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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古城镇远的舞阳河，迎来了暑季
旅游高峰。7 月 22 日至 23 日，不仅两岸
边游人如织，呐喊声起，更有河面上擂鼓
震天，龙舟奋楫，这是一场由青酒集团独
家冠名赞助、有几十支队伍报名参赛的龙
舟大赛。这场“加时赛”，别看眼前山笑水
笑人欢笑，如果回到一年前，人们想都不
敢想，那时的青酒集团作为全县最大的企

业，因债务深重、职工离散、产销停滞，企
业面临着破产，上千名职工面临着失业。
好在当地政府通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
准引进优质客商，使这家企业在不到一年
时间里，奇迹般地起死回生，不仅企业活
过来了，而且当地的创业环境也被带
活了。

在镇远，得益于营商环境优化的，青酒
集团是典型但不是唯一，是个好的注脚但
不是故事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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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镇远：依托黔东山水 再做“新”字文章

贵州省政府日前印发《关于支持黔东
南自治州“黎从榕”打造对接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桥头堡”的实施意见》，这对地处贵州

“东大门”的镇远及黔东经开区来说，新机
遇送到门前。

“镇远将用好用足‘桥头堡’政策，坚定
不移推动工业大突破。”黔东南州政协副主
席、镇远县委书记龙家胜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围绕承接大湾区产业转移，不断创
新体制机制，大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练好内功抢抓机遇，奋
力实现工业大突破。

在青酒集团，记者看到，一边是装运线
上的工人通过传送带对瓶装青酒进行包
装，一边是令人震撼的“浓改酱”项目现场，
人机配合，土木并举，一副“火力全开”的崭
新气象。

“我们现在一边生产新品供应市场，一
边分3期对酿造车间改扩建，力争改扩建
完毕后，白酒总产量达1.2万吨，解决就业
4000余人。”公司副总经理吴海介绍，2021
年9月22日，贵州青酒与江苏真年份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项目投资协议，同年11

月13日举行资产重组项目签约仪式，2022
年初正式启动新项目。

未来，镇远将以酿酒作为首位产业，大
力发展以酿酒为核心的特色食品加工业，
依托青酒酱香型洞藏白酒独特优势，打造
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贵州品牌”酒。

通过青酒，谋划和引进一批制瓶、瓶
盖、彩印、电子包装、原料供应等上下游配
套企业。同时，依托云睿、安兴、冠坤等电
子企业，积极引进铝电解电容器上下游的
铝箔、负极箔及灯具、电子产品加工等配套
项目，引进电感器、电阻器等元器件生产项
目，全力打造一个产业链条完善、配套设施
齐全的高端电子信息产业园。

针对园区和产业，该县提出，利用“桥
头堡”优势，大力发展酿酒主导产业和电子
信息潜力产业，做好补链、延链、强链，推动
建设黔东酱酒基地、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加
速培育工业经济新的增长极；改造提升火
电、建材、基础材料产业，加快整县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建设，深入实施“万企融合”
大行动，奋力打造100亿级园区，提高工业
信息化水平，推进新型工业高质量发展。

对接未来新机遇

舞阳河，青龙洞，绿水青山看镇远。
依托古城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等 10 张国
家级文化旅游“名片”，镇远县近年来创
新体制机制，聚焦宜居、宜业、宜游三个
核心功能，持续开发境内文化资源，丰富
旅游业态，在推进“文化名城”“旅游名
城”建设的同时，县域经济不断增长，与
之相关的文旅企业借势增长，截至目前，
涉旅文化旅游经营单位 1600 余家，旅游
综合收入89.38亿元。

镇远县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是贵州高原向湘西丘陵过渡的
斜坡地带，是贵州省的东大门，素有“滇
楚锁钥、黔东门户”之称。

“旅游是我们的核心资源、优势资
源，我们的城镇环境的优化、宜业县城的
打造，都围绕着这个着力点展开。”镇远
县政协副主席、县投资促进局局长周海
燕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为响应贵
州省“贵人服务”品牌，他们提出了“镇好
办”的区域品牌，在企业招引以及项目服
务方面，建立“一个项目、一个牵头领导、
一个服务团队”的工作制度，实现企业开
办零成本，跟踪服务零距离。

这一点，记者在青酒集团调研时感
受明显，该公司总裁办龚主任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介绍，来自发达地区的江苏真
年份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业内享有极
高的号召力，拥有众多的合作资源，但最
终以贵州青酒作为战略伙伴，除了青酒
既有的产品和品牌优势，还有当地政府
招商引资的诚意和服务。对此，陪同调
研的县投促局副局长潘枝梅深有体会，
以她的话说，“那段时间，县里主要领导
以‘现在就办’的作风，现场调度，有求必
应，有题必答”，最终促成了合作。

此外，对于立项通过的项目，该县全

面落实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援助补贴
等惠企政策，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保政策，
适度延长减免期限，完善失业、工伤及生
育保险制度，通过“组合拳”，支持企业稳
岗发展。截至目前，全县企业法人市场
主体总量22900多家。

对于镇远来说，除了做足人文优势，
还要做足环境优势，让“宜居宜业”成为
投资客商的最真切感受。为此，该县编
制的《“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
将县城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区、
风貌协调区，在保护和延续历史文化名
城的同时，扩大黔东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优势。

贵州黔东经济开发区位于贵州省东
部，地处湘黔两省三地五县交界处，为贵
州省的东大门，周边有贵阳龙洞堡国际
机场、芷江机场、铜仁大兴机场、沪昆高
铁三穗站等交通站点。

“近年来，我们园区主攻首位产业，
抓实主导产业，推动集群集约发展。”开
发区有关负责人介绍，黔东经济开发区
按照“一区五园”的规划，建成了综合服
务区、黔东返乡创业园、白酒产业园、电
冶产业园、川黔产业园、现代物流园。目
前，已经具备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总体框
架，形成了良性循环的软硬投资环境，吸
引了多地区的客商投资。

据介绍，园区充分发挥原料丰富、设
施齐备、物流便捷和贴近市场等独特优
势，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稳步推进产
业链招商，坚持以培育电子信息产业为
首位产业，加快白酒、冶金、建材等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现在入驻各类企业共约
200余家，其中，白酒、电力、冶金、建材、
电子信息、新材料等产业，占工业总产值
95%以上。

宜居宜业新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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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东经济开发区走访时，《中国企业
报》记者发现，多家公司的大门口都放置

“营商环境监督”小卡片，在醒目位置张贴
举报公示牌，以此广泛收集营商环境问题
线索，发放单位是县纪检监察机关。

“在我们这里，除了县纪委监委，还包
括市场监管、税务、发改、公安等所有县直
部门，按照县营商办的调度，都积极投身于
营商环境的优化工作。”周海燕表示，为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是优化营商环境最直接
的办法。

2020年以来，镇远县积极优化营商环
境，全县各级各类部门，坚持问题导向，立
足本职，齐抓共管，找准治理切入点，聚焦
企业用地审批、证照审批、融资贷款、留抵
退税、政务服务等切身利益，扎实提升工作
成效，使该县的营商环境，在全州的16个县
区中，由2019年的倒数第二，跻身前5名。

为简化审批手续，各部门严格按照“放
管服”改革的相关政策，在事项受理、办理、
办结上狠抓材料、流程、时限改革，全力推
进“一网通办”“一窗通办”“最多跑一次”改
革；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放宽相关企业经营
场所的登记，推行“一址多照”“一照多址”
登记。以县纪委监委为例，为方便企业在
办理用地审批、行政许可申请等业务遇到
难点和梗阻时，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该县
纪委监委将10名特约监察员聘请为营商
环境监督员，结合特约监察员职业、专长，
与企业进行“点对点”“挂帮式”联系服务。

2020年以来，众多企业受到了新冠肺
炎疫情的影响，为解决“贵人”难点，相关部
门密切关注国家相关的惠企纾困办法，确

保企业相关政策应享尽享。比如黔东税务
局得知邦泰（贵州）铁合金有限公司镇远分
公司面临资金周转不灵、材料供应紧张等
困境，税管员主动联系企业，及时办理增量
留抵退税，积极帮助企业完善相关申报材
料，于一周内，就将企业的155万元留抵税
款成功退至公司账户，为企业渡抗疫难关
送上“及时雨”。又如，来自深圳的惠诚物
流公司，因生活用水加大运营成本后出现
问题，营商办及时协调县水务局、县水投公
司施工方等，为企业解决供水问题。

面对“贵人”们普遍存在的融资难题，
县内各金融机构用好“一走两促”办法，发
挥“一库一平台”作用，服务于政府、银行以
及工商企业。比如镇远农商行，得知鑫欣
贸易有限公司受疫情影响，随即根据企业
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要求，主动为该企业
办理了一年的续贷。该公司因此快速恢复
生产，且经营状况日趋向好。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县投促
局党组书记胡勇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
示，未来全县将通过“四加强一提升”为企
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即通过进一步加强
统筹调度，配齐业务人员，确保各项工作无
缝衔接；通过进一步加强督促检查，对营商
环境中的问题建立台账，压实责任，挂单销
号；通过进一步加强企业服务，落实网格化
服务机制，化解企业困难，强化要素保障，
完善基础配套，加快承诺兑现，全面提升企
业满意度；通过进一步加强品牌宣传，加强
舆论引导，提升“贵人服务”品牌知晓率；通
过进一步提升办事效率，打通数据壁垒，对
标最优服务，全力提升企业办事的便利度。

优化营商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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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山绿水间 奋楫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