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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参考

通城县北港镇的大界村，一头枕着南鄂山
水，一手挽着湘北小镇。开展脱贫攻坚战役以
来，这个昔日的重点贫困村，发挥跨省跨县优
势，大力推进区域合作，不断壮大村级经济，绘
就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的小康
画卷！

亮起来——320盏太阳能路灯照亮村湾夜

大界村紧挨湖南临湘詹桥镇。詹桥镇的集
镇街道已经延伸到界首，两边民居连成一片。
每到夜晚，詹桥一边灯火通明，而湖北大界这边
却漆黑无声。群众跳个广场舞都往湖南跑。这
种状况看在群众眼里，急在干部心里。

一场场“屋场会”，村班子、驻村干部与村
民坐到一起，当面锣、对面鼓，靶心所指，民心
所向，群众所盼。2018年6月，在驻村帮扶单
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支持下，覆盖主干线、
照亮大村湾的乡村亮化工程全面启动。从规
划设计、征求意见到融资筹资、招标采购、施工
建设，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亮化工程进展顺利。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一次性解决15万元专
项资金。在外经商人士胡雄龙、胡三意、胡建、
胡江鱼等人每人出资1万元购置路灯18盏，12
组在外经商人士胡幼安发动本村10名经商人
士筹措资金20余万元采购60盏路灯，全部捐
献给村里。村组党员干部带领村民义务投工
投劳全力配合施工。仅月余时间，320盏太阳
能路灯高高悬挂在全村主要路段、显要位置，
总计投资70余万元，串联7条村组主要道路，
进入全村14个组18个村湾屋场，点燃乡村夜
空中最亮的星星。

如今，璀璨的夜空下，是山村热闹的生活、群
众欢快的笑脸。住着有30多户人家的大界村九
组清米冲屋场，整齐划一的太阳能路灯并列屋场
道路两排，平坦宽阔的水泥路面更显笔直气派。
夜晚的村湾，屋场正中文化广场明亮的路灯下，
男女老少围在一起，欢快跳起广场舞。

通起来——30公里硬化村组路畅通“毛细血管”

大界村由原3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杭瑞高
速、G353国道穿境而过，村湾密集分布于国道
两旁的低山丘陵之间，辖区面积大、人口多，是
一个有着4000多人的省际“插花村”，曾经村
内路况差、出行难一度是群众的痛点和难点，
随处可见的“断头路”“泥土路”“破损路”让群
众苦不堪言。

畅通内循环，联通国省道，是方便群众出
行以及打牢脱贫攻坚基础的当务之急和首要
条件。新八路联通着6个组，是1000多群众
主要出行道路，更是邻近几个村进出G353国
道的重要通道。由于弯多路窄，年久失修，坑
洼不平，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群众只能望路兴
叹、绕道而行。

2019年，驻村扶贫工作组长黎逢林积极
争取县村组公路升级改造补贴资金40万元，
驻村扶贫工作组和村委会自筹120万元，村里
把改造道路的首个项目放到新八路上，将境内
2.5公里路段由原3米拓宽到6米，并全部实施
平整刷黑。宽阔的沥青大道穿行在青山绿水
之间，串起一处处村湾民舍，成为全镇首条升
级标准化的组级路和省界边际形象路。

同时，村里多方自筹资金180万元，对境
内30公里村组户级公路全面开展路面硬化和

维修，打通跨省断头路3处，修复路面11处，拓
宽干线道路7条，实现公路村村通、组组通、户
户通，彻底改变出行难问题。

公路通，百业兴。土鸽养殖专业大户吴卫
龙考察大界村的优越便利环境后，投资150万
元，建起一个占地20亩，养殖种鸽4000对，年
产值180万元，实现利润50多万元，带动20户
贫困户就业分红的土鸽养殖基地。

绿起来——2.5公里护砌港堤护卫生命源

楠木港发源于湘鄂界山，蜿蜒于大界平
谷，全长7.6公里，流域灌溉面积1000余亩，是
大界村的生命河、母亲河。多年来，流经大界
村的2.5公里河道因曲折多弯、拥堵淤塞、排水
不畅，一遇山洪，大水就冲垮河堤，淹没农田，
减产减收，更为严重的是大片农田水打沙压，
损毁殆尽，难以复耕，是楠木港河段有名的水
毁区、易穿堤。

2018年，驻村工作组、村委会向上争取项
目资金380万元，对境内河道全面进行河堤护
砌、河道疏浚和岸线绿化，打响蓝天碧水保卫
战。廖家冲地段处于河湾曲拐处，河水直冲堤
岸，该地段2个组145户、200多亩农田一直深
受水患。大界村将这里作为河道整治的重点
部位和主战场，2米多高的河道护砌堤以及堤
岸两旁移栽的排排绿化树，不仅提升行洪抗洪
能力，还将打造村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

为增强生态保护功能，村里随即实施全域
生态保护工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引进特色
种植业。目前，村里建起60千瓦光伏发电站，
全村有1029户使用上清洁能源。

他们充分利用山林资源，着力打造油茶基

地、黄花基地、中药材基地。目前，3个产业基
地面积达1300多亩，与120多户贫困户签订
合作协议，采取入股分红方式，带动贫困户脱
贫致富。

富起来——5个“扶贫车间”带动群众走上致富道

“在家门口就业，每个月也能挣到两、三千
元，再也不用外出漂泊了！”贫困户李水香老公
去世得早，一个人拉扯着儿子，日子过得十分
艰难。驻村工作组、村委会不仅将她纳入低
保，还介绍她到玉成公司扶贫车间上班。解决
后顾之忧，有了一定固定收入的她，住进了新
居，送儿子读完大学，如今儿子在广州上班。
据了解，目前玉成公司扶贫车间已接纳精准贫
困户15人，成为大界村积极开展就业扶贫的
直接受益者。

玉成陶瓷科技有限公司是大界村于2002
年引进的一家加工和销售陶瓷产品的规模企
业。企业的发展壮大，充实了村级集体经济，
带动着地方经济发展。目前，企业总资产达亿
元，加工区占地面积120亩，建有8条加工生产
线，吸纳当地就业人员300余人。“近年来，我
们致力精准扶贫，彰显企业社会责任，优先接
收贫困户就业，优先解决贫困户困难，带领群
众共同致富”，该企业负责人表示。

在推进精准脱贫过程中，大界村积极鼓励
企业通过“基地+贫困户”的方式，建起多种多
类“扶贫岗位”，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在家门口就
业，闯出一条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的脱贫致富
之路。目前，大界村共引进5家村办集体企
业，共安置160多名贫困户劳动就业。

（作者单位：通城县委宣传部）

发挥省界优势 推进脱贫攻坚
○ 周红松 潘玲美

建立环保公共产
品价值补偿机制

重视生态环境建设，把环保产业
打造为一大支柱产业，将释放出巨大
的投资需求。当前，最为紧迫的是抓
紧做好空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
垃圾处理和土地面源污染治理，打赢
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发展环保产业，关键是建立公共
产品的价值补偿机制，使对环境治理
的投资能够取得合理回报。大体上可
以把环保项目分为三类，分别实行不同
的政策：一是从环保投资产生的经济效
益中可以收回投资并有一定盈利的项
目，应交给市场，通过竞争吸引投资；二
是环保投资能产生一定收益，但不足以
补偿投资的项目，应运用政府与企业合
作的PPP模式，政府给予一定的优惠政
策，通过招投标选择投资者；三是环保
投资只能产生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投
资者不能获取经济收益的项目，要由
政府投资或由政府通过协议委托企
业投资，政府给予补偿。

总之，环保投资所提供的是公共产
品，政府要通过精细化管理，建立公共产
品的价值补偿机制，才能为环境治理找
到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能不能建立环
保投资资金的筹集机制，是对政府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考验。（本报综合）

脱贫难题需精
准攻坚

当前，脱贫工作的“大兵团作战”
任务已经完成，留下来的是深度贫困
状态下的脱贫难题。这些难题需要
加快运用“滴灌”式和“绣花”式的精
准、细致、强力的功夫来解决。

深度贫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深度贫困地区，这些地区自然
条件差、基础条件薄弱、发展滞后、公
共服务不足。另一个是特殊贫困群
体，包括因病致贫、因残致贫等老弱
病残困难群体。现在，这些贫困地区
面对的是打开脱贫攻坚最后一道锁
的问题。锁的背后是交通、教育、产
业、疾病等多重因素的叠加而产生的

“阻梗”链条。打开这把锁要求精确
定位、精准施策、捋顺环节。

就业扶贫是重点选项之一，即把
就业岗位优先安排给贫困人口。贫
困人口的就业渠道主要有外出务工、
公益岗位、就地就业等。就业扶贫关
键在于搭建线上线下就业平台，组织
劳务输出，开拓“点对点”“面对面”

“线对线”的就业服务模式，开发务实
有效的技能培训，全力解决贫困劳动
力就业难题。

消费扶贫是另一个重点选项。
随着国家《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 2020 年行动方案》的下发，国
家发展改革委等28个部门联合开展
30项具体行动。在供给环节，鼓励企
业在贫困地区建立生产基地，支持开
发休闲农业和旅游开发。在消费环
节，通过组织政府采购、“农校对接”、

“万企帮万村”等形式，搭建产品专卖
和销售平台，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和
服务的消费规模。

科技之变就是
生死之变

疫情正在深刻地从根本上改变
世界，经济严重衰退，金融市场巨大
波动，国际政治生态恶化，但是所有的
东西拢在一起，受疫情冲击最大的是
科技。疫情推进了全球科技创新，疫
情也推动中国进一步走向一个全球科
技引领的高峰，所以科技和数字化转
型的大潮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正在
到来。和以前所有的事情不一样，以
前当变革来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是拥抱
它还是不拥抱它；但是，当科技和数字
化转型到来的时候，所有的人、所有的
企业、所有的国家别无选择，只有跟着
科技和数字化潮流，这是生死之变，要
么跟上这个潮流，要么被淘汰。

全球科技大潮正在到来，有以下
几个推力：第一，疫情在推进无接触
新生态，如网上教育、网上办公、网上
生活，所有的这一切都会延续，我们
回不到过去。疫情对科技的加速作
用了不得。第二，经济的主导力量是
科技公司，美国的股市发展得好主要
是因为科技公司，把科技公司拿掉美
国的股市就不行，美国的科技大公司
发展很好，非科技公司都不行，全世
界现在都出现这个问题，所以科技变
成了未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第三，我们正处于一个科技大规模转
换和实现的曲线的拐点。

这几个推力加在一起，这个大潮
正在到来，而你、我别无选择。

经过历年建设，全市工业已成为地方经济
发展的最大动力源泉，但工业发展还存在五个
关键短板，必须通过转型升级逐步解决。对
此，本文认为在产业转型发展中必须坚持“五
破五立”的发展观念，精准构建“3+1”现代工
业产业体系，实现咸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咸宁经济转型发展中工业具备的优势
地位

从全市经济发展史来看，只有工业才能快
速强市。在全市经济结构中，工业是最大经济板
块。2019年，全市工业增加值达到609.17亿元，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为38.2%，占比
幅度比农业高24.9个百分点，比建筑业高32.2
个百分点，比全部营利性服务业高4.1个百分
点。在全市经济结构中，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最为
蓬勃。全市工业发展建成较为完备的工业行业
体系，逐步构建以六大传统支柱产业、“五大千
亿”现代特色产业为主体的工业产业体系。
2019年，全市冶金建材、机电制造、纺织服装、
食品、森工制造、能源产业等六大传统支柱产
业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达到1357.30亿元，
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到72.9%。2019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清洁能源、电子信息、汽
车及零部件制造、食品医药等五大千亿现代特
色产业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达到1032.47亿
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达到55.4%。
在全市经济结构中，工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动力
最强劲。全市工业长期维持在较高的发展轨迹
上运行，确保全市经济加快发展。从1949年到
2019年，全市工业增加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
2937倍，年均增长达到12.7%，年均增速高于地
区生产总值4.9个百分点，其中分别高于农业、
服务业9.1个百分点、4.4个百分点。

二、咸宁工业转型升级必须补齐的关键
短板

与先进地区相比，咸宁工业发展还存在
“小、散、弱、短、大”等五个关键短板。一是工
业企业规模相对较小。2019年，全市规模以
上工业平均每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91亿元，
比全省水平低0.99亿元，排全省第13位。其
中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的企业达到699家，占规
模以上的71.6%；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实现营业
收入1862.28 亿元，占全省4.1%，占比排全省
第9位。二是支柱产业规模相对分散。目前，
全市六大传统支柱产业中没有一个产业规模
超过三成。全市最大规模的冶金建材，2019
年其规模以上工业营业收入占规模以上的
23.9%，比全省最大规模的机电制造少8.9个百
分点；县域中最大规模的支柱产业超过三成
的，只有咸宁国家高新区的装备制造、通城县
的电子信息。三是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
2018 年，全市 R&D 经费支出 10.46 亿元，
R&D经费投入强度0.77%，投入强度比全省低
1.32个百分点，排全省第11位。2019年，全市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支出研发费用的，只有266
家，仅占规模以上的27.3%。全市规模以上企
业平均每家研发费用141.40万元，排全省第9
位，平均每家研发费用仅为全省水平46.2%、
武汉的 16.1%。四是域内产业链条相对较
短。近期，我们对61家工业重点企业在咸宁
域内产业链情况进行调查，涉及农产品加工、
冶金建材、装备制造、其他产业等四大产业。
从调查结果来看，全市工业企业域内产业链比
较短，61家工业企业产业链与咸宁域内制造业
企业密切关联3家以上的企业只有8家。其
中，原料、材料主要来源咸宁域内情况方面，61

家工业企业原料、材料来源域内的企业有25
家，占全部调查单位的41.0%；61家企业原料、
材料完全或大部分来源咸宁域内的只有17
家，占全部调查单位的27.9%。非终端产成品
（即不需再经过加工制造环节的产成品）主要
销往咸宁域内情况方面，在61家工业企业中
保留28家企业参加调查。其中，产成品销往
咸宁域内的企业有5家，占参加调查单位的
17.9%。五是产业结构面临“三高”风险压力相
对较大。目前，全市工业属于“三高”重点行业
的企业规模过重，2019年其规模以上营业收
入占规模以上工业的四成以上。全市冶金、能
源的各自龙头企业的“高投入”都在50-100亿
元，2019 年，营业收入分别占冶金、能源的
76.6%、81.0%。目前这两家龙头企业在资本回
收期面临的资金流动性风险都很高；2019年，
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属于六大“高消耗”行业的营
业收入达到649.50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34.9%，比全省水平高6.6个百分点。其“高消
耗”还表现在对有限自然资源直接高消耗上，主
要分布在森工和石材、瓷砖、水泥等产业；全市
属于“高污染”重点行业的产业主要是化工、钢
铁冶金、火电等。虽然这些企业目前都严格通
过了环评考核，但是有几家规模太大，如果将来
出现意外，将严重制约后续发展。2019年，全
市化工、钢铁冶金、火电等产业企业82家，实现
营业收入327.63亿元，占规模以上的17.6%。

三、咸宁工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中的"转型"，其核心是

转变经济增长的"类型"，即把高投入、高消耗、
高污染、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转为低投入、低
消耗、低污染、高产出、高质量、高效益，把粗放
型转为集约型，而不是单纯的转行业。据此，提
出以下五大发展观念，精准构建以食品医药、装
备制造、冶金建材为三大支柱产业和以清洁能
源为前沿产业的“3+1”现代工业产业体系。

（一）破解“主与次”的难题，牢固树立工业
是转型升级核心的发展观念。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湖北时指出：“工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咸宁现代农业、全域旅游是依据农业、旅游业
的地域资源优势而进行的战略发展布局，但是
咸宁现代农业最重要发展困境是受“七山一水
两分田”自然格局限制，至今农业机械化无法
全域实现；咸宁全域旅游最重要发展困境是境
内缺少国家级的著名旅游资源。温泉旅游是
咸宁旅游业的支柱内容之一，但温泉旅游在全
国很难成为温泉旅游者的首选之地。并且温
泉资源属于有限自然资源，不能无限开发，例
如孝感应城汤池温泉资源枯竭，造成其旅游业
一落千丈。总而言之，农业、旅游业与其他产
业融合发展，可以拓宽其一定的发展空间，但
他们各自发展格局限制其发展空间，对整体经
济推动存在局限性，他们对整体经济的发展战
略性作用要排在工业之后。在全市推进产业
转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工业强市”为战略核
心地位的发展观念，必须牢固树立工业是产业
转型核心的发展观念。

（二）破解“新与旧”的难题，牢固树立精准
工业产业的发展观念。指导咸宁产业转型升
级的基本原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是淘汰传
统产业尤其是一些夕阳产业。发展新兴产业，
但不能一哄而上去追逐新兴产业。据此我们
认为要牢固树立精准工业产业的发展观念，一
是依托咸宁已有发展基础或本地特色资源，二
是突出发展重点、避免面面俱全，三是确保发
展产业的长期性，要有咬定发展不放松的创业

精神。为此，建议重点放在以下产业。
——食品医药是全市具有发展优势的现

代特色产业，发展基础良好，能够深度融合农
业共同发展。食品医药要围绕各县市区农业
特色或者现有食品医药骨干企业布局转型升
级。有关部门要出台鼓励政策，由各县市区精
选、壮大具有本地特色的农副食品深加工龙头
企业，鼓励规模化、品牌化、研发创新等经营模
式，重新振兴咸宁农业“四乡六业”。医药制造
还要借国家组建应急医疗物资储备中心的机
遇，促进一批纺织服装企业转型生产卫材物
资，扩大产业规模。

——装备制造（或机电制造）是全市具有
发展优势的传统支柱产业，经济规模在六大传
统支柱产业居第二位。并且有智能机电创新
型产业集群、军民融合产业园、赤壁军民融合
应急产业园等园区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引领产
业强劲发展。而且该产业涵盖的电子信息产
业始终是所有工业产业中的朝阳产业之一。
装备制造（或机电制造）要以电子信息为核心，
围绕高新区装备制造、咸安机电制造、通城和
赤壁电子信息、赤壁应急装备制造和起重机制
造等布局转型升级。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出台
振兴机电制造、起重机制造扶持政策，特别是
通过研发激励政策鼓励成立一批像湖北香城
智能机电产业技术研究院的装备制造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要持续夯实装备制造（或机电制
造）产业链基，要聚焦大型或者精密型终端装
备制造项目开展招商引资。

——冶金建材是六大传统支柱产业中经
济规模最大的产业，他是支撑工业发展的主要
基石，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踏脚石。冶金建材产
业要围绕嘉鱼冶金、崇阳钒加工、高新区玻璃
制造、通山大理石、崇阳和赤壁水泥、通城瓷砖
等产业布局转型升级。嘉鱼钢铁冶金：在鼓励
金盛兰实施“1+5”产业集群项目建设中，有关
部门要督导进一步降耗减污。崇阳钒加工：围
绕钒电池开发等技术创新突破，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高新区玻璃制造：咸宁南玻节能公司、
咸宁南玻玻璃公司每年研发推出20%以上新
产品，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出台鼓励政策，激励
其研发能力进一步提高。通山大理石、崇阳和
赤壁水泥、通城瓷砖：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出台
矿产资源保护政策，促进相关企业科学合理有
序开发矿产资源；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引
导高消耗资源密集型企业要通过规模整合、生
产工业创新、新产品研发等实现低消耗、高效
益的转型升级。

——清洁能源发展空间巨大。由于咸宁
有争取大畈核电站方面的经验，向国家积极争
取可控核聚变技术的核电项目，以此作为能源产
业转型升级核心，抢抓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先
机。其次，咸宁具有丰沛水流、山多风大、太阳能
光伏、丰富生物质等各种资源，是全市能源产业
发展壮大的坚实基础，还有华润电力湖北有限公
司的火力发电规模居全省前列的。在能源产业
转型升级中，有关部门要督导火力发电企业通过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达到进一步减污降耗。

（三）破解“强与弱”的难题，牢固树立科技
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观念。科技创新是转型

升级发展的最重要基石，是降低企业“三高”风
险的途径，是传统企业焕发新春增强市场竞争
力的有效途径。一是向国家或者国内大型企
业争取大型科创研发项目落户咸宁。争取国
家大型项目时，一定要聘请国家智库著名专家
学者出谋划策，站在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研究
将咸宁产业转型升级如何融入到国家重大产
业战略布局中。例如现在国家大量产业和财
富密集分布在沿海，从国家发展安全性角度，
向国家建议是否可将某些产业和国家战略性
科创研发项目布局到中部地区的咸宁。二是
要增强科技投入强度。根据国际经验，科创进
步是靠钱砸出来的。财政部门要进一步增加
科技创新年度预算，达到全省科创先进地区标
准。三是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引导域内企业成
为科创主体，吸引域外科创主体入驻咸宁。四
是鼓励域内大专院校、科技创新机构进一步面
向市场开展科创研发，成为域内科创研发主力
军。五是在招商引资时，要重点攻坚高科技含
量项目的引进。要发挥国有制度的优势，集中
力量办大事。例如市属国有金融平台可以尝
试竞标购买国内某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学
技术成果，然后将其租赁给域内相关制造业企
业，或者将购买的科学技术成果入股域内企
业，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破解“实与虚”的难题，牢固树立夯实
产业“链基”的发展观念。在发展产业链工作
中，我们认为发展产业链要牢固树立夯实产业

“链基”的发展观。首先，做大规模。规模见商
机、规模降链条成本，市场自然会对接产业链
条、延伸链条。例如红牛公司规模达到几十亿
元，在成功进驻咸宁后，其下游金属包装企业
奥瑞金公司跟进入驻咸宁，并且还将包装业务
延伸到饮料加工业务上。还有大型企业金盛
兰进驻后，就带来了中兴拓、海翔新能源等企
业。对规模小产业进行产业链延伸，引进的企
业规模不会大，但会造成宝贵的优惠政策资源
（如土地等）流失。有关部门要鼓励规模小并
且生产产品同质化的企业实行兼并重组等形
式，优化资产壮大规模。其次，精准选择产业

“链基”。全市域内制造业最大特点：制造零部
件的多，制造设备的少，制造终端设备（或者精
密设备）的更少。终端设备（或者精密设备）上
游产业链一般都较长。要重点招商引资厚实
终端设备制造（或者精密设备制造）产业“链
基”。还要开展焊接产业“链基”工程。

（五）破解“大与小”的难题，牢固树立市场
创新的发展观。市场创新一般是指开辟一个
新的市场和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在全
市工业转型升级中，要牢固树立市场创新的发
展观。有关国有企业特别是金融投资国有企
业要创造新需求、开拓新市场，成为市场创新主
力军。例如全市食品企业生产的特色产品十分
丰富，可组建一家联合企业，将通山麻饼、咸安
桂花糕、嘉鱼鱼丸和臭豆腐、崇阳小麻花和蜂
蜜、通城辣干子、赤壁茶叶、黄鹤楼酒等食品通
过食品标准化，组合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旅游大
礼包，开拓新市场，与旅游业市场进行深度融合
发展。并且一些家装产品也可以这样打捆包装
开拓新市场。 （作者单位：咸宁市统计局）

加快推进咸宁高质量发展
大学习 大调研 大讨论 大统一 大转变 大落实

以“五破五立”的发展观念

加快推进咸宁工业转型发展
○ 梅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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