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重灾区，湖北人民为全
国抗疫成果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
献。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
下，如何帮助现有企业克服困难，
补链强链，迅速恢复景气，既关系
到现有企业生存和发展，也会对
招商引资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
对此，在全国两会期间，《中国企
业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
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庄光明。

《中国企业报》：目前国内疫

情稳定，已全力进入复工复产复

业中，上半年因疫情停摆的经济，

需要在下半年撸起袖子加油干。

下半年，天门市如何确保“抗疫、

生产”两手抓的双赢？有哪些重

要部署或计划？

庄光明：下半年，天门市将坚
持两手抓两手硬，毫不放松抓紧
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前提下，加快恢
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按下“快进
键”，跑出“加速度”，奋力夺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工作：

一是突出项目谋划与争取，
以更大力度对冲疫情对经济的
影响。抢抓党中央支持湖北发
展一揽子政策机遇，结合“十四
五”规划编制，加快谋划一批打
基础、强功能、利长远的重大产
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加快疫
后重振和高质量发展，稳住经济
基本盘。

二是突出稳定产业链供应
链，以更大力度推进复工复产达
产。通过“点对点”“一企一策”等
形式，开展企业服务走访活动，精
准帮扶为企业纾困解难，推进主
导产业加快恢复，推进重点企业、
龙头企业和配套企业协同复工复
产，确保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性
和竞争力。

三是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
以更大力度兜牢民生底线。全力
以赴稳就业、增岗位，兜住民生底

线，帮助群众解决就业、社保、医
保、就学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完成剩余贫
困人口脱贫任务，防止因疫致贫
返贫，确保“战疫”“战贫”都交出
圆满“答卷”。

《中国企业报》：在疫后重振

经济的招商引资工作中，天门市

将如何发力？会有哪些创新方式

的尝试？

庄光明：受全球疫情冲击，世
界经济严重衰退，产业链供应链
循环受阻，国内消费、投资、出口
下滑，投资者信心受挫，纷纷采取
缩减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方向或
取消投资计划等措施规避风险，
给当前招商引资工作带来前所未
有的挑战。

面对招商引资新形势、新挑
战，天门市将通过创新招商模式，
努力实现招商引资新突破。

一是积极探索网络招商。利
用“互联网+”招商引资新模式，实
现线上招商信息与线下招商活动
相结合，通过线上和线下的互动
来推动项目洽谈、签约、落地。

二是大力实施“回归工程”。
充分依托天门在外务工经商人员
众多的独特优势，吸引更多的天
门老乡回乡创业。

三是开展以商招商、商会招
商。发挥天门籍老乡人脉资源优

势，依托全国各地24个天门商会
组织，大力开展以商招商、商会招
商，形成“引来一个，带动一串”的
倍增效应。

《中国企业报》：下半年，天门

市的招商重点行业、项目有哪些？

庄光明：下半年，天门市将重
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来开展招
商引资：

一是聚焦重点产业。围绕天
门市重点发展的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纺织服装、模具智造、高端
装备制造等产业，建立产业图谱，
按图索骥开展招商。

二是紧盯重点项目。围绕芯
创电子信息产业园、模塑生态联
盟产业园、汉派服装产业园等重
点项目，聚焦强龙头、补链条、创
品牌，开展“延链、补链、强链”
招商。

三是对接重点区域。积极对
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
区域，紧盯重点城市，加大承接产
业转移力度，进行精准招商。

《中国企业报》：疫情之下，企

业生存压力普遍加大。中央提出

了“六保”，其中，保企业是保就业

的基础，在帮企、扶企、惠企等有

助于提升地方营商环境的各种举

措中，天门市有哪些新动作？

庄光明：企业是经济活动的
主体，保企业就是保居民就业、保

市场主体、保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为帮助企业度过疫情特殊时
期难关，天门市紧紧围绕“三保”
要求，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
以深入开展“送物资、送政策、送
服务”行动为抓手，用活用足用好

“三策”，帮助企业解难题、添底
气、强信心，确保企业活下来、发
展好、强起来。

一是用活应急之策解难题。
坚持“有呼必应、无事不扰”，全力
以赴帮助企业纾困解难，消除人
员流动“痛点”，打通物流运输“堵
点”，补上资金流“断点”。

二是用足支持之策添底气。
发挥政策机遇叠加优势，全面落
实中央、省委关于支持民营经济
发展的系列政策，逐条兑现我市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45 条支持政
策，打出政策组合拳，让政策尽快
从“纸上”落到“地上”，真正让企
业感到实在、实惠。

三是用好帮扶之策强信心。
坚持以构建“亲”“清”新型政商
关系为指引，扎实开展服务企业

“百日亲商”活动，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完善“马上办、网上
办、就近办、一次办”事项清单，
严格落实结对帮扶重点企业制
度，当好企业疫情防控“指导
员”、政企沟通“联络员”、企业发
展“参谋员”。

本报记者 何芳

全国人大代表、天门市委书记庄光明：

危中寻机 打好疫后重振经济发展战

本报记者 何芳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
了原有的经济运行轨迹和惯性，
尤其是对于招商引资工作而言，
更是面临全球性经济收缩、“去全
球化”、企业投资谨慎化等新难
题。如何用创造性工作思路和工
作方法，在招商引资中取得竞争
优势？如何帮助企业克服困难，
补链强链？带着这些问题，《中国
企业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全国人
大代表、湖北省宜昌市市长张
家胜。

《中国企业报》：后疫情时代，

重整经济非常重要。下半年，宜

昌市如何确保“抗疫、生产”两手

抓的双赢？

张家胜：疫情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短期内
主要经济指标下滑是不可避免
的。宜昌市正采取一系列措施，
努力将疫情影响降低到最大限
度，尽快让经济社会恢复“元气”，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重回“快车
道”、跑出“加速度”。

一是全力“复”。落实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坚决捍卫来之不
易的抗疫成果，同时在确保安全
生产、环境保护“两个先决条件”
下，高质量推进复工复产复市。
目前，全市企业整体复工率99%、
复岗率99.7%。三峡机场二期、伍
家岗长江大桥等595个省监测的
投资过亿元续建项目全部复工。
投资100亿元的三宁化工乙二醇
项目7月份即将竣工。

二是集中“开”。坚持以项目
带投资、以投资促发展，先后举办
3次集中开工活动，51个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448亿元。宜昌
综保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获
批，首批15个项目入驻综保区。

三是超前“谋”。高起点高标
准高水平编制“十四五”规划，聚
焦科技创新、新型基础设施、关键
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
谋划一批重点项目。当前，宜昌
市正高位推动三峡翻坝江南油气
管道、三峡枢纽茅坪港疏港铁路、
宜昌轨道交通2号线一期等重大
项目尽快落实。

四是积极“争”。抢抓中央支

持湖北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
机遇，全力推进国家层面特殊支
持的29个重大政策事项、26个重
大项目的争取工作。

《中国企业报》：下半年的招

商重点行业/项目有哪些？

张家胜：下半年招商引资的
重点是抓以下四个方面工作：

一是主攻重点区域。常态化
跟踪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重
点区域，统筹推进驻点招商、专业
招商、商会招商、产业链招商。

二是主攻重点对象。聚焦有
投资能力、投资意愿的企业，加大
对央企、国企和行业领军企业对
接，着力招大引强、招优引强。

三是主攻重点产业。聚焦化
工新材料、碳一化工新材料、生物
制品、仿制药、医用制品、汽车制
造、智能装备制造等16条工业产
业链，以及现代农业、大旅游、大
物流、大数据、大健康等产业谋划
招引项目，推动产业建链、补链、
强链、延链。同时，突出引进“新
基建”项目和“互联网+”“平台经
济”“夜经济”“宅经济”等服务业
新业态项目。

四是强化主攻力量。坚持
“一把手”抓招商引资“一号工
程”，配齐配强各级招商引资力
量，持续营造争先竟位、“比学赶
超”浓厚氛围。

《中国企业报》：中央提出的

“六保”中提到保居民就业、保产

业链供应链稳定。对此，宜昌市

有哪些动作？如何帮企、扶企、惠

企，优化地方营商环境？

张家胜：疫情发生以来，宜昌
市聚焦企业难点痛点，不断加大
帮企、扶企、惠企力度，与企业一
道共渡难关。

一是建立了一套机制，成立
企业服务工作组，实行“一个重点
企业（项目）、一名市级领导、一个
牵头单位、一个推进专班、一张责
任清单”工作机制，推动要素跟上
项目、服务紧贴企业。

二是制定了一批政策，梳理
国家、省、市稳产稳企稳业政策

“一表清”，并在事权范围内出台
支持中小企业“25条”、纳税创新
服务“16条”、支持个体工商户“10
条”等政策措施。

三是强化了一个平台，将原
针对规上企业服务的“千名干部
进千企”平台，扩容提质覆盖到全
市3770余家工业、服务业和农业
企业，逐一落实包保责任，帮助解
决困难问题。同时，我们组织政
府部门、金融机构等39家单位、近
150名骨干力量，设立应对疫情金
融服务应急中心，依托宜昌“网上
金融服务大厅”解决企业融资难
问题，目前，已促成银行向3900余
家企业新增授信、放款、表外融资
分别达到550亿元、329亿元、167
亿元。

四是深化了一项改革，以多

规、多评、多审、多验、多证、多管
“六多合一”为抓手，深化“放管
服”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目
前，年初确定的“1233+80”目标在
市级层面已提前达到，实现了新
开办企业注册1个工作日、不动产
登记2个工作日、工业建设项目施
工许可33个工作日办结，工程建
设项目审批压减至 80 个工作
日内。

《中国企业报》：过去两年，外

资、外企在贵市投资占比有多

大？下半年，宜昌如何吸引外资，

稳定增长？

张家胜：2018年，宜昌外商投
资占全市整个投资比例为0.44%，
2019年提高到1.13%。从数量上
看，我市外商投资占比并不高。
从结构上看，现有外商投资以港
澳台资为主，占90%以上，其中港
资占70%左右。利用外资体量不
大、外资来源较为单一，这是我们
的短板，也是我们的潜在发力点、
增长点。

对于宜昌来讲，重点是要集
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宜昌，宜
人之城、昌盛之地。借此机会，我
代表市委市政府和415万宜昌人
民，热忱欢迎广大客商来宜交流
考察、投资兴业。我们将全心全
力提供“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服
务最优”的营商环境，与广大企业
一道，共享机遇、携手同行、实现
共赢。

全国人大代表、宜昌市市长张家胜：

聚焦难点痛点 加大帮企扶企惠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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