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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引进一
个项目、带来一批人才、打造一个
团队、带动一个产业，推进“招商
引资”与“招才引智”融合互动机
制已在全国各开发区展开。

上海福卡智库特聘顾问、高
级经济师施蔷生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加强“招
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的融合，以

“团队+技术+资本”的招商新模
式，引进人才、技术、品牌，将是实
现招商产业发展的最佳组合，达
到“双赢”。

为“实体经济”挖人才
浙江省嘉兴桐乡市委副书

记、市长王申峰在桐乡市“智能制
造与互联网+招商引智”推介会上
结合地方自身发展给出了一个路
径。

随着嘉兴地区全面接轨上海
示范区建设的深入推进，桐乡将

成为沪杭同城的连接区、沪杭发
展的拓展区、沪杭提升的服务
区。希望能有更多的智能制造与
互联网项目和人才落户桐乡，能
为桐乡的发展插上翅膀。

开发区作为桐乡经济的主战
场，在先进制造项目的招商引智
上不遗余力。桐乡经济开发区管
委会副主任郑熙说，近年来，桐乡
实施的“人才强市”创新驱动战
略，借力《桐乡市多层次人才体系
政策实施意见》新政，以人才集
聚、作用发挥、平台提升、政策创
新、创业服务“五位一体”人才生
态优化工程为抓手，集聚高端人
才、引育紧缺人才、培养实用人
才，为推动“实业兴市”，振兴“实
体经济”提供了智力保障。

针对当地“一业一网”领域的
优秀人才，新增“重点行业人才”
这一补助对象，打破高学历、高职
称硬性门槛，对企业新引进的全
职在该市工作，且年龄不超过50
周岁的从事互联网、旅游、文化创
意、设计服务、高端服务、基金管

理等重点行业的核心骨干人才，
经认定可参照享受新引进高层次
人才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津贴和
购房补助政策待遇。

近年来，该市与其他地方一
样，按照自身优势，围绕产业招才
引智、集聚人才带动产业的工作
思路，浙江大数据交易中心、腾讯
众创空间、乌镇互联网医院等一
大批产业平台相继落户，吸引互
联网、信息技术等行业人才100余
名。

以“招才大使”助招商
聘任“招商顾问”、“招商大

使”、“招才大使”成为各地招商部
门获得智力支持的做法之一，而
湖北省黄冈市更是将这种智力桥
梁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黄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美
频表示，受聘的黄冈市人民政府

“招才顾问”、“招才大使”、“招商
大使”们是社会稀缺资源，也是黄
冈的宝贵财富，一定会在项目投

资、产业发展、人才引进方面为黄
冈搭建合作桥梁。

“欢迎海内外企业家来黄冈
看一看！”今年7月，湖北省黄冈市
委书记刘雪荣动情“吆喝”在“华
创会”举办的专场活动上，并得到
了签约15个项目，总投资额约115
亿元的纪录。

投资8亿元落户黄冈市黄州
区南湖工业园的法国司米橱柜公
司首席财务官雅克·汉斯透露，这
里的招商引智政策“太有诱惑力
了”。

此次为黄冈市实施招商引资
“一号工程”站台“吆喝”的有：中
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朱英国等7位两院院士

“招才顾问”；北京居然之家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汪林朋、奇虎
360董事长周鸿祎祎、黄冈中学校长
何兰田等8位“招才大使”；湖北长
江经济带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含冰等10位企业家“招
商大使”。

受聘为“招才顾问”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
研究所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桂建芳表示，会尽量为黄冈
发展特别是人才引进提供智力支
持，利用人才资源为黄冈老区发
展提供建议，同时推动更多科技
成果在黄冈转化。

施蔷生认为，全面落实“引
才”、“引智”政策是促进招商引资
的关键。现在很多地方实施的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生活绿卡”制
度，助力创新创业人才快速落户、
签证、居留、医疗保障、购房、家属
就业、子女就学和社会保险等内
容，最大化地解决了企业发展的
后顾之忧。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
兼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人才是否留得住、用得好,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环境。进一步完善
激励机制，激发科技人才的创造
潜能，变“智者”成为发展地方经
济的新引擎、动力源。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
品牌农商发展大会，公布了100个

“2017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西吉马铃
薯”榜上有名，成就“百里挑一”。

西吉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马宗正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近年来，西吉县坚持

“政府推动、科技驱动、龙头带动、
市场拉动”的产业化发展路子，加
快推进马铃薯产业化进程，马铃
薯产业已成为西吉县农民脱贫增
收致富的主导产业。产业发展呈
现“种薯繁育、鲜薯外销、淀粉加
工、主食开发”四薯并进的良好势
头，初步形成了产、加、销一体化
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实现了马
铃薯种植面积、产量和效益“三提
升”。

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发展

“多年来，除了拥有‘中国马
铃薯之乡’这一美誉，西吉县还相
继获得了‘国家马铃薯区域性良
种繁育基地’、‘全国马铃薯种植
大县’和‘全国马铃薯标准化生产
示范县’称号，西吉马铃薯及其系
列产品以其口感好、品质优等特
点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产品畅销
国内外。”

盛夏时节，西吉县吉强镇万
崖马铃薯产业集成技术示范园
区，正在培育的种苗长势喜人，让
人感受最强烈的是，园区通过科
技创新、研发应用、试验示范等科

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开展马铃
薯产业技术难题攻关研究，进一
步挖掘马铃薯增产能力，增强马
铃薯行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以
科技创新引领马铃薯产业发展。

万崖马铃薯产业集成技术示
范园的建立，为破解制约西吉县
马铃薯产业发展的技术难题注入
了活力。园区重点以引进筛选一
批适宜当地栽培的马铃薯全粉加
工型新品种、总结完善适宜不同
区域的高产栽培技术模式为目
标，重点开展马铃薯新优品种和
主食化品种的引进与观察、旱作
节水种植模式、田间杂草防除技
术等试验研究。并与自治区农牧
厅、宁夏大学、农科院等科研院所
加强科研合作与交流，同时引进
区内外马铃薯产业技术研发人

才，促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向更
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为马铃薯
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
支撑。

龙头企业
带动产业升级
西吉县马铃薯主食加工业发

展迅速，正向标准化、规模化、自
动化、专业化的方向迈进。

目前，西吉县万里淀粉有限
公司、宁夏佳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新营淀粉公司、固原雪冠淀粉
有限公司等7家龙头品牌淀粉生
产万吨规模以上，个体三粉加工
户2000多户，马铃薯年加工转化
能力达到70万吨以上，年生产精
淀粉、全粉、“三粉”10万多吨。

自2015年西吉县被确定为自
治区马铃薯主食化战略试点县以
来，重点扶持勇兴三粉加工公司
等企业开发建成马铃薯面条、馒
头等新型马铃薯主食产品生产
线、饼干产品生产线数十条，扶持
伊香等企业开发特色食品马铃薯
馓子、麻花等产品10多种，延伸了
产业链条，拓宽了产业领域，满足
主粮多样化需求。形成了以精淀
粉、变性淀粉、休闲食品为主的加
工体系，呈现出集群式、系列化、
精深化发展的良好态势。

马宗正表示，西吉县近年来
认真推动实施农村产业融合试点
示范工程，按照“标准化原料基
地、集约化加工园区、体系化物流
配送和品牌化市场营销”的马铃
薯全产业链竞争型企业标准，培

育了宁夏向丰、宁夏佳立、宁夏国
圣、西吉勇兴等数十家马铃薯全
产业链竞争型企业，企业示范引
领作用日益突显。

市场服务
助推产业步伐
近年来，西吉县农业社会化

综合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水
平不断提升，有效推动了马铃薯
产业发展步伐。目前，全县拥有
农村电商网络交易平台10多家，
种薯、商品薯实体交易市场两大
类19个，农业社会化综合服务站6
个。

宁夏佳立马铃薯种薯繁育中
心建成的种薯交易中心是全县唯
一的种薯交易市场，集种薯繁育、
信息发布、检验检测、成果展示、
仓储物流、电子商务等功能于一
体，年交易种薯能力10万吨以上，
可实现交易额2亿元，交易市场将
成为西吉县马铃薯种薯走出宁
夏、走向全国的桥梁。

据了解，西吉县商品薯交易
市场19个，呈现南有将台、北有新
营、西有田坪马铃薯专业批发市
场为中心，其余16乡镇有集散地
的良好格局，从事马铃薯种植、销
售的专业合作组织80多家，农民
经纪人 200 多人，销售贩运大户
1000余户，年外销商品薯达70万
吨，马铃薯鲜薯及其产品销往全
国十多个省(市、区)，并打入东南
亚、中东等国际市场。网络电商
平台的快速发展，使马铃薯鲜薯
及其加工食品线上销量也日益增
长。

招商引资+招才引智 推动园区新发展
本报记者 马国香

西吉马铃薯全产业链模式成就“百里挑一”
本报记者 马瑞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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