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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二连三的煤矿倒闭让辽宁
阜新清河门区的人们陷入低迷，
这个依靠煤炭资源发展的小县城
曾经快乐知足，但随着煤炭价格
的降低以及煤炭资源的日渐枯
竭，其发展逐渐走进一条死胡
同。没有新的产业替代，没有资
源和交通优势，失去主要收入来
源后的居民消费水平自然就提不
高。

而近两年，清河门区内一个
皮革产业园区的兴起为之带来一
丝转机。天然的资源优势、政策
的扶持、东北地区的气候环境、皮
革皮草的价格优势、低成本的人
力和土地，让阜新皮革经济开发
区拉开新的发展序幕。

阜新皮革产业开发区以制革
为主导，产业链完善、环保综合治
理，形成国内领先的新型皮革产

业开发区，也成为振兴东北老工
业基地的亮点工程。基地规划面
积10平方公里，预期制革产能达
到3000万标张，带动的相关产业
销售收入达到1000亿元。

寻求传统产业
转型之路
阜新地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

集聚区，这里自古就有制造皮革
和喜欢皮装、皮靴的风俗习惯，发
展皮革产业在本地有广阔的消费
市场，区位优势明显。

阜新皮革产业开发区管理委
员会副主任徐瑞光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介绍，皮革产业
开发区计划总投资 138 亿元，最
终形成3000万标张制革加工能力
及相应革制品产能，生产企业总
户数达到约 300 户，每年实现本
地贸易及产品销售额约 960 亿

元，GDP约342亿元，税收约75亿
元，为社会提供直接就业岗位约
12万个。

目前开发区内产品种类有蓝
湿革、汽车及沙发成品革、毛皮、
水貂、獭兔、皮鞋、沙发、皮革服装
等产品。皮革开发区品牌企业在
国内开办的品牌直营店已达103
家，品牌直营店发展速度较为迅
速，有力地扩大了辽宁阜新皮革
产业开发区在皮革业内的影响
力。

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
级的产物，阜新皮革产业开发区
有其摆脱不掉的困扰。排污及环
保、人才引进、消费低迷、招商引
资等困局都是其直面的难题。

徐瑞光坦言，为发展壮大皮
革产业，提高开发区项目承载能
力，开发区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
但目前遇到最大的问题是招商引
资，即持续引进项目、人才的储备

引进、保持排污达标等问题。在
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整体低迷的
形势下，让皮革产业开发区顺利
完成战略转型，顺利实施内引外
联战略，还迫切期待政府层面的
持续政策支持、资金扶持，特别是
国家支持经济转型示范的支持政
策。

主动突破
解决后顾之忧
面对上述困局，阜新皮革产

业开发区主动寻找问题，解决问
题，确保解决后顾之忧及客服招
商硬伤。首先就是从园区智能化
安全管理及排污环保两手抓。

徐瑞光表示，园区安全问题
不应成为招商引资一大决定因
素，一个成熟的园区解决安全问
题是最基本要达到的标准，应是
园区的一张靓丽名片。

“关于产业园区安全和安保
问题，我们主要通过封闭式管理
来解决。”徐瑞光介绍，园区有高
清晰度、高密度全覆盖智能监控
系统，并在四个大门建有四个警
务室，形成警区智能联动。区内
各企业设有专职安保员，与园区
运营公司安保部有效对接，保证
整个园区无盲区。

对于皮革产业园区来说，由
于园区内都是皮革深加工的上下
游企业，在污水处理方面成本较
高，在环保方面也有很高的要
求。阜新皮革产业开发区为此建
造一个高标准宽隔离的绿化带，
相关区域的绿化率达25%以上。
各类危害性物质在各厂区内处理
不得排出厂外，基地污水处理厂
及固体废弃物处理站对基地污水
及固体废弃物进行集中处理，且
集中处理污水价格低于市场平均
价格。

克服招商硬伤 解决后顾之忧

一个老工业基地上皮革产业园的困局与变革
崔敏

由制造到智造 看卢龙县如何融入京津冀大战略
崔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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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是京津冀大战略中的核
心区域，但由于原有的环境、资源
因素，很多产业园区的发展受到
制约，不乏同质化严重，招商引资
困难，生存堪忧。而河北省的一
个小县城通过创新发展及转型升
级探索出一个新路径，由制造向
智造升级，由农业、工业向生态、
绿色升级，由资源依赖向全域旅
游升级，为产业园区的发展提供
新的发展思路。

一区四园
招商思路新转变
河北省卢龙经济开发区始建

于2004年，2011年 7月被河北省
政府批准为省级开发区，2014年
全开发区实现工业总产值23.6亿
元。经过10年的沉淀与积累，现
在卢龙经济开发区采取“一区多
园”的模式开发建设，南区包含县
城工业园和绿色化工园，北区为
新型建材园及食品工业园。其中
县城工业园以机械与装备制造、

轻工纺织、食品加工和高科技产
业为主，同时带动商贸物流和生
产服务业发展，努力发展成为现
代综合产业园区。

在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大环境背景下，卢龙
经济开发区探索形成“一区四
园”，实施联动发展。招商不再
盯着工业、农业企业，而是更多
地把橄榄枝抛向金融、电子商
务、科技、法律、文化等诸多行
业，增强园区配套，提高园区的

“软实力”。
“随着新的经济形势和京津

冀一体化的整体布局，过去的招
商政策已经不再适用，县级城市
应该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为入
园企业提供更好的配套，将园区
的资源有效整合形成产业集群效
应。”河北省卢龙县发改局副局长
彭宗福接受采访时表示，国家经
济重点由工业大国向服务业大国
转型，园区也是一样的，也要向现
代服务业转型，我们不仅能够制
造出产品，更要通过“互联网+”将
产品卖出去，走向全国，走向海
外。这就需要我们提高物流、电

子商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整
体水平。

探索发展新路径
卢龙经济开发区基础设施建

设日趋完善、投资软环境明显改
善，吸引力承载力不断提升。

据卢龙县副县长、卢龙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刘立新介绍，卢龙经济开发区共
有57家建成投产企业，完成税收
7693万元。

“但是我们在经济总量、产业
层次等方面与其它先进地区还存
在很大差距。”刘立新介绍，在开
发区57家建成投产企业中，只有
15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3家高新
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产值占
工业总产值比重较小。同时，与
河北省其它三类一级县经济开发
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有差距就要谋求突破。刘立
新表示，目前最为紧迫的工作是
围绕园区内机械装备制造、新型
建材、绿色化工等现有产业招商
内容，突破现有产业定位约束，

广开思路，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
契机，着力引进一批科技含量
高、产品附加值大的支撑型大项
目、好项目，以重点项目带动产
业发展。

据了解，卢龙经济开发区地
处卢龙县县城，交通物流不算很
发达，缺乏配套服务体系，生产性
服务机构急需建立。对此，彭宗
福分析认为，未来开发区要紧密
结合“十三五”规划，大力发展现
代服务业，进一步完善公共设施。

融入京津冀
迈向新时代
卢龙经济开发区经过两年不

断创新和赶超之后，逐步融入津
京冀大战略，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18年，卢龙县在京举办招
商推介会，总投资260亿元11个
项目成功签约。来自北京、上海、
深圳等地的77家知名企业参加会
议。

卢龙县在原有的一区四园的
基础上，又打造了自行车产业园、
一渠百库康养度假区、永平府古

城开发、夹河滩生态旅游、桃源特
色小镇建设、杏山万亩森林生态
旅游园区等46个重点项目。

北新建材集团和秦皇岛武山
工贸集团的装配式建筑、河北亢
牛废旧资源再利用有限公司和
秦皇岛晶维石材有限公司年产
800万平方米新型节能超薄岩板
生产线、苏商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古城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
成功签约。生命健康、新型建
材、旅游观光度假等一批朝阳产
业即将落户卢龙，开启卢龙全域
旅游新时代。

“签约的项目以绿色生态产
业为主，投资数额大、科技含量
高、市场前景广阔，充分体现了绿
色发展、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卢
龙县县长安生宏介绍说。

可以看出，卢龙的发展路径
正在从依托农业、工业为主的制
造之路转向以生态、科技、绿色发
展的智造之路。相关负责人表
示，卢龙县将以国家园林县城创
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石门国
家级特色小镇建设等工作为载
体，加快县域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