府专题会，对食用菌精深加工三产融合示范
园、矿物质包装水生产基地、数字农业产业园暨海外高层次
人才引进等 6个拟签约项目进行专题研判、任务交办。

今年以来，丹凤县高度重视招商引资工作，定期组织
召开拟签约、开工建设和建成运营项目专题会议，研究推
动项目进展情况，协调解决项目选址、手续办理、征地拆
迁、人才引进、招工培训、融资销售等方面的难点堵点问
题，强化项目落地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快速落地建设。针
对拟签约、签约项目组建工作专班，按照一名县级领导牵

头、一个包抓部门负责、两名责任干部落实包抓责任，落
实“定人员、定任务、定责任、定目标、定时限”五定工作
法，细化项目落地建设进度目标，夯实一线干部帮扶责
任，同时作为提拔干部的重要参考依据，倒逼干部主动推
进项目建设，确保重点项目落地见效。出台《丹凤县全周
期招商服务行动实施方案》，对重招商轻落地、重承诺轻
兑现、服务不优、慵懒散拖等行为进行严查重处，针对损
坏营商环境的典型问题，一律点名道姓通报曝光，针对发
现的营商环境领域严重违纪问题，及时移交县有关部门
依规依法严查重处。

丹凤狠抓拟签约项目调度

根据民建省委会工作部署和民建省委会 2023 年
“一号课题”方案要求，日前，民建商洛市委会调研组先
后深入洛南、丹凤和镇安 3 县 24 个项目和企业，就县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进行了认真调研。通过实地走访、
现场听取汇报、与项目和企业负责人交谈等方式，详细
了解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及目前存在的困难问题，就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市县有关部门、企业和项目负责
人进行交流探讨，并广泛收集资料进行认真梳理和分
析，形成调研报告。

发展快规模大

县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商洛市辖 1 个区、6 个县，
总面积 19292 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9.36%，常住人
口为 202.68万人。2022 年，商洛市实现生产总值 902.56
亿元，生产总值超过或接近 150 亿元的县区有 3 个（山阳
县 179.77 亿 元 、商 州 区 161.68 亿 元 、洛 南 县 144.62 亿
元），其余 4 个县均超过百亿元（镇安县 108.32 亿元、丹凤
县 106.44 亿元、柞水县 101.31 亿元、商南县 100.43 亿
元）。6 个县县域经济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 82.1%、全省
第一，全省县域经济考核商洛市排名第 7位，较 2021年前
进 3个位次。

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显现。制定《关于加快县域经济
发展和城镇建设的实施意见》，精心编制“一县一策”“一
区一策”事项清单，积极争取全省县域经济专项资金。
2019 年至 2021 年，成功将山阳、柞水两县纳入全省县域
经济试点县，连续 3 年获得全省专项资金支持共 4 亿元。
2022 年，省上扩大专项资金支持范围，将商州区列入支
持县域经济发展名单，商洛市镇安、柞水、商南、丹凤和商
州 5 个县区获得首位产业发展支持 1.39 亿元，丹凤、商南
2县获得现代农村融合示范园建设 3000万元，洛南、商南
2 县获得县城建设支持 4700 万元。截至目前，商洛市累
计争取专项资金 6.16亿元，拉动项目投资 30.8亿元。

主导产业发展不断增强。围绕“3+N”产业体系，出
台《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二十条措施》《进一步提升成长
型产业链发展水平实施方案》等政策意见，绘制《“一都四
区”重点产业链、招商、科技和金融导引图》，科学编制“一
县区一策”事项清单，明晰产业链发展方向和路径。商州
新兴产业与三产服务业、洛南现代材料与核桃产业、丹凤
葡萄酒与文旅产业、商南生态康养旅游与茶产业、山阳健
康医药与电子信息产业、镇安抽水蓄能与现代材料产业、
柞水特色农业与中医药产业等县域主导产业初具规模。
2022 年，商洛市县域主导产业总产值 460.95 亿元，一二
三产结构为 14∶40∶46。

重点项目建设不断推进。大抓项目建设，坚持高水
平谋、广视野引、大力度建，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发展基

础。建立“三长”军令状和周末现场观摩制度，实行市级
领导联系包抓重点项目、百名部门骨干联项目精准服务
等制度，专班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丹凤鱼岭、镇安达仁等
11个抽水蓄能电站成功与中电建、三峡、国电投等公司签
订协议，总投资过千亿元、装机量过千万千瓦。2023 年，
商洛市县域确定了 166 个市级重点项目，年度计划投资
368.84亿元，其中产业项目 135个，占比 81.3%，年度计划
投资 316.53 亿元，洛南环亚源生态岛环保科技产业园建
设、柞水曹坪抽水蓄能电站、华能丹凤棣花 10 万千瓦牧
光互补等一批重大项目已开工建设。

园区提级扩能不断加快。始终将工业集中区建设作
为县域经济发展之基，加强市级统筹，科学布局县域工业
集中区产业发展，着力打造特色鲜明、产业集聚、资源集
约、绿色循环、产出高效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近年
来，围绕工业集中区“转型提质、开放创新、集约高效、绿
色生态”的建设目标，出台了《商洛市优化产业布局培育
首位产业推动工业集中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标准化厂
房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聚集发展新动
能，全力促进工业集中区发展。2022 年，商洛市 7个县域
工业集中区完成工业总产值 881.1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840.65 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7.6 亿元，入驻项目投
资 93.35亿元，新增入园企业 40户。

城乡发展面貌不断改善。率先在全省制定出台《县
城建设管理导则》《城市风貌控制导则》和《秦岭山水乡
村建设导则》，拆除违建 76 万平方米，整治楼顶露台 769
处，腾退建设用地 1140 亩。秦岭博物馆、交通物流园、
生活垃圾发电厂、污水处理厂三期加快建设，高铁大道、
环城西路建成通车，进一步拉大了城市框架。四大门户
区提升和南大门改造全面完成，悦豪酒店投入运营，皇
冠假日酒店、南山精品花园酒店加快建设，“2+7”水生态
修复治理步伐加快，州城路、民主路“白改黑”全线贯通，
两河口城市运动公园、四皓公园、龙山公园等 103 个城
市公园、口袋公园如期建成，山阳南大街改造提升、镇安
县城线缆落地、柞水城区风貌改造和各县县河生态修复
等一批项目相继竣工，洛南、商南获评全省县城建设示
范县。消除了 4007 座直饮水窖，新建了 469 所村卫生
室，硬化了 1835 公里通组路，基本实现了卫生室“公建
民营”和通组路的全覆盖。创建省级乡村振兴示范县 1
个、示范镇 9 个、示范村 14 个，镇安丰收村入选中国美丽
休 闲 乡 村 。 建 成 康 养 、旅 游 、宜 居 示 范 乡 村 301 个 ，

“3456”秦岭山水乡村建设经验入选全国改革典型案例。
科技创新赋能不断强化。深度对接秦创原总窗口，

在全省地市层面率先建成秦创原（商洛）创新驱动网络平
台，实现科技资源互联互通，为企业提供专家、科技需求
对接等科创服务，推动人才、高校、企业线上互动。启动
建设 5000 平方米西安—商洛飞地孵化器，已入驻盘龙制
药等 5家龙头企业和 6家产业研究院，开展技术研发和企
业孵化。按照“阶梯式”培育思路，通过项目、技术、税费
减免等政策措施，组织企业开展科技型企业入库和高新
技术企业申报，完成科技型中小企业入库 263 家，高新技
术产业达到 71 家。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实现 7 县区全覆
盖，39个省级农业科技创新平台通过验收，陕西省尾矿资
源综合利用省级重点实验室及陕西锌业锌基新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等 4 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相继建成，

示范带动效应不断增强。

总量小链条短

经济总量偏小。2022 年，商洛市县域生产总值为
740.9亿元，较 2021年增加 40.1亿元，与陕南其他两市相
比，县域经济总量为安康的 87.57%、为汉中的 62.76%。
商洛市六县中经济总量超过 150 亿元的仅有山阳一个
县，洛南县经济总量为 144亿元，其余 4个县刚过百亿。

主导产业不突出。2022年，商洛市六县首位产业产值
只有山阳县健康医药产业产值过百亿，商南县康养旅游产
业产值过50亿元，其他县首位产业产值均不超过50亿元。
且产业协同化发展不够，产业链条短，缺乏龙头企业，抵御
市场风险能力差，“小而散”特征明显，存在内部无序竞争。

收入水平偏低。商洛市六县均为脱贫县，城乡居民
收入水平偏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大。2022 年，商
洛市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931 元，仅为全省
的 60.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781 元，仅为
全省的 63.5%。

企业融资困难。由于市、县金融市场不发达，企业间
接融资多，直接从金融市场融资少，多数企业都需通过银
行贷款获得资金，但企业向银行贷款时需要抵押物，而大
部分县域企业抵押物不足或有抵押物却被估值偏低，金
融部门考虑风险，就会不贷或少贷。同时，市、县中小企
业担保体系不完善，总体担保能力弱，导致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比较突出。

补短板提品质

扩大有效投资。明确发展路径，认真贯彻落实我省
《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推动
“一县一策”“一区一策”事项清单落地见效，大力发展“一
县一业”，强化首位产业支撑作用，促进县区首位产业错
位发展、差别竞争、特色取胜。聚焦新目标、新要求，修订
完善“一县一策”“一区一策”事项清单，进一步明确县域
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领域、重大工程等，指导县域
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推进项目建设，瞄准制约主导产业
发展壮大的关键环节，谋划实施一批补链、延链、强链项
目。高标准推行“五库两单”项目全过程管理机制，坚持
工期倒排、时间倒计、责任倒逼，及时有效破解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难点、痛点、堵点问题，推动投资量尽快形成实
物量。加大招商力度，聚焦国际国内 500 强、央企国企、
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和乡党企业，依托标准化厂房、“3+N”
产业集群、工业集中区等开展精准招商，着力招引在细分
行业具有引领性、带动性的头部企业、链主企业，以龙头
为引擎促进产业集聚，推动形成发展突破口。

做强主导产业。打造康养之都，聚焦中国康养之
都发展定位，围绕“医养游体药食”六大康养产业体系，
充分放大商洛生态环境适宜、自然风景秀丽、农特产品
富集、中医药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文化底蕴深厚
的独特优势，大力开发春季赏花品茶、夏季消暑嬉水、
秋季品果养生、冬季赏雪避霾等康养产品，发展银发经
济、露营经济、研学经济、亲子经济等康养经济，形成全
季节、全循环、全生命周期的康养产业链条。成立产业

联盟，按照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合作共赢的原则，充分
发挥县域主导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和行业协会作用，因
地制宜、顺势而为地成立跨县域全产业链的特色产业
联盟，如商洛茶叶、健康医药、食用菌、全域旅游等产业
联盟。产业联盟实行市场主导、抱团发展，联盟内的企
业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按照统一生产标准、统一
产品品牌、统一销售平台的办法，打造一批区域优势品
牌，增强产业市场竞争力，推动县域经济特色产业做大
做强。筑牢发展载体，坚持“一县一区、一区多园”，扎
实推进产业园区整合升级。紧紧围绕县域主导产业培
育发展，打造一批重点特色专业园区，并优先支持其升
级为省级园区。加大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标
准化厂房及配套设施建设，缩短建设工期，确保企业落
户即可入驻、入驻即可生产。

统筹城乡发展。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加快推进
市、县两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按照“完善功能、突出特
色、聚集人气”的要求，结合各县实际，以县城路网、综合
管廊、绿地公园、海绵城市、垃圾污水处理为重点，实施一
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项目。争取“县城建设示范
县”创建，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完善县域综合服务体系，加快补齐短板、优化功能，建立
县域一体的综合服务体系；以就业创业便民政务服务为
重点，对接引入城市优质服务资源，整合优化各类服务平
台，提升县城综合服务能力，合理布局乡镇区域服务中
心、村级服务站点。有序盘活县域资源要素，坚持县域经
济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一体设计、一并推进，推动空间布
局、产业发展、资源利用、要素配置的县域统筹，赋予县级
更多资源整合使用的自主权，实现县域城乡资源要素平
等交换、双向流动；持续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集体产
权制度改革，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总结提炼可
复制、可推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和模式，开辟更多
产业发展路径和变现增收机制，把生态环境资源优势转
化为县域发展优势。

坚持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以实施营商环境突
破年为抓手，进一步创新服务方式、优化审批流程、压缩
审批时限，完善绿色通道、量身定制、容缺受理等机制，不
断优化提升营商环境；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力争商洛城市
信用监测进入全国前列；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
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亩均论英雄”和“标准
地+承诺制”改革，加快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构
建创新体系，发挥秦创原“一中心一平台”作用，做好“西
安研发、商洛转化”“西安制造、商洛配套”文章；加快创新
平台建设，加大技术研发支持，对获批省级以上工程中
心、研发中心的给予一定资金奖励；实施品牌培育工程，
支持企业做大优势品牌，对晋升国家、省行业龙头企业和
企业标准上升为省级或国家标准的给予重点奖励。汇聚
金融“活水”，强化融资平台建设，推进平台市场化转型，
利用平台公司策划实施项目，鼓励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
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鼓励和支持金融机构推动服务向县
域延伸，加大金融机构县域信贷投放力度；加强银保业务
合作、整合互补资源，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发展企业贷款
信用保证保险，为县域企业提供融资增信服务，发挥保险
保障功能。

（民建商洛市委员会调研组供稿）

壮大首位产业壮大首位产业 提升承载能力提升承载能力
——商洛市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调查与思考

近日，笔者走进商南县青山镇吉亭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只见朵朵药花竞相开放，百亩桔梗长势喜人。近年来，商南
县青山镇依托青山绿水生态优势和劳力富集人力优势，在吉
亭村投资兴建中药材种植基地。该基地以发展桔梗、黄精为
主，集中连片种植 300 亩，其他农户分散种植约 800 亩。目
前，该基地种植技术成熟，预计亩产鲜桔梗约 2500 公斤、鲜
黄精约 1500公斤，亩均产值 1.5万元。

由 商 南 县 悦 丰 园 中 药 材 专 业 合 作 社 承 包 建 设 的 试
马 镇 纸 房 村 连 翘 基 地 总 面 积 100 亩 ，投 资 60 多 万 元 对
该 处 的 退 化 林 全 面 割 草 除 杂 、挖 穴 整 地 ，并 购 买 5 万 多
株 连 翘 苗 木 进 行 全 面 补 植 ，在 连 翘 林 下 套 种 黄 精 等 中
药材。在该合作社的精心管护下，连翘不仅美了山野，
更 成 为 当 地 农 户 的“ 致 富 树 ”。 2022 年 ，该 基 地 采 收 连
翘 鲜 果 3000 公 斤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2 万 元 。 今 年 以 来 ，

连 翘 价 格 连 续 攀 升 ，预 计 采 收 连
翘 鲜 果 4000 公 斤 ，收 入 20 万 元
以 上 。 该 基 地 还 带 动 本 地 12 户
群众常年从事除草、补植、松土等
工 作 ，户 均 年 增 收 2300 元 。 该 合
作 社 计 划 自 购 炒 茶 机 ，开 发 加 工
连翘叶茶，使该连翘基地真正变成“金山银山”，富裕一
方百姓。

近年来，商南县依托产业振兴、退化林修复等工程，大力
发展连翘、天麻等“十大商药”，中药材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全
县中药材基地总面积 28.97 万亩，其中人工种植 17.1 万亩，
野生抚育 11.87 万亩。2022 年，商南县中药材总产量 2 万
吨、总产值达 2.23 亿元，中药材产业成为该县农民增收致富
的新亮点、新希望。

中药材产业助农增收中药材产业助农增收
本报通讯员 代绪刚 段俊平 周 晗

群众将采收的连翘去杂群众将采收的连翘去杂

群众除草群众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