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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信委 助力民营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朱怀蕙）市工信委不断加大民营企业培育支持

力度,推动民营企业快速健康发展。
营造氛围完善机制。市工信委积极开展宣传活动，推介我市

小微企业发展情况概况，以及我市小微企业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等，

使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小微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

规深入人心。进一步完善企业服务工作意见，重点抓好产销对接、

银企对接、用工对接和产学研对接等活动，抓好惠企政策、要素保

障、企业减负和企业用地等服务工作机制的落实，以优质服务助推

我市民营工业企业平稳发展。

积极推动银企合作。组织企业参加省政府召开的银企对接

会，市、县(区)多次组织召开各类银企对接活动，极大地缓解了企业
融资难问题。通过规范担保公司、小贷公司业务流程，注入资本金

等方式，使担保公司、小贷公司在缓解中小企业流资方面发挥独特

作用，提升其服务能力。同时，还设立缓释基金，通过各类缓释基

金的正常运转，为我市广大企业及时还贷、维护信誉、做好续贷发

挥了应有效力。

破解要素促进发展。用地方面，积极协调清理闲置土地、低效

用地，提高土地利用强度；用工方面，研究并落实各项社保政策，加

快实现社保关系的跨区域接转，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

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积极搭建形式多样的校企、校地合作公

共服务平台。政策落实进企业活动中，联合南阳理工学院与牧原

公司、想念食品、华泰建材等企业签订了技术攻关合作协议，围绕

食品、绿色建材、高端装备等技术领域，分别在该大学设立“牧原

班”、“想念班”、“华泰班”等专题培训班，开展技术指导、关键技术

联合攻关和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上下努力，在校地、校企全面合

作、共建技术转移服务平台、共建企业联合研发平台，有力促进了

我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累累累10

唐河 精准招商延链强链
本报讯（记者王涵）唐河县把招商引资作为拉动县域经济发

展的“牛鼻子”，突出延链强链补链，初步打造出以机械电子为主

导、以农副产品加工和矿产资源开发为特色、以新能源产业为方向

的“一主两特一新”“121”产业格局。
该县突出招商重点，认真研究大企业、大集团的战略布局和投

资意向，依据本县实际，精心策划包装一批重大项目，有针对性的

组织开展专题招商活动，着力引进战略性投资者；重点围绕机械电

子、农副产品加工产业招商；突出招“群”，围绕农机、无人机、手机

制造、不锈钢、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力争集群式、链条式、板块

式招引一批重大项目。

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责任到人、一包到底”的原则，将招

引的重点项目逐一分解落实到县领导、县直单位和项目所在地的

乡（镇、街道），各单位“一把手”为招商引资第一责任人，按照“周碰

头、月通报、季观摩、年考核”的项目推进机制，定期督查项目情况，

动态掌握项目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开工、建设、生产。

立足于扶优培强，唐河亚澳农机、宣溢环保等“十大振兴工业

项目”进展顺利，格瑞光电、亿翔专汽等“二十个培优扶强工业企

业”发展迅猛，正成为引领产业升级的“火车头”。现已建成装备智

能制造项目35个，形成了以亚澳农机、南商农牧、东联变速箱等代
表的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建成电子信息制造企业25家，形成了以格
瑞光电、兴利源电子等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其中格瑞光

电生产装备智慧城市高清摄像头，5—10公里内清晰可见；建成农
副产品深加工产业42家，形成以南阳关酒业、麒丰饮品、皓月棉业
等为代表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累累累10

新野 加速科技经济融合
本报讯（特约记者朱怀蕙）新野县把科技创新放在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突出科技创新主线，打好“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实施科

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工程、积极推进与科研院所合作”三张牌，不断

推进产品标准化、企业品牌化、产业高新化，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

级。

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力度，不断提升棉纺织产业核心竞争

力，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棉纺织龙

头企业，坚持积极实施自主创新，投资1000多万元，先后实施了4
个科技攻关项目，全年累计挖潜增效600多万元。在新野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华星棉纺织有限责任公司等龙头企业的带领下，该县棉

纱、棉布生产水平均跨入国内先进行列，整体技术装备水平在全省

处于领先地位。

实施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工程，引进一批中小高新企业在新

野落地生根。目前在新野，以光电产业为主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

20余家，形成了以凌峰电子科技公司、鼎泰电子精工公司为龙头，
以LED灯具和显示屏为生产终端，囊括PCB微钻针、电路板、光源
模块、驱动模块、LED灯珠、驱动电源等专业环节的光电电子产业
链，形成了一个光电产业集群。

组织开展“院县人才合作”、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科技

人才进企业”等一系列活动，积极推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等深

入合作，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扶持力度，促进企业新产品研发和成果

转化上水平。新纺公司与东华大学合作建设俞建勇院士工作站，

企业技术中心被评为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鼎泰公司研发中心

成功创建为省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现在正在努力创建国家级高

新技术研发中心。累累累10

西峡 构筑食品工业体系
本报讯（特约记者封德 杨豆豆）西峡县坚持调优调强产业结

构，实施产业化经营，依托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大力发展香菇、猕

猴桃、乳制品加工等食品加工业，通过优势产品、龙头企业、特色产

业构筑了新型食品工业体系。前不久，西峡县被评为全国食品工

业强县。

西峡是闻名中外的“香菇之乡”、“猕猴桃之乡”，有“西峡香菇

甲天下”、“世界猕猴桃基因库”的美誉。

依托这三大特色农产品，西峡县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投资
3亿元扩建了以干菇交易为主的双龙香菇市场，投资600万元扩建
了以鲜菇为主的丁河香菇市场，两个市场年交易额达15亿元。位
于县城产业集聚区区占地350亩、投资3.2亿元的西峡香菇城，目前
已有张仲景大厨房公司、南阳明泰食品公司、家家宝食品公司、华

邦食品公司等45家香菇出口加工企业签约入驻，香菇酱、香菇酱
油、香菇脆片、手撕香菇、香菇罐头、香菇饼干等一系列产品受到国

内客商的青睐。西峡华邦公司、果然风情公司、哪吒食品公司等一

批猕猴桃生产加工企业相继入驻产业集聚区，全县猕猴桃生产加

工企业达20余家，产品涉及果汁、果片、果酱、果酒、罐头、超微粉等
6大系列、30多个品种。

目前，全县已建成食品工业企业151家，安置就业岗位4571个，
年产值68亿元，香菇、猕猴桃及制成品年出口创汇4.5亿美元。累累累10

本报记者 王涵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告别以往

烟尘弥漫的厂区，实现生产全程无污

染。

位于伏牛山深处的仲景大厨房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仲景大厨房）就

是这样一家企业。由于地处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水源涵养地，公司始终坚持

绿色制造的根本，守护青山的绿水，实

现企业和环境和谐共生。

不久前，公司被评为省级绿色工

厂，是入选的25家企业中，唯一一家食
品企业。入选企业必须建有已经实现

了厂房集约化、原料无害化、生产洁净

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的工厂。

这是一座工厂，也是一片园林。

记者走进仲景大厨房厂区，满目苍翠，

绿树成荫，一个个林荫花园错落有致

地环抱着现代化的生产车间和办公楼

宇，这种园林式的绿化氛围让人赏心

悦目。

公司总经理朱新成告诉记者，光

是绿化，公司就累计投入600多万元，
绿化覆盖率超过40%。另外公司还对
产生机械噪声的生产设备安装减振、

消声装置，对产生噪声的车间进行密

闭、加装隔音门窗。

如果不是空气中弥漫着香菇独有

的令人垂涎的诱人香气，你一定想象不

到，这里是“仲景香菇酱”的生产基地。

仲景大厨房的厂区绝对不止有绿

色的皮囊，从种植、选材到配料、加工，

全程绿色生产同样是它的灵魂。从厂

区建设的几个细节就可以窥探一二，

比如，公司全部使用LED高效节能照明
工具，员工澡堂热水采用太阳能加热，

厂区内道路照明利用太阳能电池板，并

设置光电和时间控制照明装置；项目建

设过程中采用新型节能墙体和屋面的

保温、隔热技术与材料，实现保温隔热

和密闭；全厂采用雨水回收，作为厂区

内绿化补偿用水。最大限度地节能、节

水、节材，保护环境和减少污染。

数年来，仲景大厨房依托西峡香菇

资源优势，采用“公司+基地+农户”的香
菇种植方式，从源头上保证了香菇原料

的纯天然、无公害。进而采用国内先进

的超临界CO2萃取技术，致力于调味香
辛料的研发生产，实现了天然色香味，

开创了国内香辛料的行业新标准，成为

国内香辛料产品的知名生产商，是康师

傅、统一、双汇、肯德基等著名食品企业

的长期配料供应商。

随着整体产能的不断扩大，仲景

大厨房每年的生产用自来水消耗量也

剧增，而相应的工业废水量也很大。

在全民环保、节约用水的大环境下，

2014年6月，仲景大厨房投资700多
万元兴建新的污水处理工程，2015年
建成并投入使用，最大处理规模可达

到1000立方米每天。现在，每年可处
理污水87800吨。

污水处理只是响应国家政策的第

一步，处理后的达标污水直接排进市

政管网，这是企业的普遍做法。而在

仲景大厨房，却有另外一番实践：仲景

大厨房投入30万元修建了通联厂区

的水循环管网，来二次利用处理后的

污水。

通过这个地下管网，每天近一半

的处理水可直达公司每个用水终端，

绿化用水、清洁用水、浇灌用水……通

过水循环利用，既满足了企业其他用

水需求，又减少了市政污水处理压力，

实现“双赢”。累累累10

仲景大厨房被评为省级绿色工厂

坚持绿色制造 守护青山绿水

通讯员 程明亮

“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份

工作来得太及时了。”镇平县老庄镇

曾寨村留守妇女高景秋感激地握住耀

中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赵丰涛的手

说。“回到家乡，就是要为乡邻干一

番实事。”赵丰涛说，他回村创办的

箱包厂，为全镇近300余名贫困群众
提供了就业岗位。

伴随着镇平县“人才回归全民创

业”的热潮，一大批在外优秀人才回

归故里用产业实现自富带富，用行动

演绎感恩情怀。

在此背景下，镇平开启“稳准

狠”的扶贫新机制，让企业家用实干

精神唤起贫困户“幸福要靠自己奋

斗”的劲头，让脱贫之路绽放出向上

之花、活力之花。

稳中求进
提升带富效能

走进镇平联郡生态农综开发有限

公司的温室大棚，贫困户李清兰正在

给牡丹涂抹生长液。“我们有种植意愿

的，公司就无偿提供技术指导和种苗，

并按市场最低保护价收购产品。”说起

这些，她高兴得合不拢嘴。李国胜回

到家乡，在国家重点贫困村肖营村创

办了公司，鼓励乡亲通过投资分红、管

理托管、服务指导等多种模式参与产

业发展。

目前，肖营、四里庄、刘家岗3个
村120户贫困户免费掌握了油用牡丹
的各项种植、培育技术，发展优质凤丹

油用牡丹新品种350亩左右，增加效
益112万元以上。

回乡创业人才带回的资金、技术、商

脉等资源也有效转化为扶贫产业项目，

形成一批新的产业增长点。同时，因企

制宜、因村施策，让帮扶活动成为村企互

动、农工联姻、产业衔接的一次机遇，让

帮扶项目成为培育新兴产业、完善现有

产业、拉长产业链条的重要媒介。

以彭氏鞋业、和美工艺品等回创

企业为核心，镇平以点带面，以零化

整，通过分厂、家庭加工点等方式不断

向全县贫困村渗透，逐步形成新的特

色产业链。“我们既挖坑栽树，也扬风

撒种，按照回创企业的实力和发展需

要，鼓励一对多、点对面的天女散花式

帮扶。”该县人才办负责人说，“比如新

奥针织公司有扩大产能的需要，我们

就协调企业把全部新增产能投入到扶

贫开发中，在全县新建 10个扶贫车
间，新上500套全自动电脑织机。”

准确归类
提高就业质量

在王岗乡马岗村创办春果家庭农

场的马俊春，针对附近不宜外出务工

的贫困户，专门增设可就近就业、参与

分红的岗位50多个。目前在农场固
定务工的贫困户人均年收入可达1万
多元。

根据贫困户劳动能力不平衡的特

点和个别特殊情况，回创企业分门别

类进行人性化开发，尽可能设置手工

劳作、机器操作、精细加工等多层次的

就业岗位，满足各类劳动力的就业需

求，同时给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残障人

士提供对口的就业岗位，让工作“暖

心”起来。

“我们精选卢医镇张沟村供养人

口多、就业人员少的低收入贫困家庭，

为25人设置了上手快、强度低的公益
岗位，并专门为他们提供免费通勤车、

食宿、热水供应等便利。”南阳神鹰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郭园园介绍，

“针对厂区周边遮山镇贫困家庭的年

轻人，公司免费为他们开展机械加工

类技能培训，对学习成绩优秀者，将提

供待遇丰厚的专业技术岗位。”

狠下功夫
激活发展潜力

结合“全行业联盟”的能效，突破

企业类别、规模限制，发挥大企业带动

力强、小企业就业灵活、能人乡贤亲近

乡邻的优势，形成由最初的工业企业

为主扩展到工、农、服各门类回创企业

合力扶贫的新局面。

在易地搬迁安置点高丘镇师岗

村，泰迪玩具等回创企业开发出“定点

定制”扶贫项目，围绕“搬出来、稳得

住、能增收、可致富”的目标，以产业为

先导，结合安置点经济新生的发展潜

力，激活新开发领域的扶贫新业态。

镇平县力源热电有限公司在王

岗乡等多个产粮大乡直接组建村级

秸秆整理收集合作社，把壮大村级集

体经济、扶贫工作和秸秆收储利用有

机结合起来。该县以回创企业投资、

入股、捐赠等形式，在帮扶村创办经

济实体，有效拓宽村级增收渠道，改

变贫困村集体经济薄弱、项目滞后的

面貌。

目前，镇平县共引进180多个回
创企业(项目)，回乡创业人数累计超
过8000人。精选17家优秀回创企业
针对全县83个贫困村推行多方发力、
协调共进、互动双赢的帮扶机制，在自

我脱贫的氛围中，有效遏制了“安贫乐

道”“等靠要”等消极思想，加快实现

2018年脱贫摘帽的目标。回创企业
共帮扶贫困户 1244户，已脱贫 308
户。累累累10

镇平 企业齐上阵 扶贫“稳准狠”

南阳杜尔气体

装备有限公司不断

地引进国内外先进

技术和科研成果，

开发新工艺，新技

术，实现液化天然

气全套设备研发、

制造、销售和服务

一条龙。今年前两

个月，公司销售额

突破 4500万元，实
现“开门红”累累累10
本报记者 王涵 摄

镇平县双马服装公司为贫困户提供就近就业岗位

通讯员 罗立锋 摄

仲景大厨房污水处理中心 本报记者 王涵 摄

销售实现
“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