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睢县产业集聚区是河南省首批批准
的 180个产业集聚区之一，但曾几何时，却
因诸多客观因素的限制，偏居一隅，寂寂
无名。

由于客观原因，睢县产业集聚区最初
与城区相距较远，规模又不足 9平方公里，
是当时商丘市面积最小的一个产业集聚

区，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
2012 年，经过深入研讨论证，几经努

力《睢县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调整方案》
于 2012年终于通过了省发改委批准，决定
在原规划面积的基础上，拓展空间。该方
案新增规划面积 10.83 平方公里，使睢县
产业集聚区面积达到了 19.69 平方公里，

为睢县产业腾飞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有了发展空间，就有了迈出大步的

基础和动力。
但是，反复考量，睢县的基础和优势

寥寥无几。虽身为全省首批产业集聚区
之一，却直到 2011 年，产业集聚区内的企
业依然屈指可数。仅有的几家沿着农产

品加工、造纸等传统产业发展，相互之间
分属不同行业，没有关联度可言，发展“产
业链”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此时，全省上下产业集聚区建设风生
水起，睢县却苦于找不到产业的发展方向，
深陷困局，被兄弟县区远远甩在了后面。

发展之路何去何从？

拓展规划，腾出空间迈大步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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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3 日，在河南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产业集聚区建设工作会议上，睢县产业集聚区在
全省 180 个产业集聚区中脱颖而出，一举摘得全省“十快”产业集聚区第一名、黄淮四市产业集聚区
第一名，全省县 （市） 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考核评价第六名的优异成绩。

一时间，“睢县”成为了全省上下关注的焦点， “睢县的产业集聚区短短几年时间怎么发展这么
快？”带着同样的疑问，来自省内各地的党政考察团纷至沓来，探求“睢县模式”的成功之道。

成功没有捷径，睢县产业集聚区同样经历了“涅槃”才得以“重生”。

睢县产业集聚区：“无中生有”打造兴业“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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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深圳东浩源机电科技有限
公司总经理辛金波随着富士康向中原地
区布局的步伐，来到睢县，成立了商丘
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辛金波没有想到，自己恰恰赶上了
睢县与富士康科技集团开展深入合作的
绝佳机遇。此前，富士康科技集团出于
招募人力资源的考虑，在睢县设立了富
士康 （睢县） 实训基地。商丘市委、市
政府高度关注睢县产业的发展，紧抓这
一机遇不放，主要领导亲自过问、拜
访，以真心、诚心、恒心感动了富士康
的高层，促使双方达成了更进一步合作
的意向。此时，正缺一家做产品配套的
电子企业形成三方合作。

很快，富士康科技集团、睢县人民
政府与商丘金振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建
立三方合作关系。

仅仅 6 个月，从征用土地、建设厂
房、安装机器、人员培训到开工生产，
一气呵成，创造了令业界咋舌的“睢县

速度”。“全国同行建那么多工厂，从建
设到投产的周期从来没有这么快。睢县
的服务机制效率很高。”项目负责人对睢
县的服务措施赞不绝口。

2012 年 7 月 10 日下午，时任河南省
委副书记、省长郭庚茂在睢县调研时表
示，这种发展模式很好，放在发展中城
市可以调配人力资源，不仅易工易学，
而且用当地工人可以大大降低企业的成
本。你们放手大胆地干，政府永远会给
你们搞好服务、支持你们。

省委、市委的关注与肯定，给了睢
县广大干部群众巨大的动力，大家心往一
处想，劲往一处使，使睢县因产业集聚开
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4 年，产业集聚
区企业突破 100 家，从业人员 4.5 万人，年
营业收入 200亿元；人口向城区集中，县城
区建成面积 21平方公里，人口突破 20万，
全县城镇化率 40.2%；土地集约化经营水
平不断提高，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400 多
家，土地流转面积 12.8 万亩，粮食总产量

再 创 新 高 ，农 民 人 均 纯 收 入 增 长
12.8%……传统农区实现了工业化嬗变，
带动了人口集中，进而拉动了土地集
约，三者之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2014 年 4 月 22 日，省委书记郭庚茂
再次来到睢县调研，当看到省委、省政
府作出的规划建设产业集聚区重大战略
决策部署，促使睢县这个传统农业县实
现了“华丽转身”，郭庚茂高兴地说，看
了睢县的发展后感到很震撼，势头迅
猛，经验可鉴，睢县大有希望。

殷切的期望转化为巨大的动力，睢
县各条战线捷报频传：

2014 年 12 月，河南省皮革行业协会
授予睢县“中原制鞋产业基地称号”；

2015 年 1 月，“河南省鞋产品质量检
测中心”落户睢县；

2015 年 8 月，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
中国皮革协会正式发文通知，授予睢县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称号；
随着商登高速的建成通车，睢县进入

郑州航空港“1 小时经济圈”，区位劣势即
刻逆转，由“边缘”变成了“前沿”；

睢县电子信息产业园 CNC 设备由起
初的 200 多台发展到目前的 5000 多台，
已发展成为富士康郑州厂区之外河南最
大的手机配件生产基地，跻身同行业全
国前“三强”，同时为三星、小米、华为
等多家知名电子企业提供着零部件配套
服务，年产手机配件 2亿多套……

自此，睢县形成了向东承接制鞋产
业转移的“东风”，向西搭乘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这一“国家战略”，形成
了“东引西进”的发展“双翼”。实践证
明，“东引西进”的战略，选对了路子。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散
到聚，短短五年时间，从最初的一无所有，
到目前建成区面积 7.07平方公里，入驻工
业企业 129 家，睢县产业集聚区被评为河
南省最具竞争力产业集聚区、河南省最具
投资法治环境产业集聚区，成为了兴四方
客商，聚八方之财的兴业“宝地”。

“东引西进”，两翼共振欲高飞DD

思考、探索屡屡碰壁，直到 2011 年
下半年，县委、县政府决定走出家门拓
展思路，突破依托农区资源发展产业的
禁锢。他们跳出睢县，放眼全国，研究
全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移的形势，
深入分析、论证、寻找与睢县相契合的
机遇。

功夫不负有心人。睢县通过大量调
查研究发现，被称为“候鸟经济”的制
鞋产业，布局存在“盲点”。福建、广
东、四川、河北等地均有集中度较高的
制鞋产业布局，全国五大制鞋产业基

地，唯独人口最为密集的中原腹地，没
有成型的鞋业生产基地，形成了一个发
展区域的空白。

然而，另一份调查研究报告显示：
自 2010 年起，安徽、湖南及我省部分地
区就已经着手开始抢抓制鞋业机遇。一
直以来以农业为主的睢县，在这轮产业
转移中的承接优势并不突出。安徽宿州
市以生产品牌皮鞋为主，河北安新县大
量生产凉鞋，湖南宁乡县趋向于真皮女
鞋制造……各有特色，我省其他几个地
方也在发展不同类型鞋业制造业。

面对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如何洞悉先
机，实现发展的突破？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与
业内精英们的频繁接触后，一条发展的

“玄机”被窥破：福建晋江市为代表的，
符合大众消费趋势且消费潜力巨大的休
闲、运动鞋制造，在上述地区均没有占
据主要位置。

这让睢县找到了培育特色，“错位”
发展的良机。机遇稍纵即逝，睢县迅速
调 整 思 路—— 盯 准 一 双 鞋 下 功 夫 ！ 当
年，通过招商引资，安踏鞋业落户睢

县，为睢县制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12年 6月 3日，睢县印发了 《关于

加快建设中原制鞋基地的思考与建议》，
从产业基础、建设机遇、承接载体、用
工保障、区位优势和发展空间六个方面
对睢县发展制鞋业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同时，提出了“一年打基础，三年上规
模，五年成基地，十年成鞋都”的目标。

2012 年 7 月 10 日，时任省委副书记、
省长郭庚茂到睢县调研，对安踏鞋业落户
睢县给予了充分肯定，并提出要搞好服
务，做大做强，拉长链条，形成产业。

错位发展，定位产业破困局BB

按照基础设施先行和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的原则，睢县不断加大对集
聚区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2009 年贯穿集聚区只有一条民太
路。目前，睢县已修建完成富民路、
振兴路、中央大街、湖东路、湖西路
等和县城对接的多条主干道，形成了

“五纵五横”共计 55公里的道路交通网
格。

日处理能力 10 万吨的垃圾中转站、

日供水能力 2000 吨的自来水厂、日处理
2 万吨的污水处理厂、 110 千伏变电站、
159 千米供排水管网、200 余万平方米标
准化厂房……五年来，睢县产业集聚区
累计投入资金 27.6 亿元用于产业集聚区
内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出了企业可“拎
包入驻”的优势平台。

与良好的硬件基础设施一样，睢县
在优化“软环境”上也下足了功夫。

“三项机制”在夯实“软环境”，促

进发展的进程中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责任落实机制，实行“1+X”工作

法，即：一个项目，一名领导牵头，一
个单位负责，一套班子工作，一个副科
级干部或后备干部承办，定事、定人、
定责；

工作推动机制，实行例会制度。县
委、县政府每月召开一次例会，集中听
取项目进度汇报，对遇到的问题及时研
究予以解决。倡导“一线工作法”，要求

“领导在一线指挥、干部在一线锻炼、问
题在一线解决、成效在一线检验”。

督 查 问 责 机 制 ， 实 行 挂 旗 评 比 制
度。对 2012 年的重点工作一月一督查，
一季度一评比。已落实的工作查成效，
正在落实的工作查进度，没有落实的工
作查责任。对达到要求进度的挂红旗，
有进展但没有达到进度的挂黄旗，没有
进度的挂黑旗。对挂黑旗的项目责任人
实行问责。

夯实基础，做优平台强承载CC 睢县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周继强 （左） 与河南鞋
业促进会签署合作协议。

县委书记吴海燕 （中） 在睢县产业集聚区调研制鞋产业。

安踏鞋业一派繁忙景象。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由散到聚，睢县产业集聚区跻身全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富士康） 金振源电子产销两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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