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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陇 南南 ：： 投投 资资 创创 业业 洼洼 地地
————写写在在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成成立立7755周周年年之之际际（（三三））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张张 埥埥

单一的企业投资无法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只有加
强产业链上下游联动协作，升级优化产业布局，不断加大地
区内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产业集中度，才能真正将产业效
益转化为区域经济提升的“增长极”。

基于此，陇南优化布局、盘活存量、扩大增量，以打造
产业园区为集聚产业集群效应的“主阵地”“主战场”，鼓
励产业向园区集聚、企业向园区集中，逐步形成产业联动、
区域协同的经济发展格局。

武都东盛商贸物流港“供应链标准体系助力乡村商贸流
通降本增效”经验做法被商务部认定为全国首批优秀典型案
例予以推广，陇南油橄榄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武都祁连
山循环经济建材产业园、文县新材料产业园、南部山区乡村
振兴茶旅融合休闲产业园加快建设。

一个又一个项目串联起一条条产业链，一条又一条产业
链聚集成一个个产业群。

围绕培育13条优势产业链，陇南乘势而上，聚势而强，
实现了特色山地农业提质增效、地域优势工业提级转型、文
旅康养产业提档升级、新兴数字产业提速崛起。

农业特色产业面积稳定在1000万亩以上，规模化养殖企
业比2021年增加了11倍，陇南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数
量、新入选“甘味”农产品品牌数量、新获证绿色食品数量
均居全省第一，“三品一标”在“点绿成金”中续写传奇。

地域优势工业方面，加压奋进、全线发力，近三年，全
市规上工业企业净增58家，达到135家，拥有上市企业3家，
一批风光电新能源项目建成投产，新型工业在“追风逐光”
中蹚出新路。

文旅特色产业方面，积极构建“大景区+全域游”发展布
局，文化和旅游融合度越来越高，文化旅游产业的支柱作用
愈加明显，国家5A级景区实现零的突破，4A级景区达到19
家、居全省第二，创建国家等级民宿10个、居全省第一，美
丽乡村特色游在“各美其美”中相得益彰。

产业群聚、春潮涌动，放眼当下的陇南，钢筋铁骨拔地
而起，运输车辆往来不断……陇南2.79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处处是如火如荼、生机勃发的建设图景。

数据显示，近三年，全市实施5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2102
个、投资总额达1012亿元。2024年，谋划省列重大项目、市
列重大项目、重点投资项目1176个，总投资达到2183亿元。

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产业集群不断扩大，陇南时不我
待、只争朝夕，夯实投资创业基础、提振投资创业信心、打
造投资创业沃土，一笔一笔勾勒出全市激昂澎湃的发展
态势。

聚力筑巢引凤栖，创新创业正当时。陇南顶层设计层层
推进，中观布局精准发力，微处落实靶向施策，以更“强”
的创新动能，更“足”的营商活力，更“高”的产业能级，
塑造起陇南投资创业环境的“筋骨脉络”。

当下，一个高质量发展、高标准保障、高水平开放、高
效能治理的崭新陇南正在加速崛起。

年初，我市招商引资网络推介大会顺利召开，
会上市委书记张柯兵向全社会发出了诚挚邀请，欢
迎广大企业家、投资者走进陇南、选择陇南、结缘
陇南、融入陇南，共享发展机遇，共创共赢前景。

近些年，一大批形式丰富的招商引资活动在陇
南轮番开展，以招商引资积蓄起打造投资创业洼地
的强大势能，陇南始终都在向外界释放积极的
信号。

敞开大门迎远来之客，放开怀抱拥发展之机。
从“走出去”合作到“引进来”发展，从“单向发
力”到“双向奔赴”，从单个领域到全面开花。近
年来，陇南以大招商促进大发展，坚持把招商引资
作为“一把手”工程，举全市之力、聚全员之智，
精准发力，联动推进，全方位动员、全领域突破、
全链条贯通、全要素保障、全周期服务大抓招商。

2022年，全市签约招商引资合同项目142个，签
约资金399.62亿元，落地开工招商引资项目141个，
实现省外到位资金206.75亿元。

2023年，全市新签约招商引资合同项目324
个，签约资金485.4亿元，实现省外到位资金439.8
亿元。

日前发布的2024年陇南市投资机会清单，更新
论证储备了多个领域的327个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
投资额达1340.81亿元。

数据的罗列对比，直观地展示出了陇南在招商
引资上取得的亮眼成果，更印证了大招商、招大
商，大引资、引大资这一布局的巨大潜力。

“陇南是一座充满发展活力的城市，也是一座
投资潜力巨大的城市，资源禀赋优越，区位优势明
显，投资陇南前景可观。”2024年川甘经贸合作发
展交流对接会上，来自四川的客商感叹道。

抓大不放小，攥指能成拳。陇南全局上谋势，
关键处落子，紧盯政策导向，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并不断完善招商引资办法，实行全员招商、以
商招商、对口招商、网络招商。力争将招商引资的
优势有效转化为营造良好投资创业环境的胜势。

仅2023年，陇南就精准对接华为公司、盼盼集
团、广药集团等多家“三个500强”和上市公司，先
后与上海浙江商会、湖北省浙商企业联合会、甘肃
省浙商企业联合会、甘肃川渝商会、四川甘肃商
会、兰州大学、川商总会等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并新设立驻长三角、珠三角、川渝地区招商服
务中心，构建起“点线面”一体的招商网络，全面
提升招商引资的水平和效能。

一个又一个招商引资的喜人成果落地盛放，让
陇南这个投资创业洼地变得更加完善，发展势头更
加强劲。

营商环境是招商引资支撑力、区域发展竞争力、
经济增长生产力。哪里营商环境好，经营主体就会去
哪里扎根、资金就会向哪里流动、项目就会在哪里建
设、人才就会往哪里汇聚。

陇南也深知其意，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打造投资
创业洼地的有力抓手，围绕更快速度、更低成本、更
优服务、更全保障、更高目标，对标政策要求抓落
实、对标企业诉求抓服务、对标自身实际抓提升，推
动全市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西和县城北的西和商业广场现在已经成为群众购
物打卡、游览休闲的新去处，项目由浙江天基茂业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从2023年4月上旬开始洽谈，4
月24日开展实地考察，7月3日在第29届兰洽会上正式
签约，8月10日便正式开工建设。

“从洽谈到开工，用时仅4个月，用最短的时间、
最高的效率、最优的服务跑出了陇南招商引资‘加速
度’。”西和县杭泰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明兵
说道。

优服强保，陇南始终对标“审批最少、流程最
优、体制最顺、机制最活、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

要求，以强有力的举措回应前来投资兴业的企业家们
的殷殷期待。

完善机制做“加法”，先后出台招商引资“一把
手工程”机制、招商引资重点项目落户奖励办法、招
商引资项目代办服务工作机制，进一步为企业营造稳
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行政审批做“减法”，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优化办事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加大政策供给，
打造更加暖心、更加便捷、更加高效的政务服务环
境，着力构建起“只跑一次”“一网通办”快捷政务
服务体系。

优化服务做“乘法”，着力打通企业发展“梗
阻”，建立专班制度、包联企业制度、“白名单”制
度和“六必访”制度等工作机制，为企业提供全天
候、全过程、全链条、全周期服务。增强企业发展信
心，打通堵点痛点，解决急难愁盼。

多重举措叠加下，陇南创投政策体系更加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备，高效便捷、包容共赢的营商
环境显著优化，一步步凝聚起投资兴业健康发展的内
生能量。

良好的投资创业环境，是一个地方产业升级的关键要素，更是一座城市发展的后劲所在。
2021年，陇南市第五次党代会上提出建设“三城五地”的目标定位，其中，“打造投资创业洼地”更是实现“三城”建设蓝图的重要抓手之一：
“创投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更加完备，营商环境显著优化，区域合作更加密切……”每一个具体愿景都为陇南的开放包容、蓄势勃发写下了

生动注脚。
党的十八大以来，陇南充分立足区位优势，厚植创新开放“基因”，不断激发内生动力，释放发展活力，强化创新能力，优化发展环境，把改革的决心和

开放的大门向着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新方式和更深层次不断拓展，经济发展活力蓬勃向上。
近三年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经济总量连续突破500亿元、600亿元大关。经营主体也从2013年的7.1万户扩增到现在的19.75万户。
数据反映变化，变化预示未来。如今陇南投资创业洼地的模样已逐渐清晰。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面向“蓝海”，陇南全面“加码”招商引资工作，“加压”优化营商环境，“加力”产业集群效益，行稳致远、进而有为，倾力打

造“近悦远来”的投资创业洼地和创新开放热土。

强保障 以优化环境提升发展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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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招商引资壮大发展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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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集群积聚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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