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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 10 场“手拉手”供需对接
活动并达成采购意向约15.5亿元、
完成企业智能诊断56家次、提供数
字转型解决方案 35 个、帮助 56 个
项目获得金融授信……自深化拓
展省委“三争”行动以来，三明市工
信局将扎实开展市委“四领一促”
工作与优服务、攻项目、促转型、铸
链条有机融合，在加快工业高质量
发展上持续发力，以实干担当推动
我市工业发展提质增效。

解难题稳增长
开创服务发展新局面

新春伊始，市工信局以企业难
题破解为具体突破口，成立9个工
作专班，每月深入企业一线、项目
现场，及时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项
目建设动态，在跟踪督办和对账销
号全市规上企业生产运行问题清
单、资金需求清单、增资扩产项目
困难清单“三张清单”上综合发力，
推动企业破解难题。截至 6 月上
旬，工作专班共走访企业260家，召
开企业家座谈会30场次，收集企业
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18个，“政企
直通车平台”化解企业难题14个，

协调处理企业矛盾纠纷5起，开创
工信部门优质服务工业企业发展
新局面，有力提升了企业在明发展
幸福感、获得感。

为稳住工业经济发展大盘，市
工信局制定推动工业稳增长5条正
向激励措施，全面激发工信系统政
策对接工作的主动性、精准性、实
效性，1-5月，我市共争取各类工业
发展专项扶持资金3339万元，兑现
各项惠企专项补助资金3337万元，
为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攻项目夯基础
释放服务发展新活力

市工信局秉持“服务企业发展
和项目建设是工信天职”这一理
念，全面深化“全覆盖、全过程、全
方位”项目工作机制，攻项目夯基
础，释放服务发展新活力。筛选总
投资 136.9 亿元的 189 个工业领域

重点推进项目列入省重点技改项
目库，并实行常态化跟踪管理。

充分发挥项目在促投资、稳增
长、夯基础、强后劲中的支撑带动
作用，扎实推进全市398 项增资扩
产 重 点 项 目 ，1- 5 月 完 成 投 资
132.89 亿元、占年度计划 50.76%，
超序时进度9.09个百分点，三钢中
大棒生产、恒利达重工机械等98个
项目建成投产或部分投产。

用好省级技改贷款贴息和设
备补助政策，先后与兴业银行三明
分行、工商银行三明分行等各类金
融机构召开座谈会议6次，鼓励金
融机构加大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累计帮助56个项目获得金融授信
金额 44.7 亿元、投放贷款 30.66 亿
元，项目数和放贷金额均居全省第
四位，有效激发企业高质量发展新
活力。

抓转型促提升
打造服务发展新引擎

围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
设，促进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市

工信局建立推动“四领一促”工作
“三单”机制，起草《推动“四领一
促”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施方
案》（初稿），印发《2024年工业企业
增资扩产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文
件，抓转型促提升，打造服务工业
经济发展新引擎。

着眼科技赋能，筛选 11 家企
业项目申报技术创新重点攻关及
产业化项目，5家企业申报省级企
业技术中心，“精密复合磨削机
床”获评国家级重大装备首台
套，新增省级首台套装备4项。

着眼数字赋能，发布三明市
工业互联网平台，促成中国移动
（上海） 产业研究院三明分院落
地，完成企业智能诊断 56 家次，
提供数字转型解决方案 35 个，37
个总投资41亿元的数字化产业项
目有序推进。

着眼绿色赋能，组建绿色节
能诊断专家库，开展节能诊断服
务15场次、节能监察42家，推动
9个项目入选省级重点工业节能改
造项目，全市102家重点用能企业
实现全面联网。

铸链条强产业
展现服务发展新作为

市工信局聚焦“产业领跑”，
积极谋划产业发展新路径，铸链
条强产业，展现服务发展新作
为。借智借力沪明产业合作、京
明科技合作、新时代山海协作，
着力引进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形
成更多经济增长点、投资拉动点。

延链补链强链。围绕抓特色
扬优势，制定并印发钢铁与装备
制造、氟新材料、石墨和石墨
烯、生物医药、高端纺织这5条工
业领域特色产业链专项规划和

“一链一策”政策，策划年内开展
产业链精准招商100次以上。一季
度我市钢铁与装备制造产业、新
材 料 产 业 增 加 值 增 速 达 8.3% 、
8.4%，分别高出全市平均工业增
加值2个百分点、2.1个百分点。

做大做强县域产业。着眼推
动县域重点产业链锻长板、补短
板、强弱项、提能级，将推进县
域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工作纳
入市委“四领一促”考评内容，

制定加快推进县域重点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方案，明确 22 条拟推
进县域重点产业链及对应的延
链 补 链 强 链 方 向 ， 筛 选 “ 链
主 ” 企 业 103 家 ， 强 化 市 县 联
动、政企合力、区域协同，加
快培育一批单项冠军企业、专精
特新企业、龙头企业，力争 2024
年培育县域百亿重点产业链 10
条，重点产业链规上企业产值占
比提高2个百分点。

做精做特资源深加工产业。
立足我市资源禀赋，以拓展延伸
矿产资源深加工产业链为主攻方
向，市工信局开展“两集中一拓
展”专题调研，今年来先后完成
清流勇锋光伏玻璃用石英砂深加
工等 6 个总投资 23.27 亿元的产业
深加工项目评估。此外，对照

《三明市矿产资源产业化重点任务
清单》 要求，科学规划产业后续
发展方向、目标和举措，有序推
动文辉新材料40万吨矿物深加工
等12个资源深加工项目建设，九
牧 （三明） 新材料尤溪分公司成
功开业运营。

（通讯员 黄香花）

市工信局：实干开启工业发展新篇章

4 月 22
日，我市举办
工业重点项
目与建材企
业产品“手拉
手”供需对接
活动。

3月18日，市工信局领导带队赴三钢中大棒生
产车间调研项目进展。

5 月 10
日，召开全
市产业数字
化转型视频
会议，加快
推进新型工
业化进程。

5月26日，沪明产业合作交流推介会在我市召开。图为沪明产业合
作交流签约现场。

沙县区：牢记嘱托 绘就老区奋进新画卷
●沙县记者站 许 琰

端午过后，夏意渐浓。行走在沙
县区这片红土地上，高质量发展春潮
涌动，焕发出勃勃生机。

1999年7月7日，时任福建省委
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泰宁县新桥
乡岭下村调研，作出了“不要忘记老
区、不要忘记老区人民、不要忘记‘五
老’和这些革命老干部”的重要嘱托，
饱含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深惦念，彰显
着对共产党人初心使命永恒不变的
追求与担当。

红色，是沙县区鲜亮的底色；发
展，是沙县区铿锵的足音。近年来，
沙县区广大干部群众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乡村振兴和产业发展等方面齐
头并进，奋力谱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
展新篇章。

富民产业引领
乡村振兴迈大步

初夏时节，走进“沙县小吃第一
村”夏茂镇俞邦村，四周青山绿水环
绕，道路干净整洁，房屋明亮美观，田
间瓜果飘香。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慕
名而来的游客都让这个网红打卡点
人气不减。

“上世纪90年代初，俞邦村人多
地少，村民生活困难。”村党支部书记
张昌松还记得，随着第一批小吃店业

主走出山门，沙县小吃开始声名鹊
起，也让村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

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革命老区村——沙县夏茂镇俞
邦村，在小吃摊边、特产店里、村民家
门前，同乡亲们亲切交谈，详细了解
沙县小吃发展现状和前景。

3年多来，俞邦村将殷殷嘱托汇
聚成奋进实干的磅礴力量，先后实
施了农网巩固提升、人居环境治
理、清洁化改造等50多个提升改造
项目，打造集小吃体验、红色研
学、民俗展示、生态康养于一体的
多元化文旅项目，逐步让游客从

“半天游”到“留下来”。
同时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俞邦

村紧紧围绕特色产业做文章，开发
“自然生态，乡愁记忆”系列文创产
品，延伸消费节点；注册成立俞邦片
区农贸发展有限公司，推广地道农特
产品；设立返乡创业工作站，为乡村
振兴赋能；打造沙县小吃记忆馆，展
示了沙县小吃富民特色产业的风雨
历程和丰硕成果……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举措，让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去年，全村累计接待游客超 50
万人次，村民人均收入超 3 万元，村
集体收入突破50万元。

如今，像俞邦村一样，乡村振兴

的图景在沙县广袤的农村大地上遍
地开花。

富民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沙县区
充分发挥沙县小吃这一特色富民产业
的辐射带动作用，全区6万多人在外经
营小吃，带动周边就业人口30余万人，
辐射全球79个国家和地区，年营业额
超550亿元。同时，它也有力推动了农
业种植养殖、食品加工、物流配送、餐
饮服务以及特色旅游等一二三产业的
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沙县城乡居
民的人均年收入由1997年的2805元
增至2023年的40537元。

产业提档升级
老区焕发新活力

6月18日，在沙县区菌草种养循
环综合体基地里，番茄、西瓜幼苗茁
壮成长，健壮的公牛惬意地吃着草料
……基地种植的菌草长成收割后，加
入菌进行培养发酵，既可以发酵成各
种动物饲料，还可高效分解动物粪便
变成有机肥，最终形成以菌草为载体
的绿色循环种养体系。

“现在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目前
菌草种了 400 亩左右，基地里的牛、
猪和有机蔬菜都已经进场，整个基地
运转逐渐步入正轨，预计 6 月底开
园。”基地负责人石晓芳介绍，基地建

成后，年可产菌草5000吨、果蔬5吨，
年出栏牛和猪等畜禽850头，年出鱼
32吨。

菌草家园微生物农业循环综合
利用种植养殖加工项目拟投资约 5
亿元，项目占地面积5110亩，形成集
种植养殖、饲料加工、技术示范推广、
农业信息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
循环综合体基地，加快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促进区域种植业、畜牧业绿色
发展。

产业发展，激活了沙县革命老区
高质量发展的一池春水。通过加快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虬城大地跑出了

发展加速度——
主导产业“链”上发力显生机。

沙县区立足资源禀赋，绿色纤维产业
园等园区基础设施及要素配套不断
完善，高端机械装
备、硅及化工新材
料、小吃食品等“3+
1”主导产业持续补
齐补强，以产业链思
维推动招商引资，通
过招引上下游企业
进行延链、补链，
促进相关配套项目
集聚发展。

创新能力领航高质量发展。借力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海西（福建）分院
有限公司、三明中关村科技园等平
台，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聚焦“专
精特新”方向，开展技术攻关，为技术
创新和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支
撑和公共服务，不断引领行业技术进
步，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促进区域
产业高质量发展。

与上海市杨浦区在文旅、教育、
医疗、小吃产业等领域签订301多个
专项合作协议；建设上海沙县小吃运
营中心；总投资15.2亿元的纬景储能
液流储能设备生产等 4 个项目动工
建设……

沙县区抢抓沪明对口合作、山海
协作机遇，把先进地区的资金、技术、
人才等优势，与当地有机结合，在沙
县这片红土地上碰撞出协同发展的
火花。

“3+1”主导产业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许 琰 摄）

沙县城区航拍图沙县城区航拍图 （（张凌欣张凌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