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是西

05

2018年03月09日星期五编辑：陈玮英校对：王培娟美编：王祯磊

直通两会直通两会··市长访谈市长访谈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作为国
家粮食主产区、国家粮食生产核
心区，河南省驻马店市的全国人
大代表、河南省驻马店市市长朱
是西希望，各方面加大对中国（驻
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以
及驻马店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的支持力度。他同时建议，从
顶层设计入手，中西部地区在县、
乡、村三级完善规划队伍，弥补乡
村振兴中普遍存在的农村规划短
板。

加大驻马店
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作为农业大市的全国人大代

表，朱是西十分关注总理政府工
作报告中“三农”工作方面的表
述。国家“三农”方面成就辉煌，
令人振奋。河南作为农业大省、
粮食生产核心区，过去五年取得
了巨大成就。其中，驻马店作为
产粮大市，粮食产量达到132.5亿
斤，实现历史第二位的成绩，农业
产业化集群达到21个，2017年完
成193个贫困村摘帽。

朱是西表示，下一步将在乡

村振兴战略下加大驻马店一二三
产融合发展，构建驻马店农业强、
农村美、农民富的发展局面。在
确保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

在朱是西看来，首先要让农
业强起来，以产业兴旺为重点，以
现代农业发展为目标，将农业大
市向农业强市转变。运用资本市
场，扶持一批上市企业。积极培
养新兴农业产业，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将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驻马店目前有1500多家农产品加
工企业，但大多处在粗加工阶段，
产业链还没有完全拉长。接下来
将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
度，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
用。目前，鲁花、君乐宝等优质企
业已经进驻驻马店市。

今年1月 30日，农业部复函
同意河南省建设中国（驻马店）
国际农产品加工产业园。这一
历史发展机遇，可以说是驻马店
20 年农洽会的成果。朱是西表
示，未来，在农业部、省政府领导
下，以建设中国国际农产品加工
产业园为契机，以固定举办中国
农洽会为依托，打造农产品交易
中心。

其次，建设生态宜居，将农村

美起来。构建县、乡、村三级环卫
体系，解决垃圾围城、围乡、围村
现象，解决农村污水分流问题，田
边、路边、河边、湖边全面绿化。
将农村环境美化起来，农村田园
美起来，农村村庄、农村庭院美起
来，构建特色美丽乡村。

同时，县乡村三级构建规划
体系。在农民自愿，产业支撑的
前提下，在中心乡镇、中心村建立
农民集中居住区，节约利用土地，
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通
过土地流传，让农民的土地解放
出来，成为职业农民。朱是西表
示，在保证口粮和粮食安全的前
提下，调整产业种植结构，盘活农
村资源，发展农业合作社，成立农
业产权交易中心，从各方面增加
农民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
入，真正让农民富起来。”

加大交通等
基础设施支持力度
朱是西希望，各方面加大对

中国（驻马店）国际农产品加工产
业园支持力度，将该产业园列入
国家重点项目予以支持。同时，
希望商务部能够把产业园纳入外
商投资产业目录。他建议，海关

总署在产业园设立办事机构，加
快产业园的开放步伐。

朱是西建议，加大对驻马店
这一国家粮食主产区、国家粮食
生产核心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支
持力度。驻马店作为全国种粮大
市，担负着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
但也存在着农业收益比较低，基
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现实。同时，
驻马店又处在实施大别山革命老
区振兴发展规划全域区域内，有
着对老区贫困人口扶贫重任。

因此，他建议加大对驻马店
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构
建现代交通体系。比如，希望中
国铁路总公司加大对陇盐（甘肃
陇南至江苏盐城）铁路南阳—驻
马店—阜阳段的支持力度。朱是
西认为，这一线路尽早开通的意
义不亚于陇海铁路的又一条中国
中部东西交通大动脉。

朱是西还建议：从顶层设计
入手，在县、乡、村三级完善规划
队伍。他指出，目前，乡村两级的
规划基本无人问津，一个县里甚
至都没有独立的规划部门，有些
县仅仅在建设局里设个规划办管
规划。这一问题在中西部地区可
以说十分普遍，需要引起足够的
重视。

朱是西介绍说，目前驻马店
市已经率先提出，在不违背编制
的前提下，在县、乡、村三级建立、
完善规划队伍。在村镇建设管理
中心加挂乡村规划所的牌子，充
实专业人员。村里设规划专管
员，要求两委干部中必须明确一
个人负责规划工作。他表示，“不
仅要解决队伍问题，县里还要有
规划展览馆，乡、村里要有规划展
览室，将规划展览图挂出来，展示
出来。这样，不仅农村的规划滞
后问题跟上了，还将有效避免违
法建设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驻马店市市长朱是西：

加强顶层设计弥补农村规划短板
本报记者 范颖华

李郁华

宁夏石嘴山市是典型的资源
型老工业城市，“依重依能”的产
业结构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的
矛盾十分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
了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宁夏石嘴山
市市长李郁华表示，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对石嘴山而言，关键是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两个转
变”，即推动石嘴山由全区工业的

“摇篮”向科技创新的“摇篮”转
变，由工矿时代向生态时代转变，
努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创新驱动为第一动力
李郁华告诉记者，越是欠发

达地区，越是需要创新驱动，要以
创新驱动为根本，要把创新驱动
作为第一动力。创新驱动包括发
展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技术创
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政府服务方式创新等。
其中，突出创新平台建设，加快实
施科技创新“双倍增”行动计划，
建设科技创新园，支持企业建立
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集聚高
端创新资源，增强科技对经济发

展的贡献度和支撑力。
2017年，石嘴山市新增高新

技术企业8家、科技型中小企业30
家、国家级创新创业孵化器6家，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4.5
件，增长47%，增幅居全区第一。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创新人才
的支撑。李郁华介绍说，石嘴山
市积极培养本土企业家、本土人
才，制定符合具体实际、更有吸引
力的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政策
措施，大力引进科技领军人才、高
端技术人才和创新型人才团队，
努力打造具有区域带动力的人才
高地。

不仅如此，石嘴山市还加大
对创新企业的培育，实施企业成
长培育行动计划，建立科技型龙
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集群梯次培育机制，
推进“双创”示范基地建设，形成
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
立地”的良性发展格局，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2018年，我们要
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50家以上，
新增市场主体1万户以上。”李郁
华如是说。

做好“三大文章”
李郁华表示，石嘴山市接下

来要以三篇文章为核心。“浴火重
生”“腾笼换鸟”“无中生有”这三
篇文章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探
索新旧动能转换的新路径。

李郁华具体解释了这三大文
章。做好“浴火重生”的文章，就
是加速突破传统发展模式和产业
结构的“路径依赖”，引导企业开
展对标对表，围绕内部管理、技术
装备、质量标准、技术研发等全面
对标，加强改造提升和模式创新，
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努力实
现“老树发新枝”，让老企业焕发
出新活力。

做好“腾笼换鸟”的文章，则

是通过兼并重组、“破”“立”并举
等措施，倒逼落后产能淘汰、“僵
尸企业”退出、低效企业转型转
产，实现“优二进三”发展。实施

“亩产效益综合评价”办法，防止
出现“麻雀”换“乌鸦”的现象。以
培育科技型初创企业、成长型中
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为目标，抓
好“孵鸟”、“育鸟”，防止“腾笼空
鸟”。2017年，石嘴山市加快推动
企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
41家，清理闲置土地7975亩，淘汰
落后产能6.3万吨，退出煤炭产能
525万吨，为新动能培育腾出了充
足的空间。

做好“无中生有”的文章。
在医疗、养老、教育、文化等多领
域推进“互联网+”，大力发展网
络经济、现代物流、科技金融、医
养健康等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
加快打造特色小镇，推动乡村振
兴，推进农村电商全域化和乡村
旅游全域化，培育新的增长点，
实现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爆
发式增长，为新旧动能转换增添
新生力量。

发挥有形之手
和无形之手叠加效应
新动能的成长和壮大，需要

环境，也需要土壤。李郁华表
示，要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和
市场无形之手的叠加效应，加快
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资
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自由
充分涌流。争取在投融资体制、
市属国有企业、园区管理体制、
农村综合改革等方面取得新突
破，形成精准有效的制度供给，
增强动力、激发活力、释放红利。

李郁华表示，石嘴山市还将
通过加大产业投资、加长产业链
条、加快补齐短板，做大增量、做
活存量、做优质量，加出新实力。

李郁华告诉记者，石嘴山市
将发挥好投资拉动作用，通过投
资、引资、融资，集聚人流、物流、
资金流，打造产业的高地、投资
的洼地、百姓的福地。更加重视
投资结构调整、效率提升，着力
推进“四提高、两下降”。坚持招
商引资“一号工程”不动摇，以

“蚂蝗精神”抓招商引资，突出
“补链—强链—全产业链”招商
模式，将转移引进变成全新引
进、招商引资变成围绕主导产业
招商选资、粗放招商变成精准招
商、项目引进变成模式引进，形
成“引进一个、带动一批”的裂变
效应。

全国人大代表、石嘴山市市长李郁华：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范颖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