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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7月 13日

星期四地区经济

■ 崔志芳

团场经济、连队经济是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经济的重要根基和细胞。84团作

为兵团主要边境团场之一，是双河市粮

食主产区。近年来，84团依托粮食主产

区、饲草资源、旅游资源、区位交通等优

势，积极引导各连队打造“一连一品”产

业发展新格局，有力促进了连队职工群

众增收，为团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

依托粮食主产区优势，拓展
农产品加工产业链

84 团 6 连依托适宜种植小麦的气

候资源和粮食主产区定位，大力种植富

含蛋白质、矿物质等元素的优质小麦，

申报认证绿色有机面粉品牌。连队积

极筹资建设石磨面粉厂，依托直播带货

平台，拓展销售市场。据 6连相关负责

人介绍，石磨面粉口感好，品质高，深受

中高端消费群体欢迎，2.5 公斤的面粉

市场销售价可达 37元，产品效益高，销

售前景广阔。

84团于 2022 年招商引进晓麦泉白

酒酿造体验园建设项目落地 2连，新建

酿酒厂房、库房、包装车间、灌装车间及

配套等设施，精选辖区内高品质高粱酿

酒，同时整合辖区内农家乐、地缘等优

势资源，打造“后厂前店”的酒饮品酿造

与体验模式。团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项目不仅能带来经济效益，也为拓展团

场旅游项目赢得新亮点。

此外，2 连工业园区的招商企业双

河市锌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依托团场

糯玉米种植基地，积极培育“石峪谷香”

品牌。5连依托兵地优质玉米等农作物

资源，通过招商引进玉米烘干及饲料加

工建设项目。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多个农作物烘干项目均已落地，可

满足兵地大部分需求，团场有意推动集

中连片产业集群，拓展兵地农产品加工

产业链。

依托秸秆饲草优势，做强做
优畜禽养殖产业链

团场通过招商，进行农作物秸秆饲

料加工生产，促进农牧结合、循环发展，

形成“粮食秸秆-畜牧业粪污无害化还

田-粮食生产”的模式，实现以农养牧、

以牧促农、农牧结合的循环经济发展。

1 连据此打造鲜驼奶和骆驼奶粉生产、

加工、配送、销售等一体化经营模式，据

团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品目前已获

得有机转换认证，市场销售已呈现供不

应求的状态。

7 连党支部牵头成立合作社，筹资

45 万元购进 30 余只鸵鸟种鸟，并购置

鸟蛋孵化设备进行繁殖，目前已繁殖

100 余只鸵鸟。据 7 连相关负责人介

绍，鸵鸟浑身是宝，鸟肉、鸟皮、鸟毛都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利润可观，目前连

队两委带头通过集资代养等方式参与，

并希望通过带头示范，吸引更多职工进

行庭院养殖，推动形成规模化养殖。

3 连依托当地优质牛羊肉资源，引

进操作台、包装机及风干设备等，加工

生产味道鲜美、肉质松脆、口味独特的

优质高端风干牛、羊肉，同时注册了

“疆宏祥”风干肉商标。据团场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产品品质好，销路也畅通，

但人员力量和资金不足是当前扩大生

产面临的难题，团场希望能够通过多方

面帮扶指导提升该企业生产管理水平，

赢得市场竞争力。

依托旅游资源优势，打造旅
游配套设施产业链

8连境内有国家 4A级景区怪石峪，

目前正在申报 5A级景区。连队力争依

托优越的文旅区位资源优势，通过完善

旅游配套设施，挖掘旅游资源项目，提

升旅游品牌质量。据连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连队在主动开发旅游服务设施的

同时积极招商，为旅游项目高品质规划

开发寻找更多资源和机遇。

目前，8 连正通过赛马场、滑雪场、

边境红色教育基地等项目，唱响“怪石

峪”商标品牌；通过举行怪石峪山花民

俗音乐节、旅游美食节、草原文化节、民

俗歌舞等活动，以及民俗表演姑娘追、

叼羊、赛马、摔跤等，打造场景式、沉浸

式特色旅游，扩大消费供给，吸引周边

及各地游客，为进一步激活团场连队经

济发展注入活力。

2 连毗邻博乐市，利用城郊、毗邻

兵地的区位优势，面向兵地消费群体，

积极发展特色农家乐、农家采摘园、旅

游、民宿等，打造乡村旅游品牌，年均

吸引游客千余人。据连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连队正在努力打造标志性网红

打卡点，建设品质“城郊游、农家乐”消

费中心，以优质的产品服务供给吸引

更多兵地消费者，打造高品质田园消

费场所。

依托区位交通优势，筹划区
域性冷链物流园建设

84 团与博乐市相接，距离博乐火

车 站 、飞 机 场 及 阿 拉 山 口 口 岸 都 很

近。为此，团场持续加强路网建设，搭

建推动现代物流发展的基本框架，引

进相应规模、高标准、“互联网+现代物

流”的仓储公司。据项目相关负责人

介绍，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团

场的区位优势将会更加显现，博州“十

四五”规划中通往温泉县的铁路支线

紧邻团场，高标准规划仓储物流，将进

一步服务团场经济发展，方便入驻企

业发展壮大。

据介绍，团场现已入驻冷藏保鲜

企业 4家，其中一家公司冷藏供货业务

覆盖博州近 70%的业务量；玉米烘干配

套的仓储企业 5 家，可烘干塔总容量

7400 吨，可仓储玉米 20.26 万吨；饲草

加工企业 2 家，年加工量达 4 万吨。团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区域性冷链建设

将进一步推进产业集群建设，拓展兵

地相关消费市场。

“一连一品”为团场经济注入新动力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84团大力发展地域优势产业

本报讯 近期，国家统计局大兴调查队针对辖区内 94家企业开

展营商环境专题调查，了解北京大兴区营商环境建设情况。调查

结果显示，受访企业呈现出“包袱更轻”、步履更快的良好发展趋

势，企业对于本地营商环境的总体评价中比较满意及以上的占比

高达 94.7%：

——主动问需，跑出涉企服务“加速度”。大兴区通过推动高频

事项办理场景“证照联办”，成立“多规合一”专班，压减 1/3以上办事

流程，区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大兴区涉企服务满意度

高达 100%，在有融资需求的企业中，对融资环境的满意度达 94.0%；

在近三年有项目立项、投资建设的受访企业中，96%的企业对投资便

利和项目审批表示满意。

——无事不扰，做好法治服务“店小二”。大兴区通过构建联合

监管执法制度，建立部门协同、“风险+信用”等多项监管机制，做到

“有事服务，无事不扰”。受访企业对法治环境总体评价满意度达到

96.8%，其中对影响法治环境的七大要素的满意度均在 95%以上；对

“政府依法行政水平”“诉诸法律渠道的顺畅性”和“执法程序的规范

性”3类法治环境最为看重，满意度分别为 96.8%、96.8%和 97.9%；在

保护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部门行政执法工作上，

企业的满意度也均达到 97%以上。

——精准直达，开好政务政策“直通车”。大兴区通过为 517家

“服务包”企业配备“一对一服务管家”，提供市场融资、人才招引等方

面个性化精准服务，受访企业对于政务政策总体评价满意度为

95.7%，其中 93.6%的受访企业表示当前的惠企政策能够精准直达。

在政务诚信建设、政策制定实施机制方面更是收获了全部调查企业

的好评，除此之外，“政策透明度、稳定性、公平性”等 9个重要政务政

策因素满意度均高于 95%。

调查同时显示，大兴区营商环境改善的同时，企业在融资减

负、政策解读等方面仍存两大期盼。一是期盼融资成本再减负。

36.2%的受访企业表示有融资需求，其中近半数（49.9%）受访企业认

为当前融资成本偏高。二是期盼惠企政策再解读。69.1%的受访企

业认为应进一步扩大政策宣传解读，可以在政务服务平台设置惠企

专区，精准宣传相关惠企政策；45.7%的受访企业认为可以通过惠企

政策集中办理、相关领域政策集中享受，来提高惠企政策执行效果；

40.4%的受访企业认为要保持阶段性惠企纾困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和可持续性。 石长庚

“包袱更轻”、步履更快——

北京市大兴区营商环境建设
按下“快进键”

专项调查

浙江加快推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为加快推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浙江省委办公厅、浙

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公布了《关于促进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实施意见》。

实施意见共提出五方面主要举措，分别是着力构建更具活力的创

新体系、着力构建多元融合的生态体系、着力构建精准高效的服务体

系、着力构建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着力构建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

实施意见指出，到 2027年，浙江全面构建更具活力的创新体系、

多元融合的生态体系、精准高效的服务体系、公平透明的规则体系和

高效协同的监管体系，平台经济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发展生态全面优

化，网络经营主体数量和平台网络交易额持续稳定增长，平台经济

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拓展消费市场等方面的作用充分

发挥。 张璇

上海临港航运通平台对外发布

本报讯 近日，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举行的首届滴水湖高

能级航运服务业创新大会上，航运综合服务平台航运通对外发布，该

平台将通过数字化手段创新服务模式，为航运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

窗口。

据介绍，航运通平台拥有企业注册、政策咨询、航政服务、金融服

务、法律服务五大集成式服务功能。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

赵义怀表示，航运通致力于成为航运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平台。“通

过前期政策咨询、中期业务办理、后期精准服务为临港新片区航运企

业提供全生命周期定制化服务。”

此外，航运通还将成为国际船籍港登记特色化服务平台。针对

“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海员外派、保税新型燃料加注、特殊航

线“江海直达”、海外人才服务等领域的特色化创新业务，提供便利化

服务举措。 杨有宗

山东多措并举保供电

本报讯 近期，山东多次经历高温天气，6月 23日至 7月 6日，全

网最高用电负荷有 7天突破 9000万千瓦。山东正多措并举保障迎峰

度夏期间电力可靠供应。

据悉，在夏季用电高峰到来前，国网山东电力投运 500 千伏罗

峰、惠民等 20 个迎峰度夏输变电工程，完成 220 千伏邹宿双线等

6 条线路扩容改造，大幅提升局部地区供电能力。此外，竣工投运

2152个迎峰度夏配网工程，新建 2228千米中低压线路、1671台配电

变压器。

在济南，自 6 月中下旬以来，最高用电负荷攀升至 900 万千瓦。

国网济南供电公司总经理任志刚介绍，他们持续加大电网建设力度，

以更坚强的城市电网支撑今夏电力保供，新投运各级电网工程

313 项，全市新增供电能力 203.78万千瓦。

为确保夏季用电高峰时段电力可靠供应，国网山东电力加强重

要输电通道和设备运行监测，推广“不停电作业+应急发电”模式，确

保“先复电后抢修”，度夏以来开展不停电作业 9036 次，减少停电

113.9万时户。 陈国峰

地区纵横

■ 孙志伟 王冰

近年来，黑龙江省龙江县立足县域

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将高端肉牛

“龙江和牛”作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推

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实现农民

增收致富的战略性主导产业来抓，加快

培育高端肉牛产业集群，为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黄金养殖带”引强企塑龙头

龙江县位于黑龙江省西部，地处北

纬 47度世界黄金种植养殖带，是全国产

粮大县、全省畜牧养殖大县。统计数据

显示，2022 年，龙江县肉牛存栏 33.6 万

头，同比增长 4.7%；出栏 19.8万头，同比

增长 12.5%。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

131.4亿元，其中，畜牧业作为主导产业

全年产值实现 68.5亿元，占全县农业产

值“半壁江山”，占齐齐哈尔市畜牧业总

产值的 19.7%。

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养殖

扶持政策，龙江县于 2004 年引进元盛

公司，该企业于 2012 年引进纯种和牛

发展高端肉牛产业，成为县域经济核

心企业。经过 20年的产业延伸和政策

扶持，元盛集团现已成为国家级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13 年取得农

业农村部核发的种公牛遗传物质生产

经营许可，2017 年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国家级肉牛核心育种场，2022 年被农

业农村部评为国家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标准化示范基地。如今，元盛集团在

龙江县设立 6 个分公司，因养殖量大、

产值较高，均已纳入统计部门重点监

测企业，企业每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质

“和牛冻精”50万剂以上。

“联农带农”稳扩群兴产业

龙江县肉牛企业与养殖户建立合作

关系，采购 6月龄改良和牛犊，采购价约

为1.3万-1.6万元。据测算，养殖户每交

售一头 6月龄改良和牛犊，能比普通肉

牛犊增收 5000 元以上。养殖户繁育改

良的“和牛冻精”由政府无偿提供，稳定

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更多的养

殖户参与到高端肉牛繁育改良中来，全

县每年有 4000 多户肉牛养殖户参与高

端肉牛改良，占总养殖户数的1/3左右。

与此同时，龙江县积极抢抓高端肉

牛市场机遇，争取了冻精免费、交犊补

母和青贮补助等一系列扶持政策，企业

以高于市场价格采购达标改良和牛犊，

通过标准化饲养育肥繁育出符合市场

需求的高端肉牛，成为企业迅速发展、

产业集群集聚的“成功密码”，也让改良

户在高端肉牛产业发展过程中更多分

享到了产业发展红利，实现了乡村与产

业的“双向奔赴”，龙江县高端肉牛产业

不断做大做强。

“百千工程”促延链亮品牌

近年来，黑龙江省把产业振兴作

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积极延伸和

拓展农业产业链，培育发展农村新产

业新业态，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2022年末，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印

发《黑龙江省高端肉牛产业“百千工

程”实施方案》，计划到 2030年，实现高

端肉牛存栏 100万头、肉牛全产业链产

值达到 1000 亿元，带动全省肉牛产业

实现跨越性发展。

其中，龙江元盛作为全省“百千工

程”核心企业和重要种源供应基地，已经

形成了集纯种繁育、冻精生产、基地改

良、肉牛育肥、屠宰加工、产品销售、餐饮

连锁于一体的高端肉牛产业一、二、三产

全链条发展模式。放眼全省，龙江县高

端肉牛产业集聚成势，已成为举全省之

力重点推进的现代畜牧产业之一。

培育产业集群 助力乡村振兴
——龙江县和牛产业蓬勃发展

特色产业

近年来，河北省张家口

市把可再生能源作为结构调

整和转型升级的突破口，高

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

率推进，风电新能源产业发

展迅猛。2022 年，全市风电

装机容量达到 2560万千瓦，

规模位列全国首位。图为位

于张家口市坝上地区的一座

风力发电场。

中新社供图

张家口打造张家口打造
全国最大风力发电基地全国最大风力发电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