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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年，商丘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
文/本报记者 李艾凌 图/本报记者 傅 青

一个互联网，让世界成了“地
球村”。不久前，大洋彼岸的印尼客
商足不出户，在家中轻击鼠标，下
单购买中国商丘生产的钢卷尺产
品。与此同时，河南金兔贸易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倩芝利用阿里巴巴国
内、国际两个平台，根据市场消费
数据给出专业分析，指引商丘的钢
卷尺厂家量身设计、生产钢卷尺产
品。

这是目前商丘经济领域新常态
的一个缩影。“十二五”期间，商丘
经济发展致力于转变方式、优化结
构、转换动力，积极培育新产业、
新业态，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升
级，走上了平稳健康发展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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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作为一个农业大市，如何在重重压力之下实
现发展的自我超越？如何在新一轮改革发展中凝聚新
动力？答案在于转型，动力在于创新。

“十二五”期间，我市积极致力于中原经济区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市建设，不断擦亮自身名片，紧紧抓
住沿海发达省份产业转移的黄金机遇期，充分利用独
特的区位、交通、资源等优势，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
产业转移，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全力打造全省承接产
业转移“桥头堡”。

过去五年，是商丘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的五年。
产业集聚区、商务中心区和特色商业区等科学发展
载体功能不断完善，产业集聚区占全市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比重超过八成。一座座现代化工厂如雨后
春笋，一个个产业园区华丽绽放，“中国冷谷”、

“中国钢卷尺城”、“中国煤化工基地”、“中国超硬
材料生产基地”等一系列响亮的名字叫响全国，助
推我市如春风化蝶般完成了由传统农区向新型工业城
市的蜕变。

全市10个省级重点产业集聚区总规划面积228.19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达到 100.9平方公里。“十二
五”期间，我市以各产业集聚区为依托，重点建设了
夏邑纺织服装、虞城五金工量具、梁园区医药健康、
睢阳区针织服装、柘城超硬材料、睢县制鞋、宁陵农
资化工、民权制冷、示范区装备制造等多个专业园
区。全市产业集聚区的承载作用日益突出，承接规模
日益壮大，产业集聚日益突显，综合带动效应持续提
升，已成为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和提升县域经济实力
的主要支撑。

“十二五”时期，我市以解决产业发展中的重大
和关键技术难题、支撑引领产业发展为目标，以培育
提升科技创新主体、发展各类技术创新平台和载体、
加快建设自主创新体系、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
强化科技创新，带动了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平稳较
快增长。我市连续三次蝉联“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称号。

市委、市政府最近出台的《关于全面推进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作为推动商丘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核心引擎，和实现我市“十三
五”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主要抓
手，更是把创新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我市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产业集聚区（省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开发区）、商务中心区和
特色商业区等区域性创业创新载体为重点，各类创业
创新平台积极参与，各种创业创新要素共同发力，通
过加快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和网络化建设，完善
服务功能，提高服务能力。同时，积极申报国家和省
级创业孵化示范园、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科技孵化
园、省电子商务创业基地、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小型微型企业创业示范基地、就业基地
等，推动了全市各类创业创新载体数量、质量双提
升。

在推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过程中，我市进
一步加大引进科技人才、孵化科技企业的力度，培
育一批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的小巨人企业队
伍，为全市经济加速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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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五年，商丘传统农区的形象在潜移默化中
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外在城
市颜值上，更体现在内在结构气质上。预计“十二
五”末，全市三次产业结构为22.0：43.2：34.8，二三
产业比重比“十一五”末提高4.1个百分点。

“十二五”期间，我市把工业作为稳增长、调结
构的主阵地，稳步提升二三产业在生产总值中的比
重。食品、服装服饰、现代家居、汽车及零部件、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六大高成长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
56%，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到 28%。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明显加快，六大高成长产业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新的产业支撑逐步形成。

近年来，我市把培育百千亿级优势产业集群作为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抓手，重点打造“三城五基
地”，即食品工业城、纺织服装制鞋城、装备制造产
业城、新材料产业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五金工
量具产业基地、农资化工产业基地、生物医药产业基
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现代新型工业体
系。

“十二五”期间，我市固守“豫东粮仓”，加快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现代农业，新农村建设和

城乡一体化发展日新月异，农村经济社会发生明显向
好变化，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生活水平稳步提
高。预计 2015年农业总产值 650亿元，比 2010年的
450亿元增加 200亿元，年均增长 4%；预计 2015年第
一产业增加值400亿元，比2010年的254亿元增加146
亿元，年均增长4.5%。

我市大力推广优质粮食种植，加大农业科技创新
和推广。通过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田建设，大力推进农
作物优质良种全覆盖、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测土
配方施肥普及行动等综合集成配套技术，初步建立了
高度科学化、信息化、功能齐全、反应快速的农作物
有害生物预警与控制体系，为我市夺取粮食连年丰收
和稳固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
用。截至目前，商丘市粮食生产已经实现连续十二年
丰，其中十年粮食产量稳定在百亿斤以上，为国家粮
食安全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至2014年，我市连续
三年被评为“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市”。

实施工业化进程依托的是建立产业集聚区，实施
城镇化进程依托的是发展中心商务功能区和特色商业
区，实施农业现代化进程靠什么？那就是大力发展现
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实现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2015年，我市初具规模的农业产业化集群 25个，
被省政府认定的集群8个，其中销售收入30亿元以上
的集群 1个，销售收入 20亿元以上的集群 1个，销售
收入10亿元以上的集群6个。我市有农业产业化经营
组织 4919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52
家，带动农户 500多万户，带动基地 1422.4万亩。我
市有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 675个，年交易额达到 350
亿元。全市已形成了面及面制品加工、畜牧养殖肉奶
加工、果蔬、林板浆纸一体化、棉纺、花卉、饮品等
七大主导产业。

下一步，围绕农业集群发展，我市将继续引导集
群内龙头企业加大项目投资、扩大基地建设规模、提
高生产加工能力、进一步完善物流体系建设，使集群
的整体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产业链条进一步延伸、
产品结构进一步升级。

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让农民鼓起“钱袋子”。 据
市农业部门预计，201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800元，比
2010年的 4674元增加 4126元，年均增长 9%。粮食生
产“十二连丰”的同时，我市农民增收也实现了“十
二连快”，并且增收幅度连续多年超过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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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市现代物流业、文化产业、
旅游业、房地产业等发展态势良好，成为全市经济发
展的强劲动力，信息服务、商务服务、健康服务、养
老及家庭服务、金融保险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
好，成为我市服务业发展的新亮点。服务业贡献度的
良好提升，使商丘这座美丽的城市更有生命力、辐射
力。

我市按照“升级改造现有大型专业市场、加快建
设在建商贸物流项目、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三方物
流”的建设思路，突出培育主导产业，全面打造豫鲁
苏皖四省交界最大的商贸物流中心、仓储物流中心、
冷链物流中心、区域分拨中心，物流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逐步向百亿级强劲迈进，形成了以商丘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光彩大市场、中原佳海国际商贸城、白
云世贸商城、商丘亿丰国际商业博览城为主的商贸、
物流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同层次、多种类别的商品
交易市场体系，辐射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周边县
市。

打开电脑，点一点鼠标，就能轻松完成采购，这
对大多数网民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事儿。如今，商丘
大批本土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阿里巴巴（商丘）产
业带平台，卖给全国各地的网络消费者，也不再是一
件新鲜事。

2014年4月15日，阿里巴巴·商丘产业带正式上
线。阿里巴巴·商丘产业带属于“阿里巴巴·中国产
业带”的一个全新的子站点，由商丘市政府、阿里巴
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及中国联通河南分公司联合打造
建设，是为网络批发采购而搭建的具有商丘特色的电
子商务交易服务专属平台，将商丘的针织内衣、机电
五金量具、家用电器、环保装备、电动车、金刚石制
品、纺织服装、食品和酒类等特色产品在线上推广和
销售，为促进商丘区域传统产业、实体企业与网络化
产业协作发展奠定一个良好基础，并对于加快商丘的
电子商务和促进“三化协调、四化同步”发展具有里
程碑意义。

截至去年 12月，阿里巴巴（商丘）产业带已入
驻企业超 1000 家，涵盖 9 大行业、6500 余种产品，
线上及带动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 10亿元。以阿里巴
巴 （商丘） 产业带为平台，采用“O2O”的形式，
我市连续两年组织举办了“商丘纺织服装及鞋业产
品展销会”、“商丘电动车展览会”、“商丘食品博览
会”和“民权制冷装备博览会”四个大型展销活
动。产业带对拓展企业营销渠道、探索“O2O”全
新营销模式、推进产品优化升级、拉长产业链条、
拉动快递物流、银行结算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 4月，商丘与河南联通签署了《光网城市

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当年6月底，商丘建设成全
国第一个可承载百万用户的全光纤信息通信网络，成
为全省首个百万级“全光网”示范城市。光网城市建
设对商丘市产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为“两化”深度
融合和实施“互联网+”行动奠定了基础，注入了活
力。

“十二五”期间，我市金融生态环境不断改善，
吸引了郑州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等众多金融机
构入驻，功能突出、结构合理的金融服务体系逐渐形
成，各类金融业务服务不断创新。

随着通信、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
我市服务业新业态、新领域、新热点迅速形成，传
统经营户纷纷触网转型，除淘宝、天猫等龙头网络
零售平台外，代运营、快递仓储等电商服务业也十
分发达，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悄悄发生着改
变，释放新的消费潜能。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
融服务凭借高附加值的产业优势，驱动服务业又好
又快发展。

伴随着服务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我市以金融、批
发零售、商务服务为中心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迸
发出强大的经济能量，电子商务、会展经济、现代物
流等新业态渗透到城市经济活动的各个角落，领驭城
市繁华，扮靓人们生活。

据市农业部门预
计，2015 年农民人均
纯 收 入 8800 元 ， 比
2010 年的 4674 元增加
4126 元 ， 年 均 增 长
9%。粮食生产“十二
连丰”的同时，我市农
民增收也实现了“十二
连快”。

我市把工业作为稳增长、调结构的主阵地，稳步提升二三产业
在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明显加快，六大高成长产
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新的产业支撑逐步形成。

我市按照“升级改造现有大型专业市场、加快建设在建商贸物流
项目、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和三方物流”的建设思路，突出培育主导产
业，全形成了以商丘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光彩大市场、中原佳海国
际商贸城、白云世贸商城为主的商贸、物流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同
层次、多种类别的商品交易市场体系，辐射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
周边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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