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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1日，市经信委
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去年入园规
模企业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320亿
元，同比增长7.8%；园区规模工业总
产值占全市的比重达到72%，较全
省平均水平高出12个百分点。

2016年，我市以“园区倍增”工
程为抓手，加快项目调度引进、精准
发力，实现园区经济跨越发展。特

别是湘商产业园建设在推进我市新
型工业化中的支撑、引领和辐射作
用逐渐显现。截至去年底，湘商产
业园累计完成固定资产105亿元，
开工建设标准厂房422万平方米，
竣工 313 万平方米，签约企业 550
家、入驻企业290家、投产企业157
家，实现产值48亿元，税收2亿元，
并带动就业2.6万人。 （伍 洁）

去年入园企业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320亿

本报讯 1月11日上午，投资
6 亿元的广东鑫钛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生物蛋白项
目与邵阳县工业集中区正式签约，
这标志着邵阳县工业集中区最大
的单体工业投资项目正式落户园
区。园区办主任唐玉平告诉记者，
该项目的落户将创下县园区投资
之最，对园区招商、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据广东鑫钛生物科技股份公
司董事长陈阳城介绍，项目落户县
工业集中，占地 300 亩，项目建成
投产后，将实现 40 万吨昆虫蛋白
饲料生产能力，以及年出栏100万
头昆虫蛋白生猪的规模，年总产值
达到25亿元以上。在创造亿元税
收的同时，将直接带动 1000 以上

贫困户脱贫致富。
广东鑫肽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是由广州理想实业有限公司
与广州鑫肽生物蛋白股份有限公
司等企业进行股份改造组建而成
的现代化股份制企业，历经 20 多
年的发展，由最初的饲料添加剂版
块业务发展成为以昆虫蛋白为核
心的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
专业化、集团化企业。该公司专门
从事昆虫蛋白质资源的研究、开发
与利用和昆虫代谢产物的综合开
发利用，掌握大规模蝇咀养殖及生
产优质昆虫蛋白饲料的全套技术
和生产工艺，拥有多项相关的昆虫
养殖发明专利，科研成果丰硕，技
术水平国内领先。

（杨波 肖小亮）

邵阳县投资规模最大项目落户园区

本报讯 1 月 12 日，记者从邵阳
经开区获悉，该区湘商产业园现已实
现签约入园企业97家，吸引5000多名
员工就业。已投产的34家企业运营情
况良好，2016年实现年销售额5亿元，
年纳税额突破2000万。

目前，在“标准厂房区、品牌服饰
城、发制品产业园、特色工业区”四个
板块的引擎作用下，邵阳经济开发区
湘商产业园进入“四缸驱动”的快速发
展阶段。在2平方公里的湘商产业园
内，轻纺、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电子信
息等产业群日渐发展壮大，整个邵阳
经开区湘商产业园“雏形”初现。

标准厂房建成快招商好。在规划
用地800亩的标准厂房区内，邵阳经开
区的标准厂房如雨后春笋般一座座拔
地而起。2015年至2016年建设标准厂
房100余万平方米。其中自建标准厂
房50万平方米，工业地产及园企共建
项目50万平方米。现已开工建设101
万平方米，建成64.9万平方米，其中园

区自建标准厂房建成 44.5 万平方米，
企业自建标准厂房建成 20.4 万平方
米，完成投资19亿元。全面建成后，可
容纳100余家企业入园、3万人就业，年
产值达60亿元。建成的标准厂房企业
入驻率已达到80%以上，新安特风机、
金鹰锅炉、口味王槟榔、云起堂茶酒等
34家企业已入驻投产。

品牌服饰城缔造“工业地产”模式
典范。采取“工业地产”模式的品牌服
饰城由郑州邵阳商会投资建设，现已
全面启动建设，签约企业30余家。该
项目占地365亩，总投资10亿元，以服
装箱包生产企业为主导，整合原材料
供应、设计、加工、销售等整个产业链
的各类企业。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
开发 165 亩，建设 20 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二期开发200亩，建设23万平方米
标准厂房。现品牌服装城已开工建设
14万平方米，2017年上半年开工面积
将达30万平方米。

发制品产业园产业集群效应彰

显。我市现有发制品原材料粗加工销
售公司200余家、加工出口龙头企业7
家，被国家商务部确定为“国家外贸转
型升级专业型示范基地”。为发挥我
市作为全国最大发制品原材料基地的
独特优势，邵阳经开区规划用地 1000
亩，广泛吸纳外地企业加盟，培育年产
值过200亿元的发制品产业集群，打造
全国最大的发制品出口基地。一期用
地规模 400 余亩，计划建设面积 32 万
平方米，2016年新开工标准厂房8.6万
平方米，阳光、完美、唐人发、美丽来等
企业已全面开工建设。

特色工业区为“退城入园”企业安
好家。该工业区规划面积300亩，以提
升传统产业为重点，着力集聚孵化本
地“退城入园”的中小企业，培育年产
值过30亿元的特色产业集群。特色工
业区目前已吸引20余家企业进驻，其
中宝东农牧、天香生物、金美包装、蓓
因卫生制品等企业已建成投产。

（童中涵 刘敏）

邵阳经开区湘商产业园“雏形”初现

本报讯 1月12日，记者从邵东湘
商产业园获悉，至2016年年底，该园区
正式签约企业135家，34家企业入园投
产。这是邵东县坚持以机制创新为动
力，以项目建设为核心，以配套服务为保
障，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全力推动邵东湘
商产业园区建设结出的累累硕果。

上下联动形成招商合力。一方面，
邵东县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带队招商。
2016年10月11日至14日，县委主要负
责人带队，先后到广州、深圳两地召开招
商推介会，共与9家企业签下3.55亿元
的投资意向合同。招商团深入企业参观
考察，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真诚推
介、热忱邀请。其中，深圳锐科机器人自
动化有限公司等9家企业分别与邵东湘
商产业园签下投资意向合同。10月23

日，县政府招商小分队赴杭州等地宣传
湘商产业园的优势和政策，与13家企业
签下17.6亿元的投资意向合同。另一方
面，该县各职能部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多次开展部门联合行动促进小微企
业入园。其中，县税务部门对“楼上”家
庭作坊式企业进行排查清理工作，加大
税收征管力度，建好台账，做到应缴尽
缴。3个街道办事处和黑田铺镇政府、县
消防、安监部门加大对“楼上”企业、个体
户安全生产隐患的排查，引导企业入园。

全力推进标准化厂房建设。邵东湘
商产业园规划面积2.6平方公里，其中生
态产业园2平方公里，黑田铺中小企业
创业基地0.6平方公里。引进博宇、华美
嘉、巨龙、龙腾4家投资企业，首创该县
工业地产模式。到2016年年底，完成征

地1500余亩，拆迁房屋117栋，迁坟4900
棺，建设3个临时安置区建设，安置拆迁
户120户。现已开工建设标准化厂房
113.6万平方米，主体竣工100万平方米，
投产企业34个，投产面积62.1万平米。

该县坚持园区内配套设施与标准化
厂房建设同步推进，已投入10亿元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和拆迁安置。开通县城至
园区早中晚三班公共汽车，解决了园区
交通不便的问题；为化解园区通信信号
差的问题，在园区内增设2个通信基站；
园区水电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生产生活
用水用电分开装表计量；园区内的昭阳
学校建成使用，云山小学、兴隆小学完成
规划选址，年底动工建设，明年秋季开学
招生；垃圾中转站、农贸市场春节前竣工
投入使用。 （童中涵 宁旭）

邵东湘商产业园建设硕果累累

每一个“中国制造”耀世而出的
背后，都有相关各方马拉松长跑式
的投入和付出；每一个“中国制造”
要想长期领先，同样需要相关方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勤勉躬耕。

“中国制造”再传捷报。其一
是，李克强总理的“圆珠笔之问”，
终于有了回答，太钢集团已完成笔
尖钢制定标准的工作，并生产出中
国制造的圆珠笔芯，据悉相关产品
已完成第六轮测试。一些企业已
开始使用这些笔头，未来两年有望
完全替代进口。其二是，2016 年
苹果创新乏力、三星“爆炸门”事件
导致两大强劲国际手机品牌频频
受挫。与此同时，中国手机品牌悄
然跻身国际大牌行列，也为中国制
造在国际竞技场实现再定义。

从终于有了中国制造的圆珠笔
芯，到国产手机征战全球捷报频传，
都见证了“中国制造”的实力，可喜
可贺。但正如“圆珠笔之问”背后反
映的是“中国制造业之问”一样，我
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每个拿得出手、
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背后的“马
拉松长跑”。

一方面，每一个“中国制造”耀
世而出的背后，都有相关各方马拉
松长跑式的投入和付出。为了给
数百亿支圆珠笔安上“中国笔头”，
我国早在2011年就开启了这一重
点项目的攻关。具体到太钢集团，
经过五年数不清的失败，试验在
2016 年 9 月取得成功。大规模炼
钢十多次后，第一批切削性好的钢
材终于出炉。这批直径2.3毫米的
不锈钢钢丝，可以骄傲地写上“中
国制造”的标志，而这样的骄傲背

后，是无数的艰辛。
对华为而言，情况亦是如此。

仅以研发投入为例，华为过去 10
年间的投入约为 380 亿美元。在
2016年全球研发投入排名前10位
的企业中，华为名列第9位，约92
亿美元，已超过苹果、思科等巨头，
而 2017 年这一数字预计超过 100
亿美元，“华为不仅只做一个东西
（手机），在工程、工艺、芯片、算法
等方面都在开展研发。”“华为没有
追求短期利益或是一夜暴富，而是
更注重长远，更多地投资未来，是
一名‘长跑型选手’”。而国内像华
为一样，如此注重研发大规模投入
的企业，却少之又少。

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国制造”
要想长期领先，同样需要相关方面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勤勉躬耕。
正像我们看到的，中国高铁、航天
装备、核电设备等迄今实现的国际
化发展与突破，并持续地在该领域
制造上领先世界，绝非“躺在功劳
簿上”便能得来。还以手机制造为
例，从前些年诺基亚在短时间的衰
落，到现如今苹果的创新乏力，都
见证了在当今“互联网+”以及科
技迅捷发展的时代，“各领风骚三
五年”已属常态。以此而言，要想
让“中国制造”长盛不衰，除了企业
自身的不断努力、不断创新外，制
度设计的完善、科研环境的打造
等，必须同步“水涨船高”，和国际
接轨。

一句话，要让更多的“中国制
造”脱颖而出、领先世界、长盛不
衰，对方方面面马拉松长跑能力均
是切实的检验。

“中国制造”背后的马拉松长跑
李记

去年底，省政府下文批准同意宝庆工业集中区与邵阳经济开发区（北塔区）合并统称邵阳经济开发区，两个园区四
至范围不变，机构编制按权限和程序报批。图为建设中的经开区。 申兴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