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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局：以市场为导向选准产业

2011 年 ， 睢 县 打 破 保 守 、 跳 出 睢

县、放眼全国，抓住“东鞋西进”难得

机遇，确定将集约化程度高、前景广阔

的制鞋产业确定为未来的主导产业。时

任睢县常务副县长的曹广阔带队到晋江

考察，以睢县的“天时”“地利”“人

和”优势，于 2012 年招引总部在晋江的

睢县第一家制鞋企业——河南嘉鸿鞋业

有限公司落户睢县。

自此，睢县开始“蹒跚起步”。弯道

超车、筑巢引凤、腾笼换鸟、土地整

备、拆迁安置、亲情服务……开拓者们

穷尽所能，为制鞋产业的形成提供优质

的土壤。“一年打基础、三年上规模、五

年成基地、十年创鞋都”的发展规划逐

步成为现实。如今，安踏、足力健、中

国乔丹、鸿星尔克等 427 家制鞋企业纷

纷落户睢县，制鞋及鞋材配套企业“遍

地开花”，年产能 3 亿双，占全国休闲运

动鞋总产量的 30%以上。

探索：果断敢拼壮大产业

2014年初春，制鞋业集中的温岭受用
工、用地等问题的制约，开始向中西部转移。

得到消息的睢县连夜召开招商引资
工作会议，一方面组成 50 个招商小组，迅
速赶赴温岭招商，一方面紧急建设园区孵
化基地，吸纳小微企业合作“抱团”入睢。

2017 年 4 月，睢县紧抓河北雄安新区
规划区内 3000 多家制鞋产业外迁机遇。
大胆探索“拎包入驻”平台，集中有限财力
建设 4 层标准化厂房，打造雄安制鞋产业
园和三台制鞋产业园，供企业租赁，赢得
先机，促使雄安新区 210 多家制鞋及配
套关联企业成功转移到睢县。

创新：实施“换道领跑”战略

资料显示，2017 年，睢县确立 26 家
重点企业，拿出 5000 万元科技创新奖励
资金，生产换线、设备换芯、机器换
人，制鞋产业智能化日渐凸显； 2018
年，出台 《睢县支持智能化改造和工业

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从资金奖励、平
台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智能化改造后，各环节生产效率提
高 15%至 31%，成本降低 16%。”河南嘉
鸿鞋业有限公司协理蒲生和介绍，仅人
工 工 资 每 天 就 能 节 省 近 3 万 元 。 看 到

“红利”的睢县鞋企纷纷跟进，开始不同
程度实施智能化改造。

“前期智能化改造以进口为主，从意
大利购进一条自动化成型线得 1400 多万
元，造价高且维护难。”亿森鞋业总经理
沙启华说。

为扫清智能化改造依赖进口、造价高
的障碍，睢县引进联想集团深慧视 5G智能
制造项目，其生产的 5G智能化生产线功能
比意大利设备更先进，正为睢县各鞋企量身
订制，仅需 500多万元即可安装到位。

睢县 10 年的发展证明，中乔体育、鸿
星尔克、福盛鞋业从签约到投产不断刷
新“睢县速度”。下一步睢县将坚定“一
双鞋、一条路、一群人、一座城、一起拼、一
定赢”的信念，促进制鞋产业持续快速高
质量发展。

睢睢县制鞋这十年县制鞋这十年

从“东鞋西进”到“中国鞋都”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通讯员 甄 林

芒种时节，记者走进
睢 县 先 进 制 造 业 开 发 区 ，
不仅看到水清木秀、百花
怒放的美景，更领略了制
鞋产业红红火火的生产热
潮……

10 年来，安踏、足力

健 、 乔 丹 、 鸿 星 尔 克 等

427 家 制 鞋 企 业 纷 纷 落 户

睢县，睢县也被称为“中

国 鞋 都 ”。 那 么 ， 睢 县 制

鞋业何以走出高质量发展

之路？原因就在于睢县始
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
择符合自身条件的最佳方
式 ， 改 革 、 转 型 、 创 新 ，
不断促进制鞋和鞋材为代
表的实体经济加速发展。

核 心 提 示

本报讯（记 者 蒋 友 胜 通 讯
员 陈 威）今年以来，柘城县严格
按照中央、省、市对财政衔接推
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各项要
求，对资金项目实施全程监控、
闭环管理，确保项目安排、资金
使用精准有效。

项目谋划步步讲科学。严卡
项目库建设行动时间节点，为乡、
村留下充足的项目谋划时间，项目
谋划成熟的乡镇可联系主管行业
部门，共同实地踏勘项目；明确项
目入库“负面清单”，衔接资金安排
项目一律从项目库中选取，并兼顾
非贫困村占比、产业发展项目占比
等要求；对壮大村集体经济、基础
设施等实施周期较长的项目优先
安排，尽快实施。今年，柘城继续
保持统筹整合资金增长态势，统筹
整合财政资金 4.05 亿元，安排项目
22 个。其中，基础设施类 10 个项
目，安排资金 1.47 亿元；产业发展
类项目 12个，安排资金 2.57亿元。

项目实施处处压责任。该县
坚持把夯实责任作为财政衔接补
助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的关键着力
点。压实项目实施责任。县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指挥部与项目
所在乡、村签订乡村振兴项目建设
实施保障《责任书》。压实过程管
理责任。组织开展项目过程管理
比学赶超活动，在全县范围内选取
实施进度快、质量高、效果好的项
目点召开项目研判现场会，强化过
程管理责任。常态化压实检查督
导责任。各级分管领导深入项目
一线，摸实情、抓落实。截至目前，
该县涉农资金共支出 8081万元，占
衔接资金拨付率 40.8%。

项目进展全程都公开。该县
坚持把规范公示公告作为财政衔
接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的有效
手段，严格按照“谁分配、谁公开，
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里、公开
到哪里”的原则，及时规范项目库、
衔接资金公示公告。

资产管护环环严格抓。该县
坚持把做好资产管护作为财政衔
接补助资金项目管理使用的有力抓
手。2013—2021年，全县共确权登
记各类扶贫资产 2321个，涉及资金
15.5447 亿元。各乡 （镇、街道）
主要领导签订《扶贫资产管护目标
责任书》，确定资产管护主体责
任，各村与资产管护员签订管护协
议，项目实施单位与各村签订资产
确权、移交协议书，将管护责任落
到实处；指导乡 （镇、街道）、村
正确使用资产管护费，对使用村集
体收入资金、引进社会帮扶资金或
使用其他途径增加资产管护费用的
乡、村，在年度工作考核中予以加
分。目前，柘城全县经营性资产均
可正常运营、收益稳定、按期分
红，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 650余万
元收入；公益性资产均落实了管护
责任人，建立资产管护日常巡视台
账，全县累计投入 50万元用于修复
公益性资产。

柘城县多措并举

确保项目资金用在“刀刃”上

本报讯（记者 高会鹏）炎炎
夏日，宁陵县张弓镇小吕集乡村
产业园的生产车间里忙得更加
火热，来自国内外的订单接连不
断，镇村干部都忙着帮企业招工
扩大生产能力。

自 2017 年建成小吕集乡村
产业园以来，已陆续入驻志辉手
提袋、三石精密光学等 5家企业，
年产值 6500 万元，年缴税 271 万
元，向村子缴纳租金 15 万元，带
动周边 540余名群众就业。一个
小小的乡村产业园，既增加了村
级集体收入，又富了当地财政，
还解决了留守妇女和因家庭原
因不能外出务工群众的难题。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
物资基础。近年来，宁陵县紧
紧围绕“五个振兴”，把乡村振
兴的着力点放在乡镇，把操作
点 放 在 农 村 ， 配 能 人 、 引 项
目 、 促 发 展 ， 让 产 业 集 聚 乡
村，规划建设乡村产业园，激
活乡村振兴新动能，打造独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产业园新样板。

规划先行，才能引领工作
向着对的方向发展。宁陵县立
足现有发展基础，按照先行先
试、示范带动原则，着力先行
推 进 乔 楼 乡 、 孔 集 乡 、 逻 岗
镇、张弓镇等 8个乡村产业园建
设，重点做好修编完善规划、
设施提档升级和企业提质增效
等工作，陆续对接引进近 20 个
项目入驻。其他乡镇根据自身

实际条件，在做好规划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为项目入驻创造条件。宁陵县乡村振兴局牵头编制好
《宁陵县乡村振兴产业园规划纲要》，在县政府审核通过的
基础上，各乡镇高标准编制和修订产业园总体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做到“多规合一”。

有规划建设，更要做好示范引领。小吕集乡村产业园
是宁陵县第一个乡村产业园，占地 150 余亩，总投资 1.5
亿元，建筑面积 1.2 万平方米。宁陵县以小吕集乡村产业
园为示范，结合各乡镇资源禀赋、交通区位、产业基础、历史
文化等，按照乡村振兴规划部署要求，围绕各乡镇产业特色
打造一批“小而精、小而美、小而富、小而特”的特色乡村产
业园。目前，已规划建设华堡藤编产业园、刘楼门业加工产
业园、石桥白腊杆加工产业园等各具特色的乡村产业园区，
着力打造一批空间布局合理、产业优势突出、集群效应明
显、基础设施配套、充满创新活力的乡村产业园。

“通过乡村振兴产业园建设，不但发展了农产品加
工、流通和研发，补齐了产业链的短板，还带动了地方政
府、社会资本、金融资金和农民的投入，形成了各种资源
向乡村产业聚集的新格局。”宁陵县乡村振兴局负责人介
绍，所在地政府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园长，在园区建立“一
园多团队”的科技支撑机制、专家服务团队工作制度，形
成了产学研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平台，建立联农带
农机制，拓宽了农民就近就地就业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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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4 日，两名女童正在柘城县育苗工厂采摘圣女果。柘城县高度重视育种育苗工作，结合辣椒产业特
色，打造育种育苗研发中心，与国内科研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建立立体化育种育苗工厂，为农民提供优质辣
椒、蔬菜种苗，进一步提高土地亩产效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农民稳定增收。 张 超 摄

夏日的阳光，沐浴着校
园的一草一木。孩子们童真
的笑脸，像鲜花一样绽放。
日前，在宁陵县阳驿乡郑楼
小学校园里，一场励志奖学
金颁发仪式如期举行，33名
品学兼优的孩子从企业家郑
文革手中接过红包，脸上是

抑制不住的喜悦，心里也是感到万分自豪。
这样激动人心的场景，在这个乡村校园已经上演了 4 次，

受到奖励的孩子近 200人，奖金 4.6万余元。
阳驿乡郑楼村就是爱心企业家郑文革的家乡，他于 1979

年从这所学校走出去，后来考入河南农业大学兽医专业，毕
业后创办了一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事业有成后，他心系家
乡，感恩母校。从 2017 年开始，他为郑楼小学全体师生捐赠
了 4套校服，并在学校设立了“亿万中元”励志奖学金，激励
孩子们奋发向上、早日成才。

“虽然身处乡村小学，但是我们的志向不能小，我们要有
改变世界的想法和冲动。”在颁奖现场，郑文革热情激励孩子
们，“少年当立凌云志，万里江山任指点。拼搏吧，孩子们，
美好的未来在等着你们！”

2020 年 11 月，初冬的一场大雨袭来，天气骤然变冷。由
于郑楼小学是乡村小学，办学条件比较简陋，教室里没有取
暖设备，孩子们听课时冻得直打哆嗦。郑文革得知这一情况
后，随即安排专人为学校购置了 12 台立式空调，总价值近 10
万元，保障每个教室都安装一台。

一向低调的郑文革没有亲临现场，也不愿举办隆重的仪
式，更不需要鲜花和掌声。他安排一名工作人员留下来督促
施工，并嘱咐她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一定尽快让孩子温暖
过冬！”很快空调便投入使用，师生们置身在暖融融的教室
中，个个心里美滋滋的。

这一场悄无声息的捐赠，让师生寒冬不再挨冻，酷暑不
再“蒸桑拿”，营造了一个好的学习环境。

“郑文革情系桑梓，捐资助学，为家乡的孩子们奉献了一
片爱心。”郑楼小学校长郑艳红感动地说，“我们只有感恩于
心，回报于行，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

爱心企业家捐赠

情暖乡村众学子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闫占廷

6 月 11 日，商丘世安肉类食品有限公司经理桑世安手捧
一面绣着“担当作为付真情，纾困解难暖人心”的锦旗送到宁
陵县逻岗镇纪委，对该镇纪委书记王蕊丽说：“太感谢了，要不
是你们出面协调，帮俺及时通了电，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啊。”

商丘世安肉类食品有限公司是该镇纪委的定点帮扶企
业。两年来，在“访万企·解难题”活动中，镇纪委帮助该公司
解决了困扰多年的道路、扩建、电力、用工难题，用真情为企业
纾困解难，用真心扶出了企业后劲，推动企业滚雪球式的发
展。自进入夏季以来，公司也进入生产旺季，然而 6 月 8 日下
午 5时左右，变压器突发起火，公司全部停电停产。

公司负责人桑世安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他深知，冷藏车
间停电一旦超过 6 个小时，储藏的牛肉牛腱就会付之一炬，
损失至少有 300万元。

情急之中，桑世安心急火燎地请求辖区电工，经现场勘
察，很快查明原因：由于变压器容量不足和连续超负荷运
转，导致变压器报废。唯一解决途径就是火速更换变压器。

事不宜迟，桑世安马上与县电力部门取得联系，按照程
序流程报批，就是最快的速度也需要两天时间。此时，眼看
到了下班时间，时间“滴答滴答”在流逝，情况万分火急！

于是，他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联系到了该镇纪委书记王
蕊丽。“桑经理，时间刻不容缓，我这就帮你想办法。”王蕊
丽在电话里表示。

很快，在宁陵县纪委监委的督促协调下，县电力部门给
该公司开通加急绿色通道，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
安装变压器，延迟补办手续。

不到 40分钟，一辆载着变压器的汽车从 30多里外的县城
驶入该公司。工作人员经过 3 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安装了
一台容量更大的变压器。在合闸通电的瞬间，公司员工既激
动又感激，无不竖起大拇指称赞：“纪委的办事效率真高啊！”

在“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中，该镇纪委聚焦企业难
点、痛点，用心用情服务企业，做到知责于心、担责于身、
履责于行，用脚步丈量责任，用实干诠释担当，用行动诠释
使命，助力企业发展跑出了“加速度”。

抢修电力显担当
锦旗无声表真情
本报融媒体记者 高会鹏 通讯员 庄业理

6 月 14 日，园林工人们在商丘古城景区内清除杂草和垃
圾。夏季杂草生长迅速，影响花草生长，睢阳区园林部门及时
组织人员在各公园绿地内清除杂草、养护花草，为市民创造优
美的绿化环境。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66月月 1515日日，（，（睢县睢县）） 乔丹鞋业职工在赶制订单
乔丹鞋业职工在赶制订单。。本报融媒体记者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黄业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