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招商·区域 2017年09月05日星期二编辑：陈玮英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20

张家口历史文化厚重，丰富
的旅游资源使张家口成为河北
省重要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
自冬奥会成功申办以来，已成为
新一轮的旅游目的地和投资创
业地。据悉，目前张家口正在通
过打造特色小镇、加强生态环保
建设等措施积极布局“旅游+”的
新业态和新项目，以此加快打造
现代立体交通体系和政策服务
体系。

正是依托张家口禀赋独特的
旅游优势，蔚县近年来旅游产业
也呈现出跨越式发展态势。

“蔚县坚持‘一业托三产’，着
力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融合发
展，努力建设国内知名全域旅游
示范地，积极融入京津冀大旅游
格局。”蔚县县委书记刘书锋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按照“一
轴一带四区”的旅游产业空间布
局，由点向面全面铺开。

蔚县旅游业
进入“快车道”
数据显示，2016年，张家口市

共接待游客5193.77万人次，同比
增长34.95%，实现收入519.24亿
元，同比增长45.65%。

蔚县，是全国文化先进县、中
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剪纸艺术
之乡、中国最佳民俗文化旅游城
市、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截至目前，今年全县游
客接待总量已突破210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预计2017年全县接待
游客数量将突破560万人次，旅游
收入将达到36亿元。未来5年内
游客年接待量达到1000万人次，
旅游业总收入达到100亿元，旅游
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5%。

在近期的“创新旅游发展模
式，打造全域旅游典范”为主题、
以“大好河山张家口，火树金花新
蔚州”为口号的首届张家口市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上，蔚县将全力
推出京西第一州文化旅游度假
区，统筹推进度假区内全域旅游、
脱贫攻坚、休闲农业、美丽乡村、
创建文明城市五项重点工作，实
现景区建设大突破、基础设施大
提升、旅游环境大改观，全力打造
蔚县全域旅游升级版、国内一流
旅游目的地，在张家口市率先建
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构建“大旅游”格局
蔚县不仅是河北省第一非遗

大县，其剪纸还与苏绣、钧瓷并列
成为代表中国的三大城市（民俗）
文化名片，被外交部定位为国家
级馈赠佳品。

“文化的交融，定能释放无限
的火花。这一直是蔚县坚持的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
念的初衷。”刘书锋对记者表示，

“近几年来，我们以创建全国全域
旅游示范区为引领，以筹办和举

办2022年冬奥会为引擎，通过全
面深化供给侧改革、整合旅游资
源、推进产业融合、培育四季旅
游、完善公共服务、改革体制机
制，由此推动全市旅游产业由传
统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由
单一景区向全域发展转变、由单
一部门管理向全社会共建转变，
构建起‘大旅游’产业发展格局，
实现建设国际休闲运动旅游城市
的目标。”

据悉，目前县内两个投资30
亿元的5A级生态文化休闲旅游项
目快速启动；中信暖泉古镇、民俗
文化产业园、重泰寺影视基地正在
规划建设。一座具有时代风尚、又
有蔚州风情的画卷即将展现。

“全域旅游”新意迭出
据悉，蔚县正以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深挖传统
文化，提升景区品质，延展产业链
条，全力打造“全域旅游”文化品

牌，带动经济社会快速、绿色发
展。

在“旅游+文化”上，依托深厚
的文化底蕴，蔚县全面构建文物
保护开发网络，注重在保护中开
发、在开发中保护，促进文旅融
合、协调发展。“修缮了蔚州玉皇
阁、暖泉镇西古堡南瓮城寺庙群
等古建筑，并着重推进剪纸文化
产业园、蔚州国际艺术园、蔚州古
城民俗园、暖泉文化产业园等园
区建设，全面展示蔚县民俗文化、
传统手工艺等特色。同时，深度
挖掘民俗文化，着力打造了‘蔚县
民俗文化旅游节’‘蔚县杏花节’
等节会品牌，吸引大量中外游客
到蔚县游古城、赏民俗。”刘书锋
表示。

在景区升级建设上，按照“一
轴一带四区”的总体布局，蔚县不
断加大投入，提升境内景区的品
质。在延展链条助增收上，蔚县
不断延展旅游产业链条，丰富旅
游产品，助农民实现就业和增收。

金融扶贫是扶贫开发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
增效和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
举措。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新
时期脱贫攻坚的基本方略，《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决定》提出金融支持脱贫攻坚
的一揽子政策，使金融扶贫取得
了显著成效，贫困地区金融服务
水平明显提升，宁夏西吉县就是
金融扶贫取得显著成效的典型。
西吉县金融部门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
西吉县推进“财政+金融+产业+扶
贫”联动模式，实施五项措施积极
开展金融扶贫贷款，支持产业发
展，提升企业自我造血功能，全力
助推脱贫攻坚。

助推企业产业发展
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最长效

的办法是发展产业。利用扶贫贷
款帮助扶贫企业成长，带动当地
贫困户发展，是西吉县金融扶贫
的一个重点。据了解，西吉县政
府出资建立了专门为农户、贫困
户和小微企业提供担保的民生信
用担保公司，西吉县信用合作联
社按照担保金放大8倍发放贷款，
专门支持扶贫企业。自合作以来
已发放贷款数千万元。专门生产
加工芹菜汁的西吉旺泉食品饮料
厂就贷到了其中的1000万元。

西吉旺泉食品饮料厂总经理
黄思军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贷不到这1000万元的贷款我们
这个生产线就没法生产。”西芹是
西吉县的主导产业，由于受价格

波动影响，大片西芹滞销。旺泉
食品饮料厂按照与农民签下的订
单，解决了200多吨芹菜的销路问
题，使不少贫困农户免受损失。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西吉县
信用合作联社已累计发放扶贫小
额贷款授信总额8.7亿元，扶持68
家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8家扶
贫龙头企业，有17650户贫困户、
526户种养殖大户从中受益。

据了解，为有效缓解中小企
业贷款难、担保难和融资成本高
等突出问题，促进中小企业快速
健康有序发展，西吉县抢抓产业
引导基金机遇，建立健全融资担
保机制，注入9700万元担保基金，
充分为当地中小企业、涉农企业、
专业合作社、种养殖大户等提供
融资贷款担保。目前，已为当地
中小企业担保贷款5700万元。

“只有乡亲们脱贫了，企业发
展壮大了，金融机构的好日子才
过得长久。”西吉县信用合作联社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金融扶贫
是联社的社会责任，不能看眼前

利益，也不能嫌贫爱富。

主动引入金融安排
2017年 2月 18日，西吉县汇

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隆重开
业。西吉汇发村镇银行是一家县
域股份制农村金融机构，旨在扎
根西部落后地区，助力三农经济，
服务小微企业，普惠城乡居民，深
化精准扶贫。

2016年12月22日，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与西吉县人民政府
结成“一司一县”结对帮扶。作为
继南京证券、长城证券、中泰证
券、长江证券之后第五家与宁夏
贫困县开展“一司一县”结对帮扶
的证券公司，光大证券将在西吉
设立分支机构，除了投资办业和
参与打造金融小镇等项目建设
外，还将提供优质IPO保荐承销服
务、新三板挂牌服务指导和培训
等帮扶工作。

宁夏证监局局长马炜说：“希
望通过光大证券与西吉此次‘联

姻’活动，将先进的资本市场理念
等‘软实力’输入西吉县，增强西
吉县自身‘造血功能’，盘活存量、
创造增量，促进西吉县经济社会
发展，从而早日打赢脱贫攻坚战，
迈向小康发展道路。”

西吉县聚焦难点补短板，破
除障碍求突破，解决了超龄户贷
款难、“黑名单”释放、存量贷款
转换等难题，深化落实金融扶贫
模式，创新扶贫投入机制，扩大
金融扶贫覆盖面，扶持建档立卡
贫困户发展脱贫增收产业，提升
企业自我造血功能，全力助推脱
贫攻坚。同时，创新“政府注资
贴息、银行授信、贫困户贷款、招
标合作社采购”金融扶贫模式，
积极引导各金融机构创新产品
体系，为企业提供特色化、差异
化的服务，并成立了金融扶贫工
作领导小组，组建了担保放大融
资平台，开设了风险补偿金专
户，初步构建了“一平台、一模
式、一协会和一体系”金融扶贫
格局。

蔚县构建“全域游”链条 打造“大旅游”格局
本报记者 石岩

西吉开发金融扶贫模式
提升企业自身“造血能力”

本报记者 马瑞悦

（上接第十八版）
高永胜介绍，银凤骨瓷

小镇坐落于罗庄街道，是临
沂市重点打造的30个旅游
特色镇之一。小镇坚持“城
镇省级样板、世界陶瓷小镇”
的主题定位，“齐鲁乐活陶
都、世界陶瓷小镇”的品牌形
象，将特色+旅游“双产业”驱
动的产业定位，坚持“一核为
心，五区环绕”高标准、高档
次建设。

临沂绿色材料智造小镇
位于罗庄区南部循环产业园
核心区，以镍基新型材料为
主导产业（镍基新材料产业，
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支
撑产业，是临沂八大支柱产
业之一、罗庄区四大优势产
业之一），包括镍基产业、孵
化研发、生活居住和生态旅
游四大内容。

静脉小镇秉承“垃圾是放
错地方的资源”的理念，以“给
我一座垃圾山，还你一处后花
园”为目标，构建“创意研发中
心+产业集聚基地+环保科普
文化旅游”的特色小镇，逐步
把静脉小镇建设成为鲁南新
型绿色产业集群地、中国静脉
产业研发智造地和北方环保
科普教育旅游地。

世界联合（北京）城市规
划设计院院长王川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
说，“多点”能够激发调动各
区域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
和创造性。当前临沂市罗庄
区正在各产业聚集点发力、
加力、聚力，以特色小镇和园
区建设为突破口，带动人才
集聚、资本集聚、新旧动能转
换带动产业升级和完善公共
服务配套体系，形成新的经
济增长点，加快实现城乡一
体化。依托地方产业基础，
打造特色小镇，是产业聚集
创新发展的出路，也是解决
城市病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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