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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纺织
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 研 发 生 产 基
地，建成国家重
大化纤技术装备
国 产 化 研 制 基
地。唐明业 摄

◀湘中制药
成为全国最大的
抗癫痫药物生产
基地。图为自动化
生产场景。

唐明业 摄

▶ 彩 虹

特种玻璃，制

造 技 术 领 先

全球。

唐明业 摄

厚 积 成 势 破 茧 成 蝶
——写在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晋升千亿园区之际

邵阳日报记者 刘 波 通讯员 尹红芳 肖 薇

营商环境是一座园区的软实力、生产力。
这几年，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连续开展“优化
营商环境年”建设行动，着力解决营商环境中
的突出问题，破解“赢商”密码，推动营商环境
整体水平系统性提升，催生吸引客商的最暖
政策、最优服务和最大诚意。

打造高效优质政务服务。在原来独立行
使 124 项市级审批管理权限的基础上，2022
年，园区再新增49项权限，并出台《邵阳经济
技术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赋权事项清单》打造
具有园区特色的全链条闭环审批模式。截至
上月 29 日，园区“一件事一次办”共计办理
8550件（线上办理1761件），好评率100%。

提供全面周到政策支持。出台《邵阳经
济技术开区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若干政策
措施》等优惠措施，对500强企业、行业龙头
企业、上市公司等企业，在产业发展资金、产
业基金投资、物流补贴、无尘车间装修补贴
等方面，实行“一事一议”，其中企业上市、设
备补贴等单项奖励最高可达 1000 万元。仅
2021 年，园区兑现政策资金近 10 亿元，为
279家企业争取政策资金8300万元，减税降
费2亿多元。

打造最优保障环境。建立招商联络员、全
程代办员、企业服务员“三员”服务机制，深入
开展“万名干部联万企”“三零四到”“三优先
三到位”等精准服务。2022年，园区组成9个
行动小组，派出96名联企干部和233名驻企
联络员，助力企业“纾困增效”，共摸排“四上”
企业问题226个，销号226个；2022年10月中
旬，面对市区新冠疫情，园区统筹做好经济发
展、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园区58家企业实
现闭环式生产。出台“十个严禁”规定，构建起

“亲”“清”的政商关系。政法、公安、检察机关
出台30条刚硬措施“亮剑”施工环境堵点、痛
点，重拳打击阻工闹事、非法信访等行为，全
面护航“五好园区”建设。

打造最活创新发展环境。园区获批三类
工业用地1500亩，拥有标准厂房300万平方
米，可真正做到签约即工地、落地即投产。邵
阳海关在园区通关，建成进出口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公共型保税仓、出口监管仓和3个自
用型保税仓，培育出156家外向型企业，搭建
起开放合作大舞台；建设30万平方米东盟科
技产业园、400亩中非经贸产业园区，架通对
接东盟和非洲的经贸合作桥梁；借力社会资
本运营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园、亚太宝隆产业
园、国际数控机械产业园等 10 大特色产业
园，搭建承接产业转移的广阔平台；建设线上
线下一体化的金融服务平台、专门服务园区
的市人力资源服务平台、保通保畅的铁路货
栈场现代物流平台。2022年向企业输送入职
人员9038人，兑现招工奖励76.62万元。

提供宜居宜业的配套保障。提供2500套
人才公寓，实现企业家和高层次人才拎包入
住，仅2022年引进专业类、技术类、管理类等
各类人才600余人。大力推进产城、产教、产
金大融合，建设了湘商产业园配套区、十井铺
两个建筑面积达60万平方米的生产生活综
合配套区，建设了12公里长的红旗河生态管
廊，基础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不断完善。

一系列有力举措，让邵阳经济技术开发
区“软”“硬”环境改天换地，成为投资兴业洼
地，引得客商纷至沓来。十三五期间，建设省、
市重点产业项目 167 个，总投资 876 亿元；
2022年，园区围绕“两主一特”产业链引进各
类产业项目63个，完成合同引资额107亿元，
为园区发展增添强大后劲。

优环境，引来企业千万家

在建设港珠澳大桥时，几根吊带吊起
了6000吨重的钢结构混凝土预制件。吊带
是用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制成的，有极
高的强度。

生产高性能特种纤维吊带，对生产设
备有着极高的要求。但对邵阳纺机来说，不
在话下。用在港珠澳大桥吊带的生产设备，
正是出自该公司。

近年来，邵阳纺机锚定创新促发展，建
成国家重大化纤技术装备国产化研制基地
和印染后整理设备研制基地。凭借特种化
纤设备生产核心技术，邵阳纺机成为国家
指定的少数几家熔喷布设备生产企业。

近年来，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不断厚植创新沃土。先后
出台支持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企业、人才引
进、知识产权等文件，引领园区企业走好创
新之路；建设特种玻璃技术研究院、先进制
造技术研究院等技术平台，为产业发展赋
能；建设1万平方米“蜂巢创客”、5万平方
米的孵化器、100 万平方米的湘商产业园
（创新创业园）标准化厂房，搭建全生态创
新创业平台；实施“知识产权强区”战略，健

全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打通知识产权
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等链条……

到目前，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获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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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92家、国家级和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31家、知识产权国家示
范企业1家、知识产权国家示范优势企业11
家。2020年至今，园区企业累计获得专利授
权1353件，目前，园区企业发明专利拥有量
为222件，其中近3年来新增134件。

创新驱动点燃发展新引擎。如今，走在邵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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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克液压被国家工信部评为智能制造示范工
厂；拓浦精工实现全程自动化生产，30秒生产
一个电饭煲；三一专汽全面实施制造现场和
设备的数字化改造，完成1.0版灯塔工厂建
设，每8分钟可以下线一台新车，生产能力领
先行业5年以上水平。三一无人智能搅拌车、
邵阳纺机特种化纤设备及旋挖钻机、拓浦精
工“老釜牌”智能小家电等近20个自主品牌，
在全国乃至全球“叫得响、走得出”。

谋创新，赢得竞争主动权

2022年9月22日，三一专汽发
布六款新能源车新品，签约销售上
千辆新能源工程车。

三一专汽是全球最大的工程
搅拌车生产基地，产销全球第一，
占据全球份额的1/5。2021年，共
生产搅拌车、自卸车及新能源工程
车近4万辆，完成产值近150亿元，
十年间产值增长了 315%。如今，
它正全力朝着年产值 300 亿元的
目标迈进。

三一专汽的成长，折射出了邵
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发展的良
好势头。

近年来，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久久为功兴产业，坚定不移强龙
头、铸链条、建集群、促转型，推动
产业从“高原”迈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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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球疫情
防控贡献了邵阳力量。湘中制药成
为全国最大的抗癫痫药物生产基
地，丙戊酸系列产品占有全国同类
产品80%的市场份额。亚洲富士电
梯成为全省最大的整装电梯生产
基地，打造了中西南地区最高的电
梯试验塔（159米），建成全球最高
的智能立体车库（109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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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显示产业链群从无到有、
异军突起。主动打破落后地区不能
发展“高、精、尖”战略性新兴产业

思维模式，彩虹玻璃、邵虹玻璃建
成突破国际“卡脖子”技术的“两块
玻璃”生产线，特种玻璃制造技术
领先全球；引进北创光电、铭基集
团、兴悦科技、荣博科技等近58家
下游产业链项目，形成了年产值
200亿元的新型显示产业链群，为
我市建设中国（邵阳）特种玻璃谷，
打造全国电子玻璃产业基地夯实
坚实基础。

传统产业再造优势。以三一
专汽为骨干，引进了链上企业100
余家，打造出以三一专汽、邵阳纺
机为龙头企业的先进装备制造产
业链，目前年产值近 500 亿元。以
建成国内第一条工业 4.0 厨电柔
性生产线的拓浦精工为标杆，建
成智能制造工业4.0产业基地、富
士电梯等项目，引进南京苏盾、金
属门窗等链上企业 20 余家，形成
了年产值 150 亿元的智能家居家
电产业链。

优势产业特色化、品牌化。特
色轻工产业成为出口主力。以阳光
发品、美丽来发品为骨干建设了邵
阳发制品产业园，培育发制品企业
30余家，获批国家外贸转型升级专
业型示范基地，年出口超 8 亿美
元。九兴鞋业是亚洲最大制鞋企业
九兴控股集团在国内最大的鞋业
生产基地，年产NIKE、乔丹等世界
体育品牌休闲鞋800万双以上。

如今，邵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已
集聚起700余家企业，其中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240 家。2022 年，园区
技工贸总收入突破 1000 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12.2%，预计完成规模
工业总产值530亿元。

兴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产业聚集的

经开区，坚定不移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努力打造宜居宜业

绿色生态园区。

唐明业 摄

▶三 一 专 汽
在经开区内建成
了全球最大的搅
拌车生产基地。

唐明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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