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进行时

南阳海纳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致力于智能

机器人、智能家居、VR
等一系列智能数码产品

设计和研发。研发的人

形智能服务机器人完美

解决了远程陪伴、智能

家居、智能对话等三大

社会需求热点和技术难

点 �5
本报记者 阎亚平 摄

智能研发
破难点

近年来，我市主动适应经济发

展新常态，坚持新发展理念，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采取

有效措施，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新

旧动能转换，全市工业经济呈现出

平稳运行的良好态势。

一是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深

入推进“两轮两翼”战略，增强产业

发展支撑。以科技创新为突破口，

多措并举，推动产业发展提质增

效、转型升级。

促进第一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支持建设优质特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基地；培育和打造一批具有

地域特色的绿色无公害标志产品；

壮大中原生猪、肉牛产业集群；健

全禽畜良种品牌等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基地。

大力推动工业化进程。支持

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完善高端引

领的光电、生物质能源等特色产业

链，建设新型产业基地和特色产业

集群；支持省内资源产业优化布

局，深化省内棉纺、食品优势骨干

企业与南阳相关的上下游企业整

合重组，重点发展精深加工产品；

提升钢铁、化工企业技术能力和集

约水平，确立一批重点企业，加快

培育一批成长快、潜力大、效益好、

能够参与制定行业规则的行业领

军企业。

着力推进精准招商战略。利

用京宛合作平台，在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资本等方面，持续深化京

宛对口协作，开展主题招商；围绕

主导产业延链补链招商，瞄准重点

地域，锁定上下游关联企业；突出

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招商，申请省级

扶持政策，设立电子商务服务中心

区，引进了京东、聚美优品等知名

电商，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农村扶

贫淘宝项目；围绕服务业“两区”

（商务中心区、特色商业区）建设，

积极发展具有地域特色、产业特色

的总部经济，打造优良营商环境，

培育新的增长点。

支持优先发展开放型经济。

支持特色装备制造、特色农产品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推动人力资源密

集型企业开展对外承包和劳务合

作业务，建立外派劳务基地，打造

外派劳务品牌；加强南阳口岸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空港与高铁片区联

动发展；强化南阳作为中原城市群

和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桥头

堡”作用，积极参与新欧亚大陆桥

建设，为南阳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创新服务形式，强化要素保

障。建议市政府主要领导每季度

主持召开一次不同层面企业家座

谈会；市政府分管领导每月召开一

次不同形式的企业家座谈会，集中

听取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的困

难和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当场解决

答复，不能当场解决的转交相关部

门限期解决或答复。

二是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科

技创新是工业转型发展的不竭动

力，创新发展新动能是引领我市工

业发展的战略举措，深度对接融入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是南

阳实现借力发展和后发追赶的必

由之路。

以联通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为依托，强化自主创新能力

建设。鼓励扶持南阳特色优势制

造业，培育科研新团队，实现产业

可持续发展；重点扶持龙成集团、

淅减集团、防爆集团、福森集团等

有潜力的优质企业实施开放创新，

对接京津冀，利用京宛对口协作平

台优势，加强与中科院、京津高校

科技成果转化中心等机构合作，精

准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

装备；注重引进资金项目、创新人

才、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先进理

念，培育壮大科技含量高、发展潜

力大的环保型高附加值企业。

抢抓互联网经济发展新机遇，

大力推进大数据体系建设。依托

河南省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规

划建设南阳大数据中心等，整合社

会创新资源，让有资质、有能力的

企业参与到南阳大数据产业的设

计、研发、应用、服务、运营中来，加

强推广融合，形成“五个中心、两大

平台”的创新布局，加速创新业态

融合，拓展创新服务空间。

三是强化人才发展支撑。人

才是支撑南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第

一资源，是我市工业转型升级发展

的重要保障。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市政府

出台高层次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

允许博士、教授子女在入园、入学

等方面可以在全市范围内免费自

由选择，在家属、子女就业方面给

予适当照顾等。

加快人才公寓建设，改善配套

服务，切实解决高层次人才的后顾

之忧，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提供

坚实的后勤保障。

实施“卧龙学者”计划，做

好与“中原学者”的衔接工作。

优先支持具有赶超全省、全国先

进水平发展潜力的基础与前沿研

究、应用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

学科建设，以及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核心技术、重大关键技术、知

名品牌，市场广阔、效益突出的

企事业单位。�5

创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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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从市统计局获悉，前8个
月，全市工业生产基本保持平稳运

行态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7.8%，增速高于全省0.2个百
分点。

部分重点传统行业增长较

快。前8个月，全市38个行业大类
中28个行业生产正增长，增长面
达73.6%，有18个行业增速高于全
市平均水平。食品、烟草、工艺美

术品、医药、冶金、通用设备、电器

电子、汽车零部件、电力供应等重

点传统行业，前8个月都保持两位
数增长，尤其是食品制造、冶金、电

气电子行业生产增速达到 15%
以上。

高成长性和高新技术产业增

长较快。前 8个月，全市电子信
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食

品、现代家居、服装服饰等六大高

成长性制造业生产增长10.4%，高
于全市规上工业2.6个百分点，其
中电子信息产业、汽车零部件产

业、食品产业两位数增长，增速分

别是22.8%、11.5%、10.2%；1~8月

全 市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生 产 增 长

14.1%，高于全市6.3个百分点。
新兴产品从无到有，产量增长

较快。前8个月，锂电子电池产量
增长42.8%，工业自动调节仪表与
控制系统产量增长26.5%，光电子
器件增长3.9%。

工业品产销基本衔接。前 8
个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销基本

衔接，产品销售率达到97.8%。产
品出口增长较快，工业企业出口交

货值同比增长20.4%。
分县区看，前 8个月，增速最

高的是西峡县。由于今年钢铁形

势有所好转，增速达到12.8%。内
乡、南召、镇平、卧龙、淅川实现两

位数增长，增速分别是 12.8%、
12.1%、12%、10.9%、10.0%，桐柏、
方城、唐河增速高于全市水平，分

别增长9.7%、9.3%、9.1%。
我市目前正处于结构调整和

升级转型过渡阶段，工业产业结构

依然存在偏重、偏高耗能、偏资源

型等问题，今后我市各界仍需持续

用力，维持目前的工业生产增速水

平。�5

本报记者 张飞

2.38万平方米的仓储中心，12
层1万平方米电子商务大楼，6000
平方米农产品加工包装中心，4000
平方米的立体智能仓储中心，电子

商务培训学校……位于桐柏电商物

流产业园内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智慧物流已成为推动物流

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抓手，谁

在智慧物流上发展快，谁就掌握行

业发展的主动权。

作为桐柏电商物流产业园的发

起者——桐柏今达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今达），近年来，总投资

6.05亿元打造专业的电子商务物流
产业园。该园区以电子商务为引

领，以现代物流为支撑，建设标准

化、智慧化园区，实现电子商务与传

统产业深度融合。

大力推动智慧物流是今达的具

体体现。今达坚持打造“电商园区

知名品牌”，以开发特色农副产品为

方向，进行农产品深加工、精细加

工、农副产品整合，提高其附加值，

并利用电商平台开展农副产品线上

跨境销售。

园区涵盖了商贸物流、大型仓

储配套及信息交易大厅、中小企业

创业孵化基地、培训中心、农产品展

示平台、金融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

依托“互联网+”运营思维，打造桐柏
县最大的以现代商贸物流业为核心

的现代化物流仓储基地。仓储区汇

集了伊利、蒙牛、旺仔、今麦郎、枝

江、茅台、格力等 20家知名品牌
商品。

先后引进中原蓝奥、阿里巴巴

农村淘宝、慕绅电商运营服务团队，

在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电商平台

建立特色桐柏馆。引进中原蓝奥建

设的“桐柏云商”公共服务平台，涵

盖了桐柏特产、桐柏旅游、精准扶

贫、行业动态、产业政策和桐柏电商

等多个公共服务模块的导向功能，

已入驻禺峰野茶园、神农氏艾草、金

淮豆业等13家本地知名企业，上线
了包括艾制品、中草药、茶叶、粮油、

豆制品、果蔬生鲜等15大类1245个
桐柏特色产品。依托小苏打、茶叶、

香菇等产品的外贸出口优势，建立

电子商务+农业+工业的跨境电子商
务平台，开启农特产品营销的外贸

发展新模式，培育的菌菇类出口加

工贸易企业，月出口额达100万美
元以上。

建立的桐柏电商物流产业园发

展专项基金，以“网上交易、业务管

理、商务协同”为核心，面向物流产

业链，以全程电子商务平台为载体，

融入电子商务交易、货运信息交易、

园区公共服务管理系统、智能停车

场等子业务模块，实现在线实时交

易。2017年，实现艾草、茶叶、中药
材、食用菌、朱砂红桃等50余种特
色农产品线上交易额2000多万元，
培育盘古溪茶叶、淮源牌白酒、三源

牌花生油、农飨土鸡蛋等35种网销
品牌，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今达还积

极参与“千企帮千村”扶贫活动，利

用智力扶贫、产业帮扶及电商带动

等为贫困户提供专业技能培训、产

业政策扶持、电商营销等各种帮扶

措施。带动发展艾草种植 1万余
亩，孵化培育艾草生产企业5家，艾
草种植合作社4家。孵化培育的桐
柏友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开展艾

草加工及互联网营销推广，月销售

额30万元并稳步增长。特别是通
过孵化培育电商企业，对桐柏本土

特色产业做营销推广，朱砂红桃实

现了7天销售1万单，带动120户贫
困户实现增收，累计实现销售3万
余单、15万余斤朱砂红桃。电商企
业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40多万
元，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创业 100
多人。

今达物流依托电子商务产业园、

今达职业学校，联合阿里巴巴桐柏运

营中心、河南工业大学、南阳理工学

院相关院系，针对桐柏县企业、农民、

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残疾人等开

展定点培养、专业技能知识培训，建

立大学生培训、实习基地，为企业输

送人才，形成良好的人才培养环境。

同时针对个人及创业团队，提供一站

式指导服务，并为优质项目提供投融

资服务。因而今达物流荣获了全国

农村创业创新园区、河南省电子商务

专业园区、河南省创业孵化示范基

地、河南省众创空间、南阳市科技孵

化器等荣誉称号。�5

通讯员 熊长文

在平凡的岗位上，他不断追求

职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在传统制

造向中高端迈进的征程中，他默默

坚守，孜孜以求。

他就是模具制造专家、西峡县

内燃机进排气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西排公司）副总工程师李长武。

刻苦钻研 自学成才

生于 1965年的李长武，高中
毕业后学习木制品加工，由于善于

钻研，勤于思考，他的作品做工精

细，工艺独特，受到许多客户的青

睐。1985年他被聘为西排公司铸
造工程师。

1987年 10月，公司把斯太尔
排气管国产化试制任务交给了李

长武。他充分汲取传统技艺精髓，

废寝忘食，穷思苦索，克服难以想

象的困难，历经400多个日夜、130
多次的反复试验，先后研制修改模

具50余次，在简陋的厂房里，终于
试制出样品，经山东潍坊柴油机研

究所与进口件对比试验，各项指标

均达要求，按厂家要求进行批量生

产，产品荣获了河南省“科技进步

奖”和“优质产品奖”。

斯太尔排气管的研制成功，点

燃了李长武的科技梦想，在后来的

10多年里，他先后成功开发出了南
京依维柯排气管、捷达轿车排气

管、海南马自达排气管等一系列产

品，均被评为河南省“高新技术产

品”。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CAD/
CAM辅助设计、分析成套技术、Ug
三维软件等，2000年开辟了3D软
件制作铸造模具新技术，被业内誉

为“模具王”。

严谨求实 拼搏进取

随着时间推移，李长武先后担

任了公司技术部部长、公司副总工

程师，伴随他的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追求完美的技术革新产品也不

断涌现，他也在专注、坚持、严谨中

享受着产品在自己双手中不断升

华的快乐。

紧跟制造业的时代步伐，2004
年他开发出了水套排气管，提高了

工艺出品率和成品率，为同类产品

创造了先例；2008年开发出支架、
轴承座、汽车底盘类件制动系类等

产品；2009年研发出高镍排气管铸
造工艺方法，2010年研发铁模壳型
制作铸钢排气管工艺，广泛应用于

铁模覆砂线和负压围法线。

在担任公司铸造车间负责人

和技术部长期间，他先后成功申报

了 7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
利。2010年国家铸造标准化委员
会“排气歧管用铸铁件暨奥氏体铸

铁件”国家标准审查圆满成功，作

为主要发起人，他参与起草了两项

国家标准的制定，此举改写了国内

汽车发动机零配件排气歧管用铸

铁件、奥氏体铸铁件排气管制造无

国家标准的历史。

献身铸造 追求卓越

李长武在铸造行业摸爬滚打，

从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到优秀的

铸造工程师，他孜孜以求，呕心沥

血，也为公司带出了一批又一批的

技术骨干，在公司成长为全国最大

的专业生产排气管的企业发展征

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

他带领的徒弟中，有数十人走

上了公司的重要岗位，成为公司技

术骨干。李长武的创新团队开发

出各类新产品上千件，仅2017年
就制作模具126套，模具制作周期
也由原来两个月缩短到现在的一

周。2013年~2015年开发的耐热
铸钢材料排气管和涡壳产品已成

为公司新的增长点，2016年实现销
售1.1亿元，2017年近两亿元。

李长武多次荣获省、市、县表

彰，被授予“首届南阳青年科技创新

优秀奖”、“河南省十大杰出青年工

匠”等荣誉。今年5月，李长武创新
研发团队——李长武创新工作室，

被市总工会命名为“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5

本报讯（通讯员柴莹）内乡县

深入实施“诸葛英才计划”，从政策

引领、平台搭建等多方面着手，支持

创新创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效果。

政策引领，营造氛围。该县高

度重视人才发展，先后出台《内乡

县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办法（试

行）》和《内乡县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贯彻“诸葛英才计

划”加快建设人才强县的意见》，设

立1000万元的人才发展资金，保
障人才工作全面开展。县财政每

年拿出不低于100万元对人才回
创先进单位和服务人才回创先进

单位进行奖励，营造创新创业的浓

厚氛围。

搭建平台，打造品牌。该县以

实施“人才回归、全民创业”战略为

重点，县财政出资建成内乡众创空

间，为创客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

要素的保姆式服务；创办“回乡创

业促进会”，搭建小微企业抱团发

展的成长平台，专注服务小微企

业，实现资源共享、风险共担，目前

有会员98家；依托牧原公司，建成
农牧装备孵化园，主要吸引农牧装

备制造企业入驻，为农牧企业提供

上游生产装备，致力于打造融“创

意、设计、制造”为一体的农牧装备

产业化平台。

融入中心，服务发展。回创战

略实施以来，该县已回归各类人才

8000余人，回创企业家296家，其
中超亿元企业42家，回创经济成
为内乡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截至

2017年底，全县人才总量达到6.2
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2800人，专
业技术人才3.8万人，高技能人才
1.9万人，人才智力为内乡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蓬勃活

力，为“三个内乡”建设作出了突出

贡献。�5

产品产销基本衔接 新兴产业快速增长

前8个月全市工业平稳运行

智慧物流 打造电商物流排头兵
——桐柏今达物流有限公司转型纪略

孜孜以求锻造最精模具
——记西峡县内燃机进排气管

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李长武

内乡

打造创新创业高地

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
□南阳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 李新宁

县区视窗

（上接A5版）桐柏老乡夏焕玉双腿
残疾，从镇江乘K1107次列车回南
阳，用两个小凳子支撑身体爬行上

车，列车长尚云霞给他安排了残疾

人专座，一路细心照顾。桐柏站下

车时，列车长还给他联系车站，送

来了轮椅，让他安全出站。夏焕玉

看到铁路人的热情服务，激动得热

泪盈眶，连连表示感谢。

从业二十余年，真正在列车上

感受到的是南阳家乡人素质的空

前提高，当然这也和家乡的经济飞

速发展分不开的。

过去的印象中，出去的都是出

力流汗的劳务工，每次上车都是大

包小包的编织袋、烂被套，争先恐

后，拥挤不堪；身上带着各种异味，

争吵谩骂充斥着车厢，时不时地下

车顺手带走车上的头套、枕巾、被

套等，让人头疼得不得了。现在好

了，以前的现象全不见了，进站上

车，文明排队，自动出示车票，随身

携带的都是拉杆箱、背包，行李架

上摆放得整整齐齐。大部分西装

革履，神采奕奕，真是新时代新形

象。让樊书怀自豪的是，走出去的

南阳老乡中，越来越多的是“身怀

绝技”闯天下，简单出苦力的越来

越少了。记者在他的笔记本上看

到这样几则“亲情日记”——

社旗老乡祝新亮，在上海做园

林小品，假山、水系得心应手，是园

林公司的骨干，一年下来也能挣一

二十万元。小伙子在车上眉飞色

舞，决心再干几年，在上海安家。

社旗老乡张玉龙带着一家三

口坐车去上海，问他是否去旅游？

他说，在上海开出租车，生意还行，

这次是把老婆孩子都接去，一家人

好好在上海干，脸上充满了自豪。

内乡美女老乡袁红娜，在县城

经营了几家超市，专营服装。车上

偶遇时，她说，去上海服装市场转

转，准备“换换脑子”进点新时

装。衣着平实的南召老乡余国发，

是南阳国发园林有限公司负责人，

他的上海之行就是把咱南阳的优

质绿化树木——玉兰树，推向上海

市场。

把南阳带到世界大舞台，把世

界精彩带回南阳。樊书怀在来来

回回的列车上，看到了南阳人在新

时代发展中的朝气、向往和追求，

当然还有发展的实力。透过这个

特殊的视角，他洞察到南阳在改革

开放中不平凡的变化。为此，他感

到骄傲与自豪，“坐着火车看家乡，

越看越美气”。�8

“坐着火车看家乡，越看越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