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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勇 吴楠

近年来， 河南省与央企合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目前， 中央在豫企业达到 964 户， 资产规模

10347.5亿元。 2014年河南企业 100强中，央企占 32户，实现营业收入超过 5000亿元。

河南省副省长张维宁出席省政府召开全省与中央企业合作工作会议时曾表示，各央企在豫机构已

经成为推动河南发展的重要力量。 河南省通过加强与央企合作，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带动了产业集群发展，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了互利共赢。

在央地合作方面，河南省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兄弟城市借鉴。 其中，信阳专门建立了

与中央企业合作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引进央企，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而作为河南省内河

航运唯一实现通江达海的周口市，更是把招商引资项目和承接产业转移作为突破口，通

过服务央企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 濮阳把建成全国地热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城

市作为目标，近年来推动与央企省企在新能源、节能环保等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还有资

源型城市的代表，三门峡市把与央企战略合作作为切入点，努力打造亚洲最大的黄金综

合加工产业园和中部最大的风电基地。

近年来，河南省信阳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实施国

家三大战略，充分发挥自身前沿、生态、民智优势，与央

企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化，重组合作积极推进，项目质量

明显提升，助推地方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4

年，信阳全市生产总值 1757.34 亿元，增长 8.9%，实现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局面。

健全机构强领导

早在 2011 年， 信阳就在为推进与央企的战略合作

而运筹。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主要领导亲自

推动、亲自部署，积极征求央企对合作发展的意见和建

议， 建立了信阳市与中央企业合作联席会议制度，2014

年与信阳市推进企业战略重组联席会议合并成立信阳

市推进企业战略重组与央企工作合作领导小组，强化了

与央企合作工作的职能，拓展了合作内容。

各县区、市管各管理区、开发区也都参照建立了与

央企合作工作组织机构， 明确了分管领导和牵头单位，

加强了对与中央企业合作工作的组织领导，形成了上下

贯通、左右联通的立体式工作体制。

同时，加强与有关央企的联系，掌握了解有关央企

投资、规划意向及发展方向，建立了有关央企信息搜集

整理制度和合作项目进度月报制度， 对已签约项目、正

洽谈项目和有合作意向的项目分别建立了项目库，不断

完善与央企合作的各项工作制度。

发挥优势引项目

近年来，各地纷纷强化与央企合作，各类投资洽谈

活动层出不穷，一些重大项目陆续签约落地，但对于信

阳这样工业基础十分薄弱的地区来说， 因先天禀赋不

足，大多鲜有收获。

对此，信阳独辟蹊径，坚持“政府引导、市场导向、注

重实效、互利共赢”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优

势，在农产品加工、矿产开发、航空科技、生物制药、清洁

能源、文化旅游等方面，有的放矢、持续深入，推进与央

企“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战略合作。 经过不断努

力，东方盛世生态茶叶种植基地、航空航天高端紧固件

产业基地、河南甾体生物科技园、国际汽车博览城、抽水

蓄能电站、中信国安上天梯新材料科技园、鸡公山休闲

度假景区等一大批特色项目和规模企业陆续在信阳落

地生根，产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截至 2014 年年底， 信阳市与央企已签约合作项目

40 余个， 合同总投资额 781.79 亿元， 已建成投产项目

19 个，项目总投资 79.39 亿元，新开工建设项目 7 个，已

完成前期投资约 25亿元。

提升服务促落实

在与央企合作发展过程中，信阳主动贴近央企战略

意图和发展需求， 对重大项目采取量身定做的办法，一

手抓项目签约入驻，一手抓项目履约落地，因地制宜、因

企制宜，制定出专门的跟踪服务方案，完善“签约—落

地—投产—达效”的全过程服务。

涉及市直有关部门审批、审核的事项，建立“绿色通

道”， 大力推进联审联批制度和行政收费一费制， 提供

优质便捷服务。

涉及国家和省有关部门审批、审核的事项，市领导

积极赴京到省出面帮助协调解决，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在财税扶持、金融创新、开发模式、要素支持等方

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已经出台的扶持政

策；加大建设资金、税费减免、资源配置、扩大融资等方

面的扶持政策进行深入研究，不断完善支持央企在信阳

发展的政策体系，为央企在信阳投资发展创造良好的政

策环境、投资环境、发展环境。

抓好谋划调布局

央企聚集众多优秀人才、掌握核心先进技术，具有

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品牌号召力，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

量。因此，一批与央企合作重大项目的开工建设、竣工投

产，不仅可以带动信阳经济的即期增长，而且促进经济

结构调整、产业层次提升。

信阳充分结合自身实际，围绕提升水平、扩大规模、

拓宽领域、打造高地的要求，进一步把握合作方向，谋划

合作项目，优化产业布局。

对农业、林业、食品、养殖业等信阳传统优势产业，

重点引进能够提升技术水平，完善产业链条的重大项目

和关键技术，向产业链高端发展。

对现代化工、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等高成长性

产业，以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为目标，加快引进关键产

业链和优势企业，带动相关产业集群发展。

对动力电池及电动车、生物与新医药、新材料、新能

源等先导产业，加快承接央企技术转移，加强自主创新，

努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加快发展步伐。

对金融、物流、文化旅游等现代服务业，结合自身

发展战略和规划，在重点领域引进一批重大项目和龙

头企业，进一步创新体制，扩大规模，优化结构，提升

水平。

与央企的合作最终要落实到具体项目上，信阳坚持

以引进投资、企业重组、产权合作为主要形式，依托新兴

产业、产业集群为载体，以提供优势资源和优质服务为

手段，以吸引央企扩大投资规模、建设区域总部、研发中

心、营销中心和生产基地为重点，在工业、高新技术、基

础设施、品牌农业等领域谋划一批科技含量高、投资规

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促进产业聚集发展，构建

现代产业体系。

随着央企合作之树茁壮成长、开枝散叶，信阳又瞄

准了新的发展高度：随着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这个

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积极谋划一批重大项目向央企推

介，逐步实现由引进项目向引进产业的转变，促进产业

集聚发展，推动经济转型。

周口市位于中国河南省东南部，沙河、颍河、贾鲁河

三川汇流，交通便利，素有“小武汉”之称。 总面积 1.19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 1126万，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

华龙文化、姓氏文化、道家文化、农耕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 自 2012年以来，周口市持续深入开展“招商引资项

目落实年”和“承接产业转移突破年”活动，有力地促进

了全市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周口市自 2011年与央企合作工作开展以来，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 充分发挥全市推进企业战略重组及合

作领导小组与所辖各县（市、区）领导小组的协同作用，转

换思想，立足实际，创新方式，强化运作，扎实推进各项工

作，不断推动周口市与央企合作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建立健全与央企合作组织机制

周口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央企业战略合作

工作，从 2011 年就成立了由市领导为召集人，市发改

委主任为副召集人，市发改委、工信局、商务局、财政局

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周口市与中央企业合作联

席会议领导小组”。

2014 年 9 月，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市与央企合作工

作的领导，全面推进与央企合作项目顺利实施，市政府

正式下文成立周口市推进企业战略重组及合作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副秘

书长、市财政局局长兼国资局局长任副组长，成员包括

市政府金融办、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招商局、市规划

局等市直单位和全部中央企业驻周机构负责人。 指导

周口所辖 10 个县（市、区）参照市里做法，分别成立了

由分管县市区长任组长的与央企合作领导小组； 完善

全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机制，建立了协调服务、信息

交流、督导考评三项工作机制，规范与央企合作工作的

责任主体和工作内容，定期印发工作简报，在每季度对

全市与央企合作工作进行通报排名；强化各县（市、区）

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职能， 定期召开全市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工作会议，针对职责定位不清晰、基础工作不

扎实、推动工作缺乏有效方法等问题，组织国资、发改、

商务等部门与各县（市、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进行

座谈交流，统一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

精心谋划与央企合作推介项目

近年来， 周口市始终把与中央企业合作作为招商

引资和对外开放工作的重中之重， 主动创造性地开展

工作。 围绕《周口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

规划纲要》中的重点产业和重点项目，选择好对接点，

策划好与央企合作的重点区域、重点对象和重点活动，

制定《周口市与中央企业合作工作方案》。

每季度召开与央企合作对接工作会议， 要求全市

相关部门发挥自身优势，分工合作,及时共同解决与央

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全力做好与央企合作工

作；围绕周口的资源优势和特色，筛选、推介一批规模

大、辐射力广、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大项目。 同时还

超远谋划一批起点高、 科技含量大、 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和核心竞争力的科技项目， 为周口经济社会发展积

蓄后劲， 指导各县区立足于基本市情， 围绕先进制造

业、 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和文化旅游业等领域精心

谋划与央企合作推介项目， 2015 年又从全市 189 个

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中筛选出适合与中央企业对接合作

的项目， 充实到全市与央企合作推介项目库。 精心制

作了周口市与中央企业合作项目宣传画册， 形象直观

地介绍周口市情、资源优势、产业优势、集聚区建设、

重点企业和推介项目等， 使中央企业对周口市有更加

深入的了解。

跟踪推动已签约项目落地实施

截至 2014 年底，周口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与央企

合作项目有：周口市政府与中建七局合作的“四桥一路

三馆”等 14 个项目；河南久通电缆有限公司与中国自

动化控制系统总公司合作年产 15000 千米特种电缆及

配套产品项目；河南亿星集团与中电投河南分公司、中

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合作总投资 28.8 亿的周

口 2×300MW 等级燃气调峰热电项目；市政府和北京三

吉利能源股份公司合作总投资 48.1 亿元的周口隆达发

电扩建项目； 商水县政府和中农集团农机控股公司合

作总投资 2 亿元的年产 2000 台粮食烘干设备制造基

地项目。

2015 年， 周口市又实现三个与央企合作新项目签

约，分别是大唐电信沈丘呼叫中心项目、华电集团与沈

丘县政府 2×100 万千瓦燃煤发电项目、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苏美达公司与商水县政府苏美达轻纺工业园项

目。 其中大唐电信沈丘呼叫中心项目已经在沈丘县落

地实施， 大唐电信多年积累的良好的研发基础和优良

的市场资源， 整合周口市良好的产业政策和人力资

源，本着“发挥优势、相互促进、长期合作、互利共赢”

的原则， 投资成立的大唐融合沈丘呼叫中心基地，主

要承担周口区域内的高端呼叫外包群体， 充分利用本

地劳动力与场地资源，依托“大唐高鸿”的研发平台，

围绕优质群体客户展开高端服务外包业务。 该项目总

投资 2 亿元，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项目投资 8000 万

元， 二期项目投资 6000 万元， 三期项目投资 6000 万

元，计划三年内建设 1500 席位的大型外包基地。 项目

全部完成后， 年营业收入可达到 2 亿元， 实现利税

1000 万元，就业人数 4000 人，将成为全国云呼叫中心

外包领域标杆企业， 有力支撑了周口第三产业发展和

产业结构调整。

面对新形势， 作为河南省内河航运唯一实现通江

达海的周口市，主动融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发展机

遇难得，发展后劲十足。 开放的周口将进一步强化机遇

意识，增强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主动地寻求

与中央企业对接的新突破， 为中央企业在周口发展做

好服务，力争取得与央企合作工作新成效。

信阳：

引进央企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周口：

服务央企承接产业转移

中建七局合作兴建的体育场项目开工信阳市领导与央企负责人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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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中原根据地是如何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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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南百强企业中占据三成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