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2月29日 星期六
编辑/袁景辉 美编/赵行伟 制作/何叶 7

一岗双责 管行业必须抓招商

2019年 6月，曲靖市委、市政府《关
于建立“大招商”工作机制的意见》和
《曲靖市招商引资考核评价办法（试
行）》正式印发。

招商引资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和“第一抓手”，“抓好招商引资是本职，
不抓招商引资是失职，抓不好招商引资
是不称职”，坚决推动由“一支队伍招
商”向“千军万马招商”的根本性转变，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在全市优化营商
环境暨招商工作会议上反复强调。

《意见》明确了全市各级党政领导
干部、各部门的招商引资责任，行业管
理部门按照“管行业必须抓招商”的原
则负责各行业的招商引资工作，审批服
务部门负责招商引资项目落地的要素
保障及审批服务。41家市直单位纳入市
招商引资工作委员会的成员单位，每家
单位的招商引资责任都一一作了划分
和明确。

市工信局结合机构改革专门设置
了产业招商科，市农业农村局、市能源
局、市卫健委等部门相继明确了责任领
导、具体科室负责招商引资，各部门纷
纷组成招商小分队“走出去”。2019年，
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外出招商68次，
市直部门外出招商57次。

结果导向“排行榜”上论英雄

“我们就是要通过排名，让工作不
力的单位红红脸、出出汗，奋起直追。”
前不久，曲靖市亮出经济发展“排名
榜”，对各县市区以及曲靖经开区的经
济发展指标进行上榜公布。

曲靖市委、市政府按照突出“结果

导向、客观真实、比学赶超、重奖重惩”
的原则，修改完善了招商引资考核评价
办法。这一考核评价办法的核心就是突
出实际成效，围绕“立项投资额、固定资
产投资、增加值、缴纳税收、实际到位外
资”五项指标进行量化考核，考核结果
与经费安排、用地指标调剂和干部评价
挂钩，体现了“大干大支持、少干少支
持、不干不支持”的激励导向。同时，坚
持每月举行一次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和
现场观摩活动，倒逼各地各部门加大项
目谋划、招商、落地力度，形成了“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

以更严的责任抓落实，以更严的
督查抓考核，以更严的奖惩抓兑现。曲
靖市的考核评价机制，解决了考核评
价指标单一，签约热热闹闹、宣传轰轰
烈烈，只听锣声响、不见项目落的现
象，更让招商引资成为锤炼每一名干
部的“主战场”，成为检验每一名干部
能力的“试金石”。

精准发力 聚焦产业集群抓招商

2019年2月17日，位于曲靖市经济
技术开发区硅晶产业园的阳光能源
3000吨硅棒和1.2亿片单晶硅片项目正
式投产；12月6日，西安隆基年产30GW
单品硅棒和切片建设项目落地正式签
约入驻；12月 18日，晶龙集团 1.2GW拉
晶项目和锦州佑鑫6万只石英坩埚项目
正式宣布投产。国内单晶硅行业五巨头
已有 3家入驻曲靖硅晶产业园，锦州佑
鑫、宝钢气体等一批产业链配套企业也
纷纷入驻，绿色水电硅材一体化产业集
群正在曲靖悄然形成。

曲靖硅晶产业园是曲靖市大力推
进产业集群精准招商的缩影。曲靖市结
合自身实际和比较优势，统筹谋划全市

产业空间布局，按照“一县一业”和产业
集群发展的思路，重点培育打造的15个
产业集群。每个产业集群全面施行“七
个一”精准招商模式，即：一张招商路线
图、一个重点项目库、一个承载园区、一
套具体扶持政策、一支专业招商队伍、
一批招商代理、一个落地服务机构。

富源县、沾益区重点培育绿色水电
铝一体化产业，陆良县集中培育绿色食
品产业集群，师宗县重点打造不锈钢产
业园、陶瓷产业园，马龙区重点培育五
金产业集群，一个个具有特色优势的产
业集群呼之欲出。

全程跟踪 问题在我这里解决

1月 16日一大早，云能硅材料总经
理助理刘阳赞就接到了沾益区投资促
进局工作人员宋继刚的电话，详细询
问项目的审批和建设情况，存在哪些
困难。刘阳赞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电
话，他每个月能接到一二十个，沾益区

投资促进局也的确帮他们解决了不少
实际问题。

作为沾益区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
投资42.6亿元的40万吨有机硅单体及配
套项目已开工建设。“我们按照“人人都是
软环境、问题在我这里解决”的要求，实施

“园区吹哨、部门报到”工作制度，及时解
决项目落地中存在的问题。”沾益区投资
促进局党组书记顾正兴表示，去年以来共
为61个项目代办事项500余件，为企业解
决各类问题360余个。

曲靖市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一个
项目、一名领导、一支队伍、一套方案、一
抓到底”的分级包保推进机制；出台《曲
靖市重大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工作办法》，
对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产业集群项目进
行持续跟踪督办；建立招商项目推进问
题清单销号制度，将推进缓慢的招商引
资签约项目列出问题清单并进行责任分
解，问题不解决不销号；搭建了曲靖市投
资项目信息化管理平台，充分运用信息
化手段跟踪项目推进情况。

引来一个产业，增加一批就业，带
动一方经济……曲靖“大招商”战略的
实施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每天早上，在通往沾益白水工业园
区的大道上，一群群工人脚步匆匆，一
路说笑着走向工厂车间。圣棚铝业是曲
靖市绿色水电铝产业园白水片区招商
引资的一家企业，每年可加工 5万多吨
铝合金材料，在当地招聘了 400余名工
人。像圣棚铝业一样从事铝合金深加工
的企业，白水片区已投产了5家。

项目工地塔吊林立，建设工人挥汗
如雨抢抓进度，工厂车间机声隆隆，企业
员工有条不紊流水作业……去年以来，
曲靖市“大招商”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全面落实‘大
招商’工作机制、推进产业集群精准招
商、完善招商引资政策体系、拓展招商
引资网络、搭建重点项目快速落地机
制，招引更多、更好的大项目和好项目，
助推曲靖高质量跨越发展。”曲靖市投
资促进局局长许高红表示。

本报讯（通讯员 沈良斌 董娅娟
记者张明磊）宣威市是云南省最大的
生猪生产基地、“全国生猪调出大县”
之一，出产的宣威火腿享誉中外。多年
以来，宣威市广大农村就有生猪养殖
的传统，农户养殖少则二三头，多达几
十头，生猪产业在宣威真正成为带动
广大农民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岁末，位于宣威市西宁街道洽坡
村委会洽坡 35号的生猪养殖家庭农
场里，家庭农场主王信帮迎来了丰收
的一年。“宣威德康生猪养殖有限公司
提供仔猪，我负责育肥，1000头猪去
年获得代养费39万余元，过去说养猪
不赚钱，仅仅肥了田，如今能赚大钱。”
王信帮欣喜地说。

“目前公司旗下像王信帮这样的
家庭农场就有90户，2019年公司出栏
肥猪12万头，实现产值3亿元，带动家
庭农场户均增收 30万元。”德康生猪
养殖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尹强说。

落实政策、咬定目标，为积极打造
“绿色食品”，创建“一县一业”示范县，
宣威市将在规模化、组织化、专业化、
绿色、市场化水平上再提升，抓好优良
猪种“宣和猪”基地及生猪养殖基地标
准化建设，扩大养殖规模，力争实现年
出栏生猪 420万头；抓好规模优质饲
料基地建设，建成以饲用玉米、马铃
薯、萝卜为主的饲料基地280万亩；推
进宣威火腿产业园建设，引入10户以
上火腿类企业入园发展，实现宣威火
腿产业园区产值 35亿元；大力推行

“标准规模猪场+沼气+绿色种植”等
种养结合模式，实现健康养殖；抓好产
品研发、自主品牌培育及营销模式创
新，切实维护好宣威生猪养殖及宣威
火腿百年品牌信誉。

本报讯（记者 蒋贵友）经过 12年
的发展，罗平县金达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终于打响“罗平黄山羊”品牌。
在获得国家地理商标之后，又于去年
底成立了专家工作站，带动 200多贫
困户增收脱贫。

2007年，罗平县金达生态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对罗平黄山羊进行品种选
育。在大水井乡金歹村委会闷坑底村
建成了省级核心种羊场，进行罗平黄
山羊的扩繁体系建设、资源开发利用、
养殖示范等工作，并向当地的养殖户
提供种羊。2017年以来，每年带动200
户贫困户入股分红，每户红利 1000
元。同时，通过土地流转、用工、青贮玉
米订单收购等方面的带动，确保每户
增收5000元以上。

为了发展集体经济，通过“公司+合
作社+养殖户”模式，初步规划在大水井
乡选择4个村（居）民委员会投资400万
元，建设4个罗平黄山羊养殖小区，每个
小区饲养商品羊200只以上，进一步辐
射带动全县发展罗平黄山羊养殖。待黄
山羊数量达一定规模后，计划投资2000
万元建设屠宰加工场，通过“产、供、销”
一条龙模式，把罗平黄山羊发展为农户
增收的重要支柱产业。

如今，种羊场有放牧山场5000亩，
生产建设用地50亩, 建有砖木结构高
床漏厩羊舍4000平方米，青贮氨化窖
2000立方米，水、电、路、通讯等设施完
备，饲养种羊1200余只。全县黄山羊存
栏29万余只，年出栏23万余只。

2019年 12月 5日，罗平金达·储
明星专家工作站在大水井乡闷坑底村
罗平黄山羊种羊场挂牌成立，成为云
南省49个专家工作站之一。未来3年，
工作站将负责研发罗平黄山羊保种与
提纯复壮技术，建立保种核心群，选育
特色品系，在罗平形成 2万只罗平黄
山羊扩繁生产基地。

新闻快递

宣威市

提升养殖规模化
抓好基地标准化

罗平县

打响黄山羊品牌
带动贫困户增收

“老百姓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离
不开供电部门的努力工作。”马龙区马
过河镇副镇长周富强对供电服务称赞
有加。

马过河镇地处偏远，去年全镇脱贫
出列，供电部门是当之不愧的“功臣”之
一。在马过河镇，每年出产烤烟30多万
公斤，占农民经济收入的 80%，村民在
使用电烤房后，烘烤成本大幅下降，烟
叶质量全面提升，还节省了不少劳力。
通过马龙供电局实施的几次电网改造，
为村民发展养殖业提供了稳定的能源
支持。在生活方面，村民大量采用电气
化设备，减少了取热取暖用柴，保护了
森林，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大车章村村民姚丽洪家养了50多
只羊、100多只鸡、8头猪和1头牛。如此
规模的养殖，仅靠 60多岁的父母亲照
料，而他则常年在外经营挖机、搞汽车
运输，妻子在昆明打工。“现在什么都用
电，猪饲料喂完了，开动钢磨就可在家
磨。猪草只要弄回家来，打开猪草机，不
用多长时间就能把一整天的饲料全部
打碎。”姚丽洪的父亲说，放在以往，不

要说两个老人了，即便是年轻人，要养
这么多的牲畜都不可能。磨面煮面都要
将包谷用牛车或马车拉到几公里外的
磨坊去加工，猪草得用菜刀一刀一刀
剁，想想都觉得辛苦。“现在这种日子，
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谈及此，老人一
脸的兴奋，带着记者参观家里应有尽有
的家用电器。

近年来，马龙供电局按照云南电网
公司和曲靖供电局的统一部署，紧紧围
绕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工作安排，在提升
农村供电服务能力和水平上狠下功夫，
着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和满足广大农
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电力需要。当
下，马龙区所有乡村均实现“村村通动
力电”。

与此同时，马龙供电局还制定低电
压问题综合治理机制，对低电压问题协
同配合、定期分析、督办反馈，形成快
速、准确的低电压问题传递通道，分职
责对各类低电压问题解决进度进行跟
踪、督办，加强各部门协作，提升低电压
问题解决效率。

本报记者张雯通讯员李宏梅

基层发现

村村通了动力电

本期聚焦

大招商激活大发展
本报记者张雯张明磊文/图

2019年以来，曲靖市委、市政府坚持问题导向，从创

新体制机制入手，全面推行“大招商”工作机制，招商合力

明显增强，引资项目量质齐升。省外到位资金同比增长

20%，新引入并完成立项备案的产业类招商项目577

个，计划总投资达913亿元。新签约了温氏集团西南总部

及食品产业园、今麦郎饮品及方便面生产基地项目、西安

隆基年产30GW单晶硅棒和切片建设项目、荣德新能源

20GW太阳能晶硅电池及20GW晶砖项目、德方纳米磷

酸铁锂项目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本报讯（记者 陈飞）2019年是人
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收官之
年。面对新收案件持续增长的巨大压
力，曲靖全市法院全年共受理执行案
件 26718件，同比上升 24.99%；结案
24831件，同比上升30.99%，执结率达
92.94%，比上年增加 4.32个百分点，
执行到位金额82.54亿元。

为了加大执行力度，曲靖全市法
院推进执行创新，通过规范共治成员
单位职责，发挥联动机制作用；推进信
息化建设，打造“智慧”执行；针对不同
时期执行重点，开展专项行动力破执
行难；强化执行程序机制，规范制度监
管；加大国家司法救助，推进司法救助
等多项举措，奋力向“切实解决执行
难”目标迈进。先后开展“雷霆行动”

“涉金融案件集中执行”“百日会战”
“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成果”等专
项行动，取得显著成效。全市法院“3+
1”核心指标全部达标，执行到位率位
居全省第一。

全市法院
执行到位率全省第一

依托项目促脱贫
本报讯（通讯员 秦玲玉 丁剑肖

记者 张明磊）近年来，宣威市普立乡依
托沪滇协作，以产业扶贫、退耕还林项
目扶贫为抓手力促脱贫攻坚。

依托沪滇协作项目，该乡 2019年
申请上海对口支援云南项目两个，申请
项目资金600万元，建设香菇种植基地
和生猪养殖基地；依托退耕还林项目，
该乡2019年退耕还林13500亩，利用巩
固退耕还林项目发展种植核桃两万余
亩，提质增效项目涉及农户 628户，惠
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33户；依托本土龙
头企业，该乡龙头企业宣威市云益实业
有限公司 2019年吸纳 5个行政村 169
户 533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将产业扶
贫资金入股到公司，采取不与经营效益
挂钩的保底受益方式，每年按股金保底
分红，集体、个人双受益。

普立乡围绕贫困户“有业可从、
有企可带、有股可入、有利可获”目
标，2018 年以来投入资金 6344.14 万
元，成立 14个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发展 50亩以上规模种植基地 11个，
实现特色产业对贫困户全覆盖、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与贫困户利益联结机
制全覆盖。2019年全乡共有 1066户贫
困户获得产业入股分红 32.58 万元。
同时，还打造以“赶普立”为主的扶贫
超市，建成以“产、供、销”一体化的服
务平台“赶普立”，超市运营按“实体
店+电商+合作社+建档立卡户”模式，
把普立乡贫困户的农产品收集起来，
进行线上线下销售，既增加了贫困户
的收入，解决农产品销售问题，又提
升了贫困户发展能力，为脱贫攻坚找
到新渠道。

兄弟齐心 带富乡亲

在外打拼多年，挣了钱却把积蓄投
到了高寒山区的贫困村里。鲍林才和鲍林
传两兄弟的选择，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会泽县大桥乡者米村是个典型高
寒冷凉山区贫困乡，海拔高，环境恶
劣。多年以来，乡亲们靠着种植土豆、
玉米等传统作物维持生计。这两年，
村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价值较
高的水果和林下种植养殖，高原特色
原生态可溯源水果、养藏香猪、养殖
土鸡……变化源自于鲍林才、鲍林传
两兄弟实干和决心。

“在外面挣再多的钱不如回乡带
着村里人一起致富。”说起回乡创业的
初衷，两兄弟语气一样的坚定。多年
来，鲍林传一直从事着建筑行业，鲍林
才则在昆明从事环卫、绿化工作。

两兄弟回乡创业的想法要从 3年
前说起。鲍林才准备回家盖房，建房所
需材料备齐了，可进村的路却“难于上
青天”。两兄弟站在村头的土堆堆上向
村里望去，还是几十年前的模样，兄弟
俩感到痛心。于是，两兄弟一拍即合决
定盖完房子回乡投资创业，带着乡亲
们一起致富。

修路、种果树、建养殖场……走
循环发展、持续发展的增收路。2017
年，两兄弟投资 1000万元，成立了云
南西土特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先在
者米村流转了 1000 亩土地，种植以
蓝莓、苹果、梨、车厘子为主的高原特
色水果，同时发展以青花菜为主的林
下种植和以藏香猪、土鸡为主的生态
养殖，吸纳当地群众，尤其是建档立
卡贫困户到公司务工。看得见的变化
打动了周边群众，大家纷纷将土地流
转给他们，还把荒山和房屋无偿提供
给公司。

“乡亲们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动力，
我们不等、不靠、不要，一定得闯出一
条富路来。”2018年，1000亩果树全部
栽种完成，为确保乡亲们长期有活、公
司短期有收入，两兄弟带领乡亲们发
展林下种植，首批千亩洋芋收获后，公
司用100亩土地试种青花菜，没想到第
一季净赚了12万元。

如今，从长地小组山头到沟底，三
山两坳每块土地上都种满了果树和青
花。目前，公司已投资 1800万元，流转
土地1300亩，者米新村三组、大梨树四

组等195户732人受益。
鲍林传说，公司将采取土地、资

金、技术入股等方式，进一步扩大果蔬
种植和养殖，待成本收回后，每年拿出
30%的盈利按股份分红。

“以前，屋里土豆堆满屋，卖不出钱。
现在，卡里藏着真金白银。”到公司打工
两年，长地小组建档立卡贫困户鲍林华
感受最深。以前种地，靠天吃饭，运气好
混个温饱，运气不好，成本都苦不回来。
如今，鲍林华两口子工资年收入3.5万
元，加上加班费、土地出让金和卖农家肥
的收入，一年少说也有五六万元入账。

“大家富了，才是我们兄弟俩真正
的富。”鲍林才说，为了满足市场需
求，增强合作社竞争力，进一步拓展
社员的增收渠道，公司今年计划再建
设 100亩蔬菜大棚，同时完善鱼塘，试
养豪猪、麂子等，让整个基地生态循
环起来。

今年，兄弟俩还打算在山上种起
冬樱花，待冬樱花怒放，山花烂漫时，
乡亲们的日子也会像樱花一样，越发
灿烂。

本报记者陈飞 文/图

轮毂生产线

鲍林才鲍林才

鲍林传鲍林传（（左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