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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支招商专班全力抓“先”

从各自招商，到整合资源成立招商专班，
2023 年 5 月，临猗县融合县招商投资促进中心

（以下简称“县招投中心”）和临猗示范区招商力
量，探索大招商机制的创新性举措，为当地和企
业铺就了一条双赢之路。

“临猗示范区管委会现有工作人员 40 人左
右，其中招商部工作人员 5 名，招商力量单薄，专
业性也不强。现在国家有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政策规定，工业投资项目原则上
只能在园区落户建设。同时，县、示范区两支招
商队伍存在职能交叉、合力不足等问题，县委、
县政府经过慎重考虑，有效整合了县招投中心
和示范区的招商力量，由县政府和示范区管委
会 12 名班子成员挂帅，设立了 12 支招商专班，
选聘了 50 名招商专员，建立了‘一体化’招商平
台。”临猗示范区招商融资部部长商泽民介绍
道，招商队伍融合后，建立了配套的招商机制，
从项目会审，到落地、签协议、开工、投产，一体
化推进，为招商投资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包
联服务。

山西轩语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
饲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就是招商专班引进的一个
新建项目。

1 月 9 日，在项目建设工地，主体车间已经建
成，成品车间和原料车间钢结构主体也已完成，
生产饲料所需的精密设备也已安装到位，项目
负责人何红旭在办公楼安排工人进行内装。

“公司是国内上市公司大北农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在临猗设立的，总部在北京，因发展需
要，总部公司一直在全国各地农牧业发展较好
的地方建饲料生产项目。去年，感受到了临猗招
商人员的热情，过来考察后，发现这里的营商环
境很好，就决定落地于此。”何红旭说，项目是
2023 年 6 月份动工建设的，预计今年 1 月底就能
投产。

山西轩语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主要经营饲料和兽药生产。年产 12 万吨饲料
生产线建设项目建成后，将会是集配合料、浓缩
料、高档乳猪料和禽料生产以及动保销售、科
研、示范、培训于一体的农业现代化企业。

自启动“大招商”改革以来，临猗实现了全
县招商政策宣传“一个声音”、服务办理“一个标
准”、外出推介“一个步调”，实现了“1+1>2”的改
革新效应，吸引了一个个好项目、大项目纷纷落

地临猗。
山西轩语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

饲料生产线建设项目只是 2023 年临猗示范区 14
个新建项目中的一个。

2023 年，临猗示范区先后实施重点项目 19
项，其中，新建项目 14 项、续建项目 5 项，东睦磁
电、华恩汽车零部件、豪钢锻造、晋运制版、花之
护纸业、蓝羽纸业、融鑫加气块、画宝刚烧鸡等
一大批项目已投产运行，其余项目加速顺利推
进。

一年来，临猗示范区围绕肉食加工、面食糕
点、水果深加工、智能制造等重点招商产业链
条，先后对接线索 73 条，总投资 44.88 亿元。其中
已开工项目 6 个，总投资 5.91 亿元；已签约项目
10 个，总投资 16.07 亿元；对接洽谈项目 6 个，总
投资 22.9 亿元。引进金万佳果品加工、康斯特果
胶、清控产业园、达盛科技、龙康机械等 9 个项
目，目前正在进行前期工作。总投资 7.57 亿元的
5个项目纳入全市“13710”督办平台。

“移动版”大厅竭力抓“优”

企业招进来了，配套的审批服务也不能落
下。2023 年，临猗县在融合县招投中心和示范区
招商力量的同时，还融合了县行政审批服务管
理局和示范区的审批队伍力量。

“选调了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 14 名涉企
审批骨干力量与示范区审批工作人员进行融合
重组，组建了 2 支‘全代办’攻坚专班，确保开发
区审批服务‘有力量’。”临猗示范区行政审批局
党政办主任荆云峰介绍道，落地示范区的项目
在不断增加，示范区有心为企业提供“全代办”、
承诺制服务，奈何审批力量不足，和县行政审批
服务管理局融合后，“全代办”攻坚专班主动上
门提供审批服务，随时电话沟通，好多企业“都
被催得不好意思了”。

山西天普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普伦公司”）总经理南鹏对此深有感触。

“我们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汽车用品塑料
包装专用瓶等包装材料生产的企业。为进一步
扩大生产，去年，公司投资 3200 万元，在临猗示
范区工业集聚区建设年产 1000 万件汽车用品塑
料专用瓶生产线建设项目。”南鹏介绍道，项目
是去年 7 月开工的，审批人员提供的是全程跟踪
服务，一两天就打一个电话，了解企业资料准备
进度。去年雨水多，项目施工进度比较缓慢，但
各项手续的办理，从备案，到规划许可证，到施
工合同，审批人员一点都没含糊。

天普伦公司年产 1000 万件汽车用品塑料专
用瓶生产线建设项目主要建设生产车间 2000 平
方米、原料车间 1000 平方米、成品车间 3000 平
方米、综合楼 1000 平方米及其他辅助设施 1000
平方米。目前，已完成投资 1000 万元，完成厂房
钢结构建设。预计今年 5月完工投产。

荆云峰说，自从临猗示范区实行“全代办”
服务后，企业最大的感受就是不用再去了解审
批手续和审批流程了，而且很多企业不再有专
人去负责办理这些手续。审批“全代办”攻坚专
班人员针对不同项目需要办理的审批手续，建
立“一企一策”，把审批一次性告知单、样表拿到
项目工地，把所有的审批流程和事项一次性告
知。通过“全代办”上门服务，传统的政务大厅

“改”成了“移动版”政务大厅，所有项目从落地
到竣工，均由“全代办”攻坚专班提供“全流程、
全事项、全周期、全闭环”的“全天候”上门代办
服务，实现企业“不跑腿”，效率更高、质效更好。

同时，审批人员紧盯审批事项关键节点和
要素保障，用“提前”服务“省”出审批时限。项目
落地即启动“全代办”靠前服务，主动上门对接
企业，建立审批事项“一项目一方案”，签订“合
同书”、制定“路线图”、倒排“工期表”，实现“挂
图作战”。特别针对规划、环评、能评等需第三方
机构编制报告的耗时较长事项，审批人员积极

指导企业提前筹备、并联开展，用专业服务为企
业“减轻包袱”，有效节省了项目审批时长。

行政审批人员还结合“承诺制+标准地+全
代办”集成改革要求，对落地项目“备案、用地、
规划、施工、竣工”五大环节事项进行了流程、环
节“双优化”。启动“四证同发”改革，用地规划和
供地合同同发，工程规划和施工许可承诺办理，
实现了项目“拿地即开工”，并要求“全代办”攻
坚专班上门代办期间，边为企业代填资料，边审
核受理资料，实现“受理+审核”的“合二为一”，
大幅压减了审批环节、提升了审批效率。

临猗示范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审批服务
提质提速，2023 年，先后完成行政审批事项 123
项；持续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对
博晟洋兽药生产线等 4 个项目试点“拿地即开
工”暨“四证同发”工作，先后完成“全代办”18 个
项目 116 个事项，深化审批服务“三项改革”机制
典型案例被省商务厅向全省开发区复制推广；
建立“标准地”县区联动机制，向 9 个工业项目供
应“标准地”270.15 亩，完成核心区 117.19 亩“标
准地”报批和 210亩项目土地组卷工作。

机制改革奋力抓“全”

步入临猗示范区，每名工作人员都精气神
十足，整个办公大楼弥漫着一种昂扬向上、充满
活力的浓厚工作氛围。

“这与临猗示范区最新实施的机制改革息
息相关。”荆云峰介绍道，在临猗示范区，招商引
资是第一大事，项目建设是第二大事，为了调动
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临猗示范区重新制定了“酬
劳挂钩”的新绩效考核机制，从 2024 年 1 月开始
执行绩效工资改革，做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不劳不得”。

每个开发区、示范区都是当地经济建设的
主战场、主阵地，身处其中的每名工作人员都是

这个战场上的主力军，主力军就要发挥排头兵
的攻坚作用。

在临猗示范区的绩效改革中，突出招商和
项目，招商引资占全年考核分值的 30%，项目建
设占 20%，没有招商，一票否决。示范区党工委、
管委会班子全部实行 3 年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
任制，所有工作人员全部签订 3 年聘任制合同，
深化绩效工资制考核改革，招商引资、项目建设
和入企服务权重进一步加大，绩效发放上不封
顶、下不设限，对工作表现不佳、连续两年考核
排名末位的部室正职、副职和一般人员进行免
职、解聘处理，导向更加鲜明，有效激发了干部
队伍的干事创业激情。

同时，临猗示范区引入第三方公司托管园
区、果业公园卫生等物业服务，尊诺酒店引进职
业经理人，运营实现稳步增长，三科农商城“区
中园”项目进展顺利。选聘了 30 名招商专员、1 名
法律顾问、1 名高级统计师、2 名工程师、6 名安全
管理员，有效解决了示范区在招商引资、园区规
划、安全监管等方面专业化不足的问题。临猗示
范区还与中德科技园签订了合作协议，努力打
造高水平开放平台。

改革不止一项。临猗示范区大力开展“大公
司+小管委会”的“管运分离”改革，投资运营公
司积极探索市场化路子，以示范区投资运营公
司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成效
明显。

2023 年，临猗示范区启动总投资约 7540 万
元的经三路、经五路、纬八路 3 条物流园道路工
程，目前已完成 70%工程进度；楚侯工业园污水
处理厂投产运行，完成核心区在建项目和楚侯
园区供水管网建设，实现天然气全覆盖，有效解
决画宝刚烧鸡等核心区项目道路、供排水、供电
等连接问题，峨嵋大道西沿线工程扫尾，启动示
范区基础设施专项债申报，农产品加工园标准
化厂房项目今年 5 月份可全面建成，供应标准地
9宗 270.15亩。

“要想富，先修路。”农村公路是农村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桥梁与纽带，也是农村群众谋求发
展的共同心声。

近年来，垣曲县扎实推进“四好农村路”建
设并取得明显成效，为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截至 2023 年年底，垣曲县公路通车总里程
为 1062.772 公里，公路密度达 65 公里/百平方
公里，构筑了以高速公路、国省干线为骨架、农
村公路为脉络的公路交通框架，县城到各乡镇
半小时出行交通圈基本形成。路，对垣曲来说，
不仅仅是出行的交通，更是乡村振兴之路、经济
腾飞之路。

路通心畅 托举百姓致富梦

在垣曲大地，一条条民生通途，承载着殷殷
期盼；一条条蝶变坦途，延伸着致富梦想。

“今年的桃子又是个大丰收，‘四好农村路’
让我们的农产品出村、进城更方便了，我们的腰
包更鼓了。”桃农李贾政高兴地说。

对于学生师燕芯来说，“四好农村路”这头
连着大山，那头连着学校。

畅行垣曲，蜿蜒的乡村公路宛如玉带。一
条条公路接山川、连林田，与特色村居相映成
趣，构成一幅幅田园画卷；水泥路、柏油路铺到
农民家门口、修到田间地头，一辆辆货车满载农
产品送往各地……一条条“四好农村路”，串联
起美丽山城的秀丽风景，托举起垣曲百姓的幸
福生活。

近年来，垣曲县委、县政府坚持“道路围着
产业修、产业围着道路转、农民围着产业富”的
规划理念，为“四好农村路”建设提供规划、组
织、资金等方面的保障。

垣曲县在建设上不断提升路网通达能力，
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一期项目 114 公里、二期项
目 26.2 公里已完工通车；120 余公里的县乡公
路实现提档升级，实现了农村公路由“窄”变

“宽”、由“通”到“好”的转变；50 公里产业资源
路让该县的桃花观光游人如织，木耳、葡萄产业
和养殖基地产销两旺。截至目前，全县 71 个建
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通三
级及以上公路，建制村通了双车道。

城乡一体 铺就发展快车道

2023 年 6 月，垣曲县开通城区至历山、华峰
免费公交，实现了县域免费公交全覆盖。

历山镇望仙村生态资源丰富，旅游公路提
质升级和免费公交的开通，进一步拉近了城乡
距离，也给望仙村乡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一栋栋原本无人问津的老房子，成了“香
饽饽”。村民赵言霞就在村里建起了望仙山水
居农家乐，每到周末节假日和旅游旺季，几十
余间客房都爆满。“望仙旅游公路提质升级以
后，上山游玩的人也多了，收入也稳定了。”
赵言霞说。

在历山镇望仙村党支部的带领下，村民们
精心打造民宿小院、农家乐，不断挖掘地方特色
资源，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望仙村党支部书记赵言红说，借着“四好农
村路”的东风，村里的木耳、蜂蜜等农产品走出
了“深山”，全村人均年收入翻了几番。旅游公
路串起沿线多个景点，外地游客纷至沓来，给望
仙村带来了人气，聚起了财气。

据了解，垣曲县每年投入 600 万元，加大对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运营补贴，开通县城区暨通

往各乡镇的全域免费公交，并在人员密集的乡
镇、村庄布局建设乡镇综合服务站和乡村候车
亭，极大地方便了居民出行。

“去县城方便了不说，我们村里的山货也好
卖了。”免费公交让村民们真正地实现了进城自
由、卖货自由。

乡村里的资源和产业有了一条条宽阔平
坦、四通八达的农村公路加持，也走上了发展
的快车道。为了深入推进城乡一体化，缩小城
乡差距，垣曲县还大力提升农村客运综合服务
水平，实现农村客运多元化发展。积极布局县
乡村三级物流网络节点建设，对快递配送企业
进行资源整合，采取“股份合作分成”+“溪
鸟系统”+“菜鸟配送”方式，统一管理，统
仓共配，构建模式创新、运营高效、安全绿色
的农村物流服务新体系，乡镇物流覆盖率达
100%。

产业赋能 实现经济新腾飞

一路通，百业兴。走进垣曲县皋落乡，一
条条蜿蜒盘旋的农村公路连接村庄农户、通达
产业园区。

皋落乡坚持将农村公路与产业发展需求有
效结合，不断向产业聚集地延伸。同时，立足

“建设省市级食用菌专业镇”这一目标，皋落
乡不断优化娟娟种植合作社、鼎诺种养专业合
作社、福君木耳种植基地等产业的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农村公路与地方经济社会融合发展。

“公路+产业”的方式助力了乡村振兴，食用
菌产业发展也为垣曲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
膀。

近年来，垣曲县立足实际，在旅游公路沿
线建设“一园十区”食用菌产业科技园，打造
全国食用菌产业基地。目前，食用菌产业已经
带动全县食用菌从业者 5000 人以上，人均增
收 1.5万元。

位于旅游公路沿线的皋落乡鼎诺种养专业
合作社积极争取项目，打造食用菌全产业链。
近期，合作社一边是羊肚菌育种热火朝天，另
一边，占地 2104 平方米的食用菌养菌制菌加
工厂房项目建设正酣。

“ 皋 落 村 食 用 菌 养 菌 制 菌 加 工 车 间 建 成
后，将实现制菌、养菌、灭菌、烘干为一体化
的生产车间，可完成 500 亩羊肚菌制菌和营养
包的年生产任务，及春季 200 亩的林下木耳的
制棒生产任务，进一步完善羊肚菌产业链条，
壮大羊肚菌产业发展，辐射带动更多群众就
业。”垣曲县皋落鼎诺种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刘生说。

一条条道路，将垣曲织成了一张巨大的路
网，为群众出行、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群众通过在各个产业园务工增收，切实鼓起了

“钱袋子”，真正享受到“四好农村路”带来的
巨大红利。

路通 业兴 民富
——垣曲县“四好农村路”建设纪实

董 云

“改改”出新动能
本报记者 范 娜

“签约一批”项目 33 个，签约投资额
30.17亿元；

“开工一批”项目 39 个，总投资 11.2
亿元；

“投产一批”项目 39 个，总投资 7.34
亿元。

2023年，临猗县积极探索县和开发区
融合发展路径，纵深推动招商引资、行政
审批、机制体制等一体化改革步伐，建立
一体化工作平台，形成大招商、大审批、大
改革的发展合力，“三个一批”取得了显著
成效。

作为实施“三个一批”建设的主战场、
主阵地，临猗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以下
简 称“ 临 猗 示 范 区 ”）则 坚 持 以 项 目 为

“纲”，以改革为“要”，用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 驱 动 招 商 引 资 抓“ 先 ”、营 商 环 境 抓

“优”、要素保障抓“全”，高位赋能项目建
设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近段时间以来，平陆县张店镇后
滩村在定点帮扶单位市委办公室的大力支持
下，开展了一个多月不间断的人居环境卫生大
整治，村容村貌、户容户貌焕然一新，受到上
级领导高度肯定，得到广大村民一致称赞。

为切实做好人居环境卫生大整治，在市委
办公室的强有力支持下，后滩村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队员一是广泛宣传，层层动员。通
过宣传动员，村民们主动打扫卫生的意识明显
增强。二是分片包干，责任到人。组织 50 多名
机关干部连续多日到后滩村，和镇村两级干部
一起挨家挨户、一街一巷开展“清三堆”（土
堆、粪堆、柴堆） 和“美三口”（村口、路口、
家门口） 集中整治活动。此次活动先后动用铲
车、挖掘机、铲车、卡车、三轮车等 20 余台
次，清理各种垃圾 40 吨。三是保障经费，典型
带动。市委办专门挤出经费，购买了桌子、柜
子、茶几等物品，并捐助了大衣、羽绒服、皮
鞋等物件，按需分发给村民。四是强化督导，
提升效果。按照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目标要求，
市委办连续 3 次召开专题会议，并深入村民家
里检查督导，了解进展情况以及存在问题，激
发了村民共筑美好家园的积极性，实现了乡村
振兴与环境整治同频共振、共促共赢。

“人居环境大整治，提升的不仅是村容村
貌、户容户貌，更大的意义在于逐步改变村民
的生活习惯，让村民由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受
益者、推动者和维护者。春节即将来临，我们
将在各村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活动，让大家
过一个干净、祥和的春节。”张店镇党委书记陈
涛如是说。

（杨新红）

平陆县后滩村

人居环境专项整治

行动初见成效

左图：已经投产的山西东睦磁电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 本报记者 金玉敏 摄

下图：山西轩语乔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
吨饲料生产线建设项目设备安装已到位。

本报记者 范 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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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