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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梦现代化 共绘新图景

迈 向迈 向““ 高 峰高 峰 ””
——邵阳经开区加快发展纪实

邵阳日报记者 刘波 通讯员 尹红芳 肖薇

万脉医疗是全省为数不多，从事呼吸
诊断及无创呼吸机的研发、生产的企业，
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知识产权示范
企业，拥有上百项各类专利。

去年，万脉医疗接到一笔订单，需提
前上马新产线扩产能，而此时，企业刚刚
完成厂房建设、搬迁，流动资金承压。“园
区真是‘及时雨’，解了我们的‘燃眉之
急’，很暖心。”公司负责人杨鸥说，“在园
区的协调下，我们以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方
式，快速获得银行1000万元的贷款。”

让企业暖心，还要让企业安心。
自2023年开始，湖南圣菲达服饰有限

公司订单大幅增长，人手紧缺。邵阳经开
区通过线上线下招聘，为企业新招聘200
多名员工，解决企业后顾之忧。随后，企业
在邵阳经开区投资3.5亿元建设智能可穿
戴健康科技项目，目前项目正快速推进。

好的环境可以“内聚”精气神，“外联”
新机遇。邵阳经开区正狠下功夫，营造更
好环境、更好形象，让企业安心发展，让更
多客商想来。

邵阳经开区建立招商联络员、全程代
办员、助企服务员“三员”服务机制，为园
区企业（项目）提供全周期保姆式服务。加
速打造“一件事一次办”园区升级版，持续
推进“极简审批”“网上审批”，重点企业有
需求，园区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做到
企业一件事一次办、零跑腿。

企业的急难愁盼，邵阳经开区会感同
身受，积极深入开展“三送三解三优”行
动，努力为项目落地发展提供土地、资金、
用工等最全要素保障，解决子女就学、家
庭就医、家属就业等后顾之忧，在2023年
湖南省“五好”园区创建综合评价中位居
国家级园区第 5，营商环境 2022 年、2023
年连续两年排名全省园区第2。

环境好了，吸引“金凤”来栖。2021年
至今，邵阳经开区引进亿元以上重大产业
项目111个，合同引资额464.1亿元，陆续
建成95个亿元以上重大项目。

破解“赢商”的密码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轻薄如纸，却
坚硬如钢，适用于航空航天、装甲防弹、海
洋工业、安全防护等诸多领域。通过技术
攻关，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成功研
制出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成套设备，填
补了国内生产该设备的空白。

邵阳纺机的创新发展，是邵阳经开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新质生产力
的一道缩影。

瞄准“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邵阳
经开区出台扶持措施、拿出真金白银，支
持龙头骨干企业参与国家“揭榜挂帅”和

“工业四基”等关键共性技术项目攻关；实
施“智赋万企”行动，推动传统制造业企业
深化与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
技术融合发展，推动企业生产方式和形态
的根本性变革。

如今，走在邵阳经开区，处处感受到
新旧动能转换，处处见证产业迈向中高端
的发展轨迹。拓浦精工实现全程自动化
生产，平均每22秒生产一台智能电饭煲；
三一专汽研发生产的环保智能自卸车新
技术走在全国前列；维克液压获评国家智
能制造优秀制造场景，其研发出液压系统
机电一体化伺服控制系统，实现伺服油泵
的高精密控制，填补了国内空白……

以科创平台能级跃升带动全区创新
提能升级，邵阳经开区致力搭建企业与邵
阳先进制造技术研究院等科创平台的沟
通“桥梁”，积极为本地企业提供技术支
撑，助推产业转型升级提质。目前，邵阳
经开区获评国家级小型微型企业创新创
业示范基地，建成国家级科创平台3个、
省级科创平台22个。

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邵阳经开区
创新热潮涌动。截至目前，园区高新技术
企业140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6个，省
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企业数量84家。截至
今年 5 月 30 日，园区专利授权累计总数
2018 件，发明专利累计授权数量为 373
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1家，示
范企业4家。

创新强“硬”实力

建设“五好”园区，产业不能“瘸
腿”。近年来，邵阳经开区孜孜以求
兴产业。

“龙头”舞起来，产业才能活起来。
邵阳经开区坚持不懈促转型、强龙头，
一批制造业领军企业接连涌现。

邵阳纺机成为国内高质量熔喷
布设备生产领军企业，湘中制药成为
全国最大的抗癫痫药物生产基地，亚
洲富士电梯成为全省最大的整装电
梯生产基地，湘窖酒业成为全省唯一
具备浓、酱、兼三种香型酒体生产能
力的“一树三花”型企业，兴达精密是
氮气弹簧标准起草、编制和审定单
位，是中国重点模具标准件骨干企业
（国产氮气弹簧唯一上榜企业）……

当前，推动产业发展，更讲究
“聚链成群”，让产业从“高原”迈向

“高峰”。
数年前，一项特种玻璃工艺原

创成果在邵阳取得突破。当时，我国
正“缺芯少屏”。邵阳经开区敏锐察
觉到，转化这项技术，潜力巨大、前
景向好。

看准了就抓紧干。在市委、市政
府的支持下，邵阳经开区抢抓风口、
占“先机”、建赛道，就地实施产业转
化，打造了一条以彩虹玻璃、邵虹玻
璃“两块玻璃”为龙头的新型显示产
业链。

围绕“两块玻璃”，邵阳经开区
积极布局上下游企业，出台“特种玻
璃谷”规划、新型显示材料产业发展

规划，新型显示产业链在园区迅速
壮大。当下，我市正以此为基础，全
力延链补链强链，打造全国电子玻
璃产业华南基地。

拥有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服
装、发制品等一批传统特色产业的
邵阳经开区，还积极推动“生产换
线”“设备换芯”“数字赋能”，促进这
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
型升级。

瞄准新能源专用车巨大市场，
邵阳经开区支持三一专用汽车有限
责任公司实施“低碳化”战略，研发、
生产电动化搅拌车、自卸车，开辟出
新能源专用车新赛道。同时，围绕三

一专汽搅拌车、自卸车整车产品，加
大资源整合力度，推动上游涵盖汽
车零部件、新能源电池、电子元器
件、车载显示等生产环节，下游充电
设备生产及服务、报废车辆拆解回
收等领域，形成紧密协作的全产业
链条，打造新能源专用车产业集群。

今年 7 月，邵阳经开区新能源
专用车产业集群成功获批省级先进
制造业集群，邵阳实现省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零”的突破。

如今，邵阳经开区已形成了以
先进装备制造、智能家居家电、新型
显示器材为主导的“两主一特”产
业，并不断壮大、蓬勃发展。以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链群同样来势喜人，
初具规模。

“聚链成群”兴产业

时下，走进邵阳经济技
术开发区（以下简称“邵阳
经开区”），映入眼帘的是热
火朝天的生产建设场景：一
处处项目工地热力奔涌，
大型工程机械穿梭来回，
激光切割火花四溅；一个
个园区企业机器轰鸣、机
械臂有律动地挥舞着，一
派繁忙生产景象。良好的
发展趋势和强劲的增长后
劲，让邵阳经开区不负众望
成为邵阳工业经济的“主引
擎”、湘中湘西地区颇具活
力的工业园区。

8年前，邵阳经开区刚
刚由原邵阳经济开发区、
宝庆工业集中区整合而
成，项目、企业少，工业总
产值低，在省内园区中籍
籍无名。

8年艰苦创业，8年砥
砺风雨，邵阳经开区以砥
砺奋进诠释了非凡精彩。
技工贸收入实现翻番，跻
身国家级经开区行列，获
评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

“五好”园区创建工作位居
全省国家级园区第5，营商
环境连续两年排名全省第
2……这片曾经沉寂荒凉
的土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一座现代化产业新城
正加速崛起。

早在 2013 年，宝庆工业集中区就提出要打
造国家级经开区。2016年，新的邵阳经开区继续
吹响冲锋号角。

当时，全省各地竞相发力，做大做强工业园
区。邵阳经开区早日跻身国家级园区，就能抢占
发展先机，全面优化产业集聚平台，构建开放合
作新格局，促进园区高质量发展。

梦想与现实之间，注定是一段漫长的路途。
邵阳经开区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路奋勇向前。

整合后的邵阳经开区，实力增强，但权限不
够、效能不高，征拆主体多元、工作推进乏力，成
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的最大“痛点”。

对此，市委、市政府早有对策：做好顶层设计，
谋划园区改革整体架构设计，抓好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改革，蹚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的新路子。

紧接着，一系列改革接踵而来。
2017年9月1日，邵阳经开区整合原邵阳经开

区和宝庆工业集中区，托管辖区有关镇、村，全权负
责辖区内征地、拆迁、矛盾化解等政务、社会事务工
作，形成与事权相符、集约高效的运行机制。

200 余项市级行政审批权限下放邵阳经开
区，园区事基本实现园区办、全程代办，增强了园
区自主管理能力，形成了“小政府、大功能”的高
效运行机制。

率先在全市园区推行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
和绩效激励考核、全员竞聘上岗改革，建立起干
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机制体制
理顺，园区形成干事创业、大干快上的浓厚氛围。

打造国家级园区，产业当然要强。市委、市政
府及邵阳经开区殚精竭虑，持之以恒抓项目、兴
产业。

在邵阳经开区项目招商、建设以及产业项目
建设每一个阶段，总能看到历届市委、市政府主
要领导率先垂范、身先士卒强力推进园区现代产
业建设的身影。领导的引领，鼓舞着园区上下坚
定信心、铆足干劲、开拓进取，在真抓实干中推动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历史不会辜负实干者。
经过8年的“寒窗苦读”，2021年6月，邵阳经开区
迎来“金榜题名”时，成功跻身国家级经开区行列。

承接新一批市级审批权限、剥离社会事务
……新起点，新气象。当前，邵阳经开区正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一中、二中、三
中全会精神，锚定“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奔赴在
建设“五好”园区的新征程中。

摘下国家级金字招牌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申兴刚摄）

2021 年 6 月，邵阳经开区

正式跻身国家级经开区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