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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硬道理，但怎么发

展？如何发展？发展的目的

是什么？这是全国各地在“十

四五”期间需要回答的问题。

可以说，谋划“十四五”是今年

全国两会最大的热点之一。

虽然今后的发展面临巨大挑

战，但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全球发展的整体走

势对我国发展较为积极，这是

中华民族复兴最为难得的机

遇期。谋划发展好“十四五”

是这一机遇期的良好开局，更

是对百年未知大变局主动权

的 有 力

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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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如何谋划好今后五年发展，是
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们聚焦
的热点话题。3月4日，全国人大
代表，中共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杨军就“十四五”发展接受了《中
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

锁定“一城两区三
基地”

杨军认为，“十四五”时期宿
州市仍将处于加快发展的历史性
窗口期和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此
基础上，宿州市充分融入国家战
略，结合宿州发展实际，开门问
计、反复论证、精心谋划，确立了
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和战略重
点，将通过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
间的努力，将宿州打造成为“一城
两区三基地”。

“一城”即皖苏鲁豫交汇区域
新兴中心城市。宿州市将充分发
挥省际交汇的区位优势，抢抓国
家重大战略机遇，加快培育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交通枢纽、物流枢

纽、信息枢纽，着力构建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集群，进一
步提升城市能级，打造长三角区
域的强劲活跃增长点。

“两区”即打造具有重要影响
力的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城乡融合发展先行区。宿州市将
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大力实施

“双轮驱动”战略，努力与长三角
精准对接、等高对接、全域对接。

“三基地”即打造长三角数字
经济基地、现代物流基地、绿色农
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其一，以
创建国家级云计算大数据基地为
引领，着力构建完善的数字经济生
态体系，形成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
基地。其二，加快黄淮海（宿州）智
慧物流产业园建设，开工建设宿州
民航机场，力争实现新汴河航道通
航，谋划建设空港新区，形成千亿
级现代物流产业基地。其三，以阿
里巴巴数字农业产业带为引领，建
设一批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优势
特色产业带，打造长三角区域数字
农业标杆城市，形成千亿级绿色农
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四链合一”，谋求
“最大增量”

近年来，宿州市坚持把创新
驱动战略作为后发地区跨越发展
的第一抓手，积极布局云计算、大
数据、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先后引进华为、腾
讯、京东、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汇
聚宿州，累计落户云计算和智能
制造企业1600余家，科技创新这
个“关键变量”已经成为高质量发
展的“最大增量”。

“下一步，宿州市将坚持创新
驱动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
核心地位，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着力打好产业基础
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
杨军说。

一方面，下好“先手棋”，高质
量建设创新平台。主动对接G60
科创走廊及合肥、上海张江综合
性科学中心，加快推进与上海科
创办合作共建的“一中心四平台”
建设运行，着力打造宿州与长三
角区域创新合作升级版。

另一方面，打好“主动仗”，大
力度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
级。宿州市将深入推进“实体宿
州+数字宿州”发展战略，实施产
业集群“群长制”、产业链供应链

“链长制”、产业联盟“盟长制”，精
耕细作云计算、大数据、新材料、
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
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5+
5+N”现代化制造业集群。

“双招双引”，发扬
“拼、盯、抢”精神

“宿州市一直把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作为奋发有为的大舞台，加速
推进皖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建
设。”杨军说，去年承接沪苏浙亿元
以上产业转移项目236个、到位资
金300亿元，宿州高新区、张江萧
县高科技园已经列入安徽省首批
长三角省际产业合作园区。

首先是坚持“双招双引”和项
目建设相促进。在“双招双引”方
面，宿州将充分发扬“拼、盯、抢”
的精神，由市政府各位负责同志
牵头组建招商组，聚焦长三角、大
湾区、京津冀，围绕产业链的延
链、补链、强链，重点推进区域性
定向招商、产业链专业招商、龙头
企业带动集群化招商，切实提升
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实效性。

其次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

提升相结合。在对外开放方面，宿
州市将全力实施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细化落实皖
北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发展支持
政策，积极参与省“6+2+N”产业承
接平台，加强与沪苏浙及合芜马等
地共建合作园区。同时，全面深化
与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战略合作，
进一步完善提升“张江创造+宿州
制造”合作模式，积极与蚌埠自贸
片区深度开展政策、产业、项目对
接，不断扩大经济发展外向度。在
对内提升方面，宿州市将推进地区
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加快推动淮
宿蚌城际铁路等一批跨区域互联
互通项目，织紧织密皖北地区立体
交通网络，加速融入长三角综合交
通运输体系。

优化环境，全力帮扶
市场主体

“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的国际
环境，使正在转型中的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而化解这些
挑战的关键仍然是激活市场主体，
实现‘六保’‘六稳’。”杨军认为，激
活市场主体必须准确把握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
政府更好结合，围绕增强市场主体
活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充分激
发内生发展动力。

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上，坚持
“两个毫不动摇”，大力实施“稳主
体增主体扶主体”行动，全力推进

“五减”行动，建立健全顶格倾听、
顶格协调、顶格推进服务企业制
度，以及重点产业链链长直接联系
龙头企业专项帮办制度，积极主动
为企业站台，“一企一策”帮扶退规
企业、停产规上企业，支持金融机
构增加制造业中长期融资和小微、
民营企业等信贷投放，推动民营经

济持续壮大提升。
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将对标长

三角区域城市在营商环境方面的
经验做法，全力打造“四最”营商环
境。积极开展营商环境提升行动
升级版，统一开放要素市场，加快
建设信用宿州，全面完善产权制
度，不断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

同时，纵深推进“放管服”改
革，深化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
改革，推进“不见面审批（服务）”等
线上线下全面融合，在更大范围实
现“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纵
深开展“四送一服”专项行动和常
态化活动，完善7×24小时不打烊

“随时办”服务机制，推进“互联网+
营商环境监测”，推进政务服务标
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努力打造与
长三角无缝衔接的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今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
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
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低碳循
环发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任务
艰巨，水泥产业作为传统制造业，
必须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3月4
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海螺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来辉，在
向《中国企业报》记者展示所带来
的建议中，有三大建议，力推水泥
行业绿色发展。

张来辉表示，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对“十四五”作了总体战略
部署，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
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新发展格局。最近，中共中央
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
划纲要》，纲要的实施将进一步拉
动水泥需求，这将为包括海螺集
团在内的水泥行业“十四五”时期
的更高质量发展提供最为重要的
战略支撑。既要服务好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更要做好环保减排目
标。对此，海螺集团将坚定信心，
盯紧总目标、算好时间账，奋力夺
取“十四五”开局胜利。

针对水泥行业在节能减排上

取得的成效，更好推动水泥行业
的绿色发展，张来辉提出了三大
建议：

一、目前中国水泥行业的大
气污染排放标准比欧美发达国家
的标准还要严格，优秀的水泥企
业污染物排放仅为排放标准的四
分之一，甚至更低。再次建议将
水泥行业不再列入高耗能高污染
行业，建立没有高耗能高污染的
行业，只有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
的观念，应根据企业在行业内的
环保和能耗管控水平来划分。

二、传统行业实现绿色发展
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和资金投

入，国家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如
在环保错峰生产上杜绝“一刀
切”，根据企业的环保和能耗管控
水平，差异化制定政策，同时也希
望在企业节能减排研发和技改上
给予资金支持。

三、呼吁传统制造业，要树立
节能就是减碳、植树就是减碳的
意识，加大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实
现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争创绿色
工厂，推动我国绿色发展迈上新
台阶。

“十四五”，宿州市锁定“一城两区三基地”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宿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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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重庆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来辉：

三大建议推动水泥行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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