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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带，是辽宁省委、
省政府紧紧抓住东北振兴和沿海扩大开
放双重机遇，在不断深化对省情认识的基
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

长期以来，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封闭
式经济布局和特定国际环境的影响，辽宁
产业布局重点不是在沿海，而是在腹地。实
现辽宁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必须充分挖掘
沿海地区发展潜力，将沿海的区位优势和资
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转过身来，面向大
海，建设沿海经济带，打造沿海经济强省。秉
持了省委这一理念，2010年4月9日大连市启
动了新市区管理体制改革，把普兰店湾列入
新市区组团，并宣告普湾新区成立。

作为全域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普湾新区1008.5平方公里的区域正式成
为大连新一轮城市发展的核心区。于是，昔
日宁静的普兰店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吸引了辽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目光。

黄海岸线独领风骚

普兰店市位于辽东半岛中南部东侧，
海洋资源丰富，海岸线总长65公里，东临
黄海，西濒渤海。其中黄海岸沿线地带是
普兰店市最早的商贾聚集地，在这里矗立
着普兰店市最为古老的两个黄海古
镇———皮口镇和城子坦镇，在黄书页的记
载，这里曾经繁华一时。

皮杨陆岛经济区经济总量位居普兰店
市第一位。现拥有工业企业583家，从业人
员7万余人，产品销售收入达到300亿元。去
年完成招商引资11项，总投资513亿元。现
已建成“大杨服装、皮口碧海环保设备、海
洋产品繁殖加工、港口运输、海峰农产品和
宏峰现代农业”为主导产业的聚集群。

皮口镇作为古镇之一已被国家发改
委等6部委确定为全国重点镇。至今为止，
玉璘集团、有德集团、雁鸣集团等一批水
产品深加工企业和华明铸工、碧海环保设
备工程、弘盛船舶、恒达玻璃钢船艇等机
械加工企业已经先后入驻在此，发展潜力
巨大。皮口镇紧紧抓住辽宁沿海经济带开
发开放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将皮杨中
心产业区纳入北黄海经济带重点支持区
域的机遇，以“港航物流、装备制造、海洋生
物、服装服饰”四个主导产业和“现代农业、

滨海旅游”两个辅助产业为方向，规划布
局产业园区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发挥皮
口在皮杨中心产业区的核心地位和龙头
作用。水产业是皮口镇经济主导产业，被
国家农业部确定为全国水产品加工示范
基地、国家级水产养殖示范区，玉璘企业
集团被确定为全国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
位于镇内的黄海明珠———皮口港是东北
最大的陆岛交通码头，年客运吞吐能力可
以达到160万人次，与长海县正在建设的
鸳鸯港1000吨级码头实现对接。以长海陆
岛运输为主，具备了综合渔港、海滨旅游、
商贸服务、国防战略等多种功能，是大连
市建设东北亚重要国际航运中心的一个
地方综合性港口。

渤海湾底明珠璀璨

在普兰店市的西侧，就是美丽狭长的
普兰店湾。位于大连市的中心地带，是连
接大连主城区、金州新区与黄渤两海城市
组团的重要区域。“两环、四纵、五横”的道
路骨架，已经构成了发达的交通枢纽。正
在建设中的哈大高铁、渤海大道和大连快
轨金普线，将更加有力地助推区域经济快
速发展。如今，普兰店湾工业和民营经济

发展迅猛，已建成三十里堡临港工业区、
松木岛化工园区、普兰店经济开发区、炮
台经济开发区四大工业园区，基本形成了
以大连船柴和大连船推为主的船舶机械
制造、以大化为主的精细化工、以大杨服
装为代表的服装加工、以互感器和高压线
缆企业为主的电力设备器材、以中粮麦芽
和大雪啤酒为主的食品加工、以固特异轮
胎和东海软管为代表的汽车零部件等六
大主导产业。其中中粮麦芽（大连）公司年
产量达30万吨，单体规模居世界第一；以
大一互、北互、二互等龙头企业为牵动的
互感器产业体系，已发展成为我国北方互
感器生产基地。

截至目前，普湾新区共安排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113个，总投资600亿元。今年计
划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252亿元。新区
招商引资硕果累累，共签约项目61个，引
进项目资金1191.6亿元，一批在国际国内
有影响力、有产业链带动作用的企业纷纷
落户投产。目前，新区已引进超10亿元项
目28个；储备在谈项目76个，投资规模
1870亿元，其中大船工业船机重工、新氏
传动大型工业齿轮箱、万科海港城等项目
已经开工建设；日立超超临界发电机组、
海跃船舶、会展城、绿地新城、大医附属三

院等26个项目已经陆续开工建设；科聚工
程塑料、林德气体、嘉盛EPS、国瑞碳纤维、
百孚特碳纤维复合材料等新兴产业项目
已经成功落户。

激情普湾，魅力呈现

按照辽宁省省长陈政高提出的“一年
出形象，三年初具规模，五年基本建成”的
要求，普兰店市秉承城市化、产业化和生
态化融合发展的理念，高标准规划，高水
平建设，高强度招商，力争把普湾新区早
日打造成为城市功能齐全、产业发展领
先、生态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富裕的示范
区，成为大连市的“次中心”和“国内一流、
国际知名”的新市区，为此，普湾新区科学
制定了普兰店市（普湾新区）“十二五”规
划。

站在世界顶端谋发展，使普兰店市更
加超前，思维更加创新。按照组团拓展、点
线面结合的发展思路，根据自身空间发展
趋势的要求，普兰店市构建了“两区两轴
六组团”空间格局，形成优势互补。其中“两
区”指核心区和拓展区两大功能区；“两轴”
即皮长发展轴和兴唐发展轴，依托皮长高
速、兴唐公路形成两条经济快速发展的带
状区域，承担联系“两区”、沟通“六组团”的
重要功能。“六组团”是指三十里堡组团、复
州湾———炮台组团、拓展区功能组团、皮
杨组团、安波组团、莲山组团。

按照大连“十二五”全域城市布局和
“两核七极九节点”的框架，构建“普湾新区
（核心区）———皮杨新城、安波新城———中
心镇”的城镇经济体系格局。其中普湾新
区（核心区）是大连全域城市布局“两核”之
一———新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域城
市化的主体；皮杨新城是全域城市化的次
中心区域，安波新城和莲山中心镇是全域
城市经济化的重点发展区。

如今，两区两轴六组团范围在扩大。
作为大连新市区组团的核心功能区，普湾
新区将肩负着引领大连未来经济腾飞的
重任，未来将建成以研发机构和孵化基地
为主的科技创新基地、以大学城和职教中
心为主的人才培训基地、以行政办公和商
业文化为主的城市中心区、以总部经济和
高端商务为主的总部经济区、以生活居住
和休闲娱乐为主的生活宜居区、以新兴产
业和临港工业为主的产业聚集区。

普兰店从“向海战略”中脱颖而出
丁红 刘永泰 李申 本报记者 王世安

王振香刘永泰 李申 本报记者 王世安

54年，对于历史长河就是短短
的一瞬间，然而，对于一个由集体建
筑施工企业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管理
现代化、产业多元化的大型企业集
团来说，却是一个蕴涵了企业兴衰、
漫长而曲折的历程。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
中，大连三川建设集团已成为一家
拥有各类专业技术管理人员及工人
3110人、各类大型机械设备 386台
（辆）、企业总资产达 10.8亿元的大
型企业集团。年均创产值 25亿元，
旗下产业已涉足工程建筑、房屋开
发、物业管理、物资供应、土石方工
程、劳务服务、产业园区等多个领
域，拥有子公司 18家、2个产业园、1
个国际劳务部，并拥有 12项经营资
质，荣获各类荣誉 200余项。

凭借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及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三川集团抓住机
遇，修内强外，争做建筑业的排头
兵，逐渐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大连建
筑业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华丽转身

在三川集团的发展史上，三川
人在 1992 年已经历过一次“股份
制”改革，但是由于受到特定历史条
件的限制，第一次改制并不彻底，企
业还存在着旧体制延续下来的各种
弊端，所以改制并未完全取得成功。

员怨怨怨年，现任总裁的田斌走马
上任，并在 圆园园猿年启动了三川历史
上的第二次改制。二次改制使企业
放下了沉重的包袱，轻装上阵，积极
参与市场竞争，并取得了可喜的成
果。企业在拓展本地业务的同时，通
过调整战线，业务触角逐渐向山东、
山西、河北、江苏和内蒙古等省份延
伸，并与日本、俄罗斯、埃及、尼日利
亚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进行合作开展
施工劳务业务，从而实现了企业经
营由区域性向全国性和国际化的转
变。圆园园源年企业正式成立集团公司，

并在总裁田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
成为今天年均创产值 25 亿元的大
型的、多元化的现代企业集团。

圆园园远年企业正式更名为大连三
川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年顺
利晋升为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企业，并相继获得“全国优秀施
工企业”、“全国诚信施工企业”、“中
国建筑业综合实力 员园园 强企业”等
称号，标志着三川集团正式跨入了
中国顶级建筑施工企业行列。

发展多元化

近年来三川
集团坚持以建筑
施工为主，积极参
与市场竞争，先后
承建了大连船舶
重工坞区和码头
的改扩建项目、大
连石化公司信息
综合楼项目、大连
西太平洋石化公
司渣油加氢安装
项目、辽宁省体育
训练中心柏叶基
地项目、长春绿色
人居项目、天津商
联大厦项目、厦门
海天国际公寓项
目等省内外重点
工程项目，不仅锻
炼了三川人打硬
仗的能力，也提高
了集团技术队伍
的整体水平，实现
了多种新工法的
应用。

同时，三川集
团不断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不仅
成立了房地产开
发公司，向民用住
宅开发领域进军，
而且相继投资兴
建了大连花园口

润田产业园和大连海湾工业区三川
产业园，加大工业地产的开发力度，
从而使集团的开发体系不断完善，
并开辟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截至目前，大连三川建设集团
已拥有 12项经营资质，其中的“房
屋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是三
川集团成功迈入国内建筑施工顶级
市场的准入证，而国家商务部批准
的“对外国际工程承包”资质，则成
为大连三川建设集团走出国门，跨

入国际市场的“敲门砖”。此外，三川
集团正在筹备成立建筑设计院，以
促进企业向新的工程总承包模式转
变，实现企业向上游业务扩展的纵
向一体化战略，确保三川集团以建
筑施工为主业、多元化发展战略的
成功实现。

管理上的提升

随着建筑市场竞争的日益激
烈，三川集团所处的经营环境日趋
复杂、多变，如何以最低成本创造
出最可观的利润，是三川集团经
营者们时刻考虑的问题。要想在
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
地，就必须从内部管理入手来控
制现在、决策未来，达到企业预定
的目标。
为此，集团高层主动走出去，深

入学习和掌握全面预算管理思想的
精髓，以提高自身的认识，强化全面
预算管理理念，并通过聘请精通全
面预算管理思想、了解建筑行业特
点的专家为企业顾问，定期对集团
员工进行统一培训和辅导，为企业
推行全面预算管理铺平道路。实行
全面预算管理后，三川集团从决策
层到部门执行层，一切经济活动均
受控于预算，即事前受制于预算控
制，事中受制于会计监督，事后受制
于预算考核，形成了具有一定竞争
优势的管理体系，为三川集团的发
展和腾飞提供了充足的原动力。

为企业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寻找
一个合适的平台，促进了企业全面
预算管理的推行。近年来，三川集团
通过加强自身信息化建设，有效实
现了企业管理的系统化、精确化和
实时化，使企业具备了更强的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通过企业信息系统的建设，三
川集团构建了企业数字神经网络，
对内实现了人力、资金、物料、信息
资源的统一规划、管理、配置和协
调；对外利用互联网实行网上招投
标、网上采购，大大降低了企业的采

购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
力。信息化建设还为企业提供了一
个规范各类管理流程的“载体”，通
过该载体配合相应的管理制度，使
企业的管理流程更加规范化、标准
化，实现了企业管理手段上的革新，
促进了企业管理的现代化、科学化。

人才和技术是竞争力

作为大连市乃至辽宁省建筑行
业的龙头企业，三川集团从自身的
业务实践和对行业的摸底考察中，
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企业的重要性。
出于自身需要以及社会责任感，集
团利用自身的优势，出资成立了大
连三川职业技术学校，专门培养建
筑行业的中级技术人才，以解决企
业缺少实用型技术人才的问题，促
使行业健康发展。

为了提升技术创新能力，跟上

时代的步伐，三川集团构建了以企
业为中心的技术创新体系，成立了
企业技术中心，并先后通过市省两
级的技术中心认定答辩，于今年正
式升级为省级技术中心。企业技术
中心不仅加强技术储备的研究，还
着眼于新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更加
注重与市场联动的新技术研究和新
产品的开发。企业技术中心的成立
为三川集团的发展带来了质的飞
跃，形成了三川集团独有的技术优
势和核心竞争力，为企业在竞争激
烈的建筑施工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夯
实了基础。

缘园年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三川集
团由小到大，见证了三川集团的兴
衰成败，见证了三川集团的成长与
成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信经过
风雨洗礼的三川人会再接再厉，继
续大步向前，推动三川集团迈向新
的辉煌历程。

三川集团：
一个建筑企业的多元化探索

田斌在中国慈善论坛上发表演说

建设中的三川大厦

9月 3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和中国服装
协会在大连世界博览广场举行了授牌仪式，正
式授予普兰店市“中国西装名城”的称号。

目前，普兰店市服装纺织企业已经发展到
60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166家，从业人员
4 万多人，服装加工能力 8200 万件（套），年总
产值超过 200 亿元，约占大连市一半以上。其
中西装年加工能力约4200万套，年产值约 150
亿元。

中国服装协会顾问蒋衡杰说，目前，我国西
装行业已经进入发展黄金期，完成了从单一来
料加工向品牌构建的转变。普兰店市需要更好
地发挥产业集群优势，培育大企业、创建大品
牌、建设大市场，从而带动地区产业升级。

在普兰店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支持
下，昔日以李桂莲为首的农民企业家，创办了名
扬海外的大杨集团，有力地拉动了普兰店市乃
至大连市服装行业的迅猛发展，孵化了一个又
一个服装企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服装管理体
系和集团军。经过多年的努力，普兰店市打造、
培育了大杨集团已迅速地发展壮大，并且真正
地带动了一大批后起服装企业发展。现在，大杨
集团西装出口数量连续四年位居全国第一，年
西服出口量 600 万件 /套，全国排名第一，成为
世界服装行业的 500强企业。大连大杨创世股
份有限公司受邀成为世界经济论坛全球成长型
公司会员。

以大杨集团为龙头的服装产业链，已扩大
在国际国内服装加工领域的影响和吸引力，
使普兰店市做大做强服装产业战略发展获得
最大成功。据了解，普兰店市将进一步制定
并规划发展面辅料代销中心、品牌代工中心
和西装产业加工区，努力将“中国西装名城”
做成世界上的“服装母舰”，成为在世界舞台
上的服装名城。

大杨孵化
中国西装名城

丁红 本报记者 王世安

普兰店市市长张乙明（右）代表市政府
接受“中国西装名城”牌匾

东临黄海 西濒渤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