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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捷

打好“改革”牌，实现高质量发展

成立于 1993 年的安徽长丰(双凤)经
开区，2017 年跻身“准国家级”行列，在
2018年安徽省开发区30强(含国家级经开
区、高新区)中位列 18，在 2018 年安徽省

“准国家级”开发区培育期综合发展水平
考核评价中，综合排名第一。

一不沿边，二不沿海，三不靠资源，靠
着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转型升级的生
动实践，长丰经开区正厚植出创业创新的
肥沃土壤,走出跨越发展之路。经过二十
多年发展，经开区已经成为长丰县域经济
发展的最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经开区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0%，工业总
产值同比增长23%，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同
比增长42%，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4%，

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37%。
改革助推发展。经开区通过落实“一

企一策、一事一议”工作机制，深入推进
“互联网+政务服务”、“不见面”审批，基本
实现“最多跑一次”。经开区一直以来的
服务宗旨即不仅要把项目“扶上马”，更要

“送一程”，打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让外来
投资企业“招得进、留得住、快发展、产效
益”。2017 年京东在全国建设的 30 个产
业园中，合肥长丰的这个土地摘牌用时最
短，在京东内部创下了“长丰速度”。2018
年，长丰县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在经开区正
式挂牌，向全县中小企业提供一站式、专
业性、综合性服务，通过服务大厅、网站、
手机三大载体，提供包括人力资源、工业

设计、融资服务、政策服务、投诉受理、产
权服务、公共技术等全方位服务。此外，
经开区通过智慧园区信息化平台的建设，
整合各部门的信息和服务资源，实现信息
共享、资源共用，进而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更新及时性，实现社会领域各项服务和管
理工作的进一步延伸，并推进电子政务各
业务应用系统在基层的延伸和资源的共
享，推动实现开发区社会治理与城市管理
工作的“智慧化管理、零距离服务”目标。

下一步，经开区将继续提升服务水
平，按照“四送一服”双千工程活动要求，
完善为企服务机制，强化“扶优、引导、倒
逼”机制，把政策用足用活，促进企业发
展。

以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先行区为引领，勇
敢地走在全市探索创新的最前沿，常州经开
区成立4年来，奋力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积极争创国家级开发区，加快
建设“全市第一流、全省有位次、全国有影
响”的高质量开发区。“无论从当前形势来
看，还是从自身需求来讲，改革创新都是经
开区实现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
力，也唯有矢志改革，才能提高我们应对复
杂形势和突出问题的能力。”在部署改革创
新工作时，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何勇说道。

作为全省最年轻的开发区，经开区从
诞生伊始就被赋予了改革的基因，全省唯
一兼具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和处罚权、省
金融改革等多项先行先试的试点在这里展

开。经开区出台了《常州经开区2019年深
化改革工作要点》，以持续推进改革创新工
作，坚持主动作为、先行先试、有序推进，努
力打造具有经开区特色的制度成果和改革
品牌。该要点列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集约发展路径、践
行共享发展理念、优化组织管理机制等五
个方面共计23项改革任务，并获批全省唯
一的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开发区，启
动重点项目建设信用承诺预审制，建设类
审批事项实现“一窗受理”，平均审批用时
比2018年缩短56%。

同时，经开区积极发挥省金融改革创
新试点区优势，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创新
投融资体制机制、金融资源集聚等方面，积

极探索、先行先试。2019年上半年，经开区
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20亿元，增长8%。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29.3亿元，增长2.6%，占全
年目标52.7%；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028.1
亿元，增长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34.9
亿元，增长7.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7.9%，
工业投资增长10.8%，两项指标增幅均位居
全市第一。

据了解，经开区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
调整，于2020年1月1日起正式运行新的管
理体制，赋予经开区更合理的经济管理和
行政审批权限，匹配给经开区更完整的干
部管理权限，支持经开区全方位改革创新，
打造精简高效、充满活力的开发区样板和
示范。

江苏常州经开区：以机制创新为引领，走在探索最前沿

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环境，作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各地经开区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增强

发展信心，通过打好“改革创新”牌，在“人才支撑”、“行政效能”、“金融服务”、“招商引资”

等方面持续发力，矢志争做高质量跨越发展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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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长丰经开区：如今的经济开发区，让投资者信心满满

曾经是一片杂草横生、无路可走的荒
丘，如今发展成万商汇聚、商贾云集、厂房林
立、机声隆隆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上饶经开区，自2001年5月成立以来，始终
把改革作为攻坚克难的利器，作为抢抓机遇
的根本，作为加快崛起的动力，在改革中发
展，在改革中前进，在改革中创造辉煌，2018
年在全国219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
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工作中，该区综合排名
第67位，跻身全国百强开发区行列。

行政审批服务优化。近年来，经开区
以建设全省“流程最优、收费最少、成本最
低、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国家级经开区
为目标，出台了全程代办、超时默许、并联
审批、责任追究等“十二项”工作制度。深
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让办事群众“一次不跑”、“最多跑一
次”。强化项目调度、现场办公、问题调处、
微信督察等服务举措，开设服务企业微信
群，实现与客商“微”办公、秒回复、大服
务。推进“一网一门一次”改革，搭建网上
审批服务平台，实现了“3535”目标，即开办
企业3个工作日、不动产登记5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证办理35个工作日。

招商服务升级。今年以来，该区围绕
“两光一车”和新经济产业进行专业招商、
精准招商，针对项目特性和干部特长，由专
业团队来对接项目，由之前的“单兵突击”
向“协同作战”转变，提升招商效率。对于
在建项目，“七人行”安商服务小组主动作
为，靠前服务。开展难题破解攻坚月活动，
充分发挥分管领导、职能单位、“七人行”服

务小组的积极性，一级一级定责，一级对一
级负责，全面打响破解难题攻坚战，共集中
解决重点问题200余项，许多企业服务中的
难点、痛点问题得到化解。同时，围绕法律
法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和行业前景等范
畴，用专业素养提高服务水平，从之前单一
的“保姆式”服务1.0时代向复合型的“专家
型”服务2.0版本提升转变，招商质量得以
大幅提升。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全区
引进项目52个，合同签约资金194余亿元，
其中“两光一车”和新经济产业项目占比
100%。

此外，经开区推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和绩效工资改革，实行扁平化管理，建立了
高效精简的“8+3”运行体制，实行干部聘任
制，政府效能全面提升。

江西上饶经开区：以改革大突破，引领经济大发展

四川省

明确到2022年，四川全省将建设1000
个省、市、县三级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
区，积极创建一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争取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奖补资
金3亿元，争取农业农村部一二三产业融合
试点资金1.6亿元，重点投入融合园区建
设；省级现代农业畜牧业重点县、示范市县
筹集资金3.44亿元，用于融合园区建设；省
财政安排专项资金2.8亿元，其中1亿元支
持5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1.2亿元支持
30个现代农业产业融合示范园区，6000万
元支持40个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各级整
合涉农项目资金130多亿元，吸引社会资本
349亿元，集中投入融合园区。

河北省

到2022年，全省打造120个现代农业
精品园区，重点培育10个百亿园区，带动小
麦、玉米、油料、乳品、肉类、果蔬、主食等7
个超千亿元特色优势产业。每个园区亩均
产值达到22000元以上，且增幅10%以上；
园区内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
长，高出当地平均水平35%以上。

广东省

2020年将在粤东西北地区创建150个
现代农业产业园，基本实现一县一园，打造
若干个千亿元产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
代农业产业集群，为全省农业农村经济健
康发展提供新动能。

吉林省

实施“百园”创建，建设100个规划布局
合理、要素有效聚集、产业体系健全、运行
机制灵活、设施装备先进、生产方式绿色、
综合效益显著、辐射带动有力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

统筹使用国家支持农业产业园建设相
关资金和省级现代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畜
牧业发展专项资金，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
补、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产业
园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农业生产重
大技术措施在产业园推广示范。

云南省

2020年，全省将建成覆盖不同产业类
型、不同地域特色、不同发展梯次的现代农
业产业园。

省级财政给予省级产业园一定的奖
补，各类农业农村发展资金积极向产业园
倾斜。

各级财政支农资金优先向产业园集中
安排，基本建设项目优先向产业园集中布
局。

积极探索财政农业发展资金用于贷款
贴息，发挥财政资金杠杆作用。

青海省

2020年，西宁、海东、海北、黄南、海南
和海西六大区域特色更加鲜明、园区功能
更加完善的现代农业示范区将基本建成。
玉树和果洛率先成为生态修复与生物多样
性恢复示范区，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的战
略地位更加牢固。以县为单位创建的国家
级现代农业示范区达到10个，湟水流域及
黄河谷地的各县都成为省级现代农业示范
区。

农业产业园
政策扶持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