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业集聚区：更大更高更好发展
本报记者 马基随

睢阳产业集聚区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从政策招商到产业招商……，过去
的五年，睢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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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在睢阳区上下团结、拼搏的干劲
上，更体现在睢阳区内在的工业产业的
气质上。

“十二五”以来，产业集聚区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四集一转”、“三
规合一”、产城互动的基本要求，围绕完
善功能、提升水平，大力承接集群式产
业转移，积极破解要素瓶颈制约，提升
产业集群发展水平，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完善公共服务能力，强化产城互
动，按照建链、补链、延链、强链的产
业发展模式，壮大主导产业，以建设品
牌集聚区为目标，推进产业集聚区更大
规模、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睢阳产业集聚区是全省唯一不是在
城区规划范围内兴建的产业集聚区，主
导产业为纺织服装、精细化工和新型材
料。截至2015年年底，产业集聚区从十
几家内衣厂发展到147家，其中规模以上
企业96家，实现“四上”以上企业营业收
入210.6亿元，同比增长43.4%；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20.5 亿 元，同比增长
25.6%；工业增加值43亿元，同比增长
34.4%；实现税收4.2亿元，建成区面积
为7平方公里，吸纳从业人员4.5万人。

睢阳产业集聚区自建设以来，先后
获得河南省知名纺织产业集聚区、河南
省循环经济试点单位、全省构建劳动关
系和谐示范园区、全省十大重点产业集
群、全省十快产业集聚区、中国针织服
装名城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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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区内的污水处理厂

小燕子服饰产品展厅

产业集聚区内完备的硬件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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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基础设施建设
在承载能力上求突破

五年来，睢阳产业集聚区采取政府投入和BT模式融资
方式，加大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投入，先后建成了园区
道路 50公里，“五纵四横”网状交通格局已经形成。在园
区绿化方面，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形式，选择优良苗
圃和珍稀树木进行铺设和点缀，充分体现立体感和层次
感，绿地和街道休闲广场相结合，使产业集聚区对外整体
形象得到明显提升，成为园林式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内
拥有2万吨/天的污水处理能力，实现自来水和天然气管网
园区全覆盖；给排水、燃气等管网配套齐全，电力、通信
等市政功能设施和公交、医院、商贸、餐饮等生活配套设
施日趋完善。同时，产业集聚区优先安排面向园区稳定就
业人员的住房保障，加快和谐居、云水居、金地花园等保
障性住房工程项目建设。同时将符合标准的企业集体宿舍
纳入公租房统一管理，将产业集聚区内村庄迁并纳入城市
统一规划、建设和管理，参照市棚户区改造政策加大对安
置社区的财政支持力度。

在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面，睢阳产业集聚区电子商务
中心招商工作基本完成，已经投入运营，省级纺纱检测检
验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化工技术研发中心、印染技术研
发中心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医药技术研发中心和环保设备
技术研发中心正在筹备建设中。产业集聚区行政服务中
心、展示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劳务输入和培训中心、行
政效能监察中心已经建成均交付使用。五年累计完成基础
设施投资约32亿元。

坚持产业链条完善
在壮大集群上求突破

睢阳区按照优先培育纺织服装优势主导产业、集中
产业布局的工作要求，通过同江苏苏美达集团、上海巴
拉巴拉集团、广东卡尔菲特、以纯集团合作，打造产业
集聚区纺织服装百亿级产业集群。目前，睢阳区拥有各
类纺织服装及配套企业 527家，年 50万锭纺纱生产能
力，年染整各类布料 3 万吨，年产 6 亿套各类针织内
衣，带动针织从业人员 3万多人，综合生产能力位居全
国针织内衣行业排序前列。产业集聚区内已形成了棉花
纺织、化纤纺织、宽幅面料纺织、高档面料织造、织
布、印花、染整、针织内衣、服装加工一条龙的产业
链。化工产业以中亚化工、龙宇化工为引领，重点发展
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产品，形成规模型、集约型一条
龙产业链。组建由区级领导牵头的专项工作组，重点帮
助纺织服装、化工等主导产业提质增效。利用“阿里巴
巴(商丘)产业带”平台，全面提升针织内衣产业优质企
业网上销售水平。

截至目前，睢阳产业集聚区内累计完成工业项目固
定资产投资 220亿元，符合主导产业的企业占全部入驻
企业的 60%，主导产业营业收入每年占集聚区总营业收
入的比例都在60%以上。

坚持入驻项目规模
在招商实效上求突破

睢阳区围绕纺织服装、绿色化工主导产业，把好准
入关。重点评估投资规模在亿元以上的工业、商贸物
况、现代农业和文化卫生旅游等项目。对投资规模亿元
以下不在园区的工业项目，不单独评估、供地和考核。
突出龙头带动，大力实施开放招商，以项目支撑发展。
紧紧围绕主导产业，紧盯央企、国企和国内外 500强、
行业 100强企业，实施招大引强，实施集群式产业链组
团引进。围绕主导产业，组成专业招商团队，推出产业
链招商，积极承接发达地区集群式产业转移，同时高门
槛招商选资。

强化招商单位的管理，完善招商单位负责企业的签
约、落地、建设直到投产达效的全面考核，避免招商项
目“假、小、空”现象。同时，加强对签订协议企业和
意向性企业的跟踪服务工作，促使新签约项目尽快落地
建设；继续抓好集聚区内项目的申报工作，凡是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有利于集聚区更快发展的项目，千方百

计、不遗余力去争取，尽最大可能多争取国家、省“十
二五”计划的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为集聚区的壮大提供
有效的产业支撑。

截至目前，睢阳产业集聚区累计引进45亿元的中国
手套城项目，12亿元的银河棉业项目，11.5亿元的中联
玻璃项目，10亿元的中亚化工项目，6.5亿元的河南能源
项目，5.16亿元的华润啤酒项目，另外 4个 5亿元的项
目，11个3亿元以上的项目，17个亿元以上项目。

坚持管理体制创新
在高效服务上求突破

根据集聚区发展需要，睢阳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
受区政府委托，负责编制和实施产业集聚区的总体规
划、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等工作。管委会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下设综合科、企业服务科、规划建设科、
财务科、统计科、软环境治理科、土地科共计七个内
设机构，主要是做好产业集聚区综合管理、规划实
施、企业服务、环境治理等具体工作。产业集聚区管
委会建立集中办公制度，设立行政效能监察中心，发
改、土地、规划等 20多个区直职能部门派驻人员，实
行“一站式”服务。从企业落户到投产，实行全程专
人跟踪服务。对客商接待、咨询、投诉、落户帮办，
做到“百接不怠、百问不烦”；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制、
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开工承诺制、联审联批制
等，明确企业事项代办领导、人员，全程代办所有事
项，做到企业不与职能部门接触、不与当地群众接
触。集聚区立项备案项目由集聚区直接审批，截至目
前，已审批通过项目 60余个。

坚持产城互动
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上求突破

睢阳区提出促进产业集聚区建设与推进新型城镇化
有机结合，统筹推动集聚区建设、村庄改造。学校、
医院 商业服务等城市功能设施优先规划建设，加快产
业集聚区和谐社区建设。新建成的和谐社区可安置附
近 12个行政村 2万人居住，吸纳 1万人就业。建立企事
业单位与当地用工联系制度，企业建成投产后优先对
所在地失地村民招工，在不受技术限制的情况下，确
保每户有 1人在企业就业。目前，园区内建设施工、设
施维护、环卫保洁、公共后勤等岗位人员中失地村民
占 50%以上。

坚持拓宽渠道
在投融资体制上求突破

睢阳区将各级财政奖补资金作为资本金注入投融资平
台，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进行股份制改
造，提升融资能力。目前，全区各级财政注入投融资平台公
司资金，先后为产业集聚区融资 2亿多元，有力支持了产业
集聚区标准化厂房、道路污水处理厂新型社区等基础设施
建设，组织区金融服务部门及时把全区经济发展情况、企业
动态信息情况及全区年销售亿元以下企业基本情况及时向
银行传递，为银行发展信贷业务提供参考。

潮平岸阔催人进，风正扬帆正当时。崭新的“十三五”
序幕已经开启。睢阳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办公室负责人告诉
记者：睢阳区紧紧围绕“先进产业集聚区、城乡统筹示范区、
经济发展带动区”的总体目标，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一中
心，全力主攻工业，突出打造三大基地（全省纺织基地、全省
针织服装生产基地、全省化工生产基地），用5年时间力争使
睢阳产业集聚区跻身全省产业集聚区前二十强。到 2020
年，产业集聚区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进一步降低，资源循环利用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集聚区
环境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围绕在全省综合排序晋星升
位目标，力争今年进入全省星级产业集聚区，逐年提升在全
省排序位次。到“十三五”末期，力争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
300家，规模以上企业160家，实现主营业务年收入达到435
亿元，工业增加值达到100亿元，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
亿元以上；从业人员达到7万人以上，建成区面积为20平方
公里。引进10亿元以上企业10家，亿元以上企业8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