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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至2017年， 五年
累计承接转移企业534家，工业
税收近四分之一来自承接产业
转移企业，这是衡阳市交出的承
接产业转移成果的靓丽答卷。

11月20日，衡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建新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衡阳作为
老工业基地城市， 将充分利用
各种优势、打造优质营商环境，
实现衡阳工业“二次崛起”。

“墙内事”企业管
“墙外事”政府办

湖南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
司是衡阳市2011年重点招商引
进的企业， 也是衡阳市在成为
湘南承接产业示范区建设城市
后最早引进的一批企业之一。

“公司主要是提供智慧城
市建设与运营服务， 对技术要
求很高， 因此公司首批员工大
多是从深圳派过来的， 为了解
决员工的后顾之后， 政府为公
司员工提供人才公寓。”湖南中
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龙
永义介绍。

唯品会中南地区物流配送
中心于2015年签约落户衡阳
县， 目前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
建设中。“墙内的事情企业管，
墙外的事情政府办，用地、证照
办理等问题， 全部是政府代
办。”说起营商环境，唯品会（中
国） 有限公司地产部总经理蒋
咏对衡阳市政府的一站式服务
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了解到， 衡阳近年来
着力打造最强执行力地级市，

扎实开展“只进一扇门”“最多跑
一次”改革，政府、非政府投资项
目审批时间提速率分别达到
67.6%、74.6%。2017年全国政府
政务能力调查评估显示， 衡阳市
在全国434个市排名第19位。

衡阳钟表
远销80多个国家和地区

精致的宫廷摆钟、 古代计时
仪器及古代钟表制作工具……11
月20日， 走进位于衡阳的世界钟
表文化博物馆， 仿佛是走进了一
个钟表的梦幻王国。

作为华中地区的首家钟表博
物馆， 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于今
年1月正式对公众开放，迅速成为
衡阳一个新的网红地标。 这个博
物馆， 也是衡阳承接沿海地区产
业转移的一个成果之一。

湖南盛世威得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唐灵军是衡阳人，于2003
年在广州开办钟表制造企业，并
将企业经营得小有名气。 而在珠
三角地区， 从事钟表制造业的衡
阳人多达上万人， 这让唐灵军萌
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

2015年，唐灵军响应衡阳市
号召， 将企业总部搬到衡阳西渡
高新园区， 投资2亿元建设了2万
平方米的大型钟表产业园区和
2000平方米的世界钟表文化博
物馆，打造“工业+旅游”项目。

“公司生产基地搬回了衡阳，
光人力成本就节约了三成。”唐灵
军认为，衡阳有区位优势、政策优
势、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且在家乡
创业让他有了归属感。

在唐灵军的努力下， 目前公

司生产的手表远销80多个国家和
地区，停产30年的“南岳”牌手表
也在今年涅槃重生， 并一举斩获
“2018中国湖南旅游商品大赛”
金奖。同时，公司的品牌效应还吸
引了3家钟表制造上游企业从广
州搬到衡阳。

争当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领头雁”

数据显示， 自2013年以来，
衡阳市每年承接产业转移企业数
量呈逐年上升态势，2013年，承
接引进企业为40家，2017年达到
154家，5年累计承接转移企业
534家，新增企业主营收入133.43
亿元， 新增就业人数94341人，工
业税收近四分之一来自承接产业
转移企业。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衡
阳市工业园区实现快速发展，省
级及以上园区规模工业由2013年
的41.1%增加到2017年的70%。

在郑建新看来， 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成功获批，
意味着衡阳将进一步融入长江经
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 从而推动
衡阳全方位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
衡阳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
质量发展。

“衡阳历史文化厚重，区位交
通优越，产业基础雄厚，生态环境
优美，矿产资源丰富，并且是国家
级产业转移示范区，始终以争当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领头雁’为发展
目标。”郑建新表示，下一步，衡阳将
用金字招牌集聚产业、用开放平台
承接产业、 用重大项目建设产业、
用最优环境服务产业、用机制创新
护航产业。 ■记者 潘显璇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复设立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湘南三市———衡阳、郴州、
永州进入开放发展新纪元。7年后，湖南承接产业转移迎来“升级版”———《湘南湘西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获批，新增湘西、怀化、邵阳三地，湖南承接产业转移迎来发展新高地。

7年的沉淀，湖南积累了哪些经验做法？站在新起点，如何实现新作为？11月20日至27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将奔赴衡阳等六市州采访，全面反映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的亮点和成效。

5年承接转移企业534家
老工业基地衡阳迸发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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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1日上午， 开放强省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建设推进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强调，要抢抓机
遇、勇立潮头，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之路，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真正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一带一部”战
略定位落到实处，加快建设开放强省，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省
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讲话，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总体方案>的通知》，省领导傅奎、黄兰香、王少峰、蔡振
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刘莲玉等出席。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周月桂

杜家毫在开放强省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推进大会上强调

抢抓机遇，着力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

我省开放强省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全省进出口总额突
破2000亿，达到2434.3亿元，同比增长39.8%，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5.6
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13.5亿美元，投资规模居全国前十、中部首
位。今年1至10月，进出口总额增长25.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
分点；实际到位外资、内资分别增长12.6%、17%。

目前，我省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贸往来，湖南企业走进
了92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友好城市达89对。 ■记者 周月桂

链接 湖南企业走进92个国家和地区

许达哲强调， 要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开放重
要论述和关于湖南发挥“一带
一部”区位优势的要求，加快构
建湖南全面开放新格局。 坚持
开放自信，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坚持包容普惠，
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坚持开
放融通，提高开放合作水平；坚
持市场导向， 优化对外开放布
局。要以更有力举措、更大工作
力度， 推进开放强省建设迈上
新台阶。 积极对接国家开放大
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
入国家改革开放空间布局，对
接自由贸易试验区； 积极拓展

国际大市场， 推动优势产品出
境，支持企业“走出去”，完善政
策和信息服务机制； 积极打造
开放大平台， 加快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加快
园区开放发展和口岸平台提质
升级，加快拓展国际物流通道；
积极融入国际大体系， 着力实
施“5个100”工程，充分发挥我
省优势产业和技术， 大力开展
精准招商；加强部省对接、省际
合作和部门联动， 不断完善开
放协作机制；对照重点、细化责
任、结合实际，狠抓开放政策落
实；强化开放组织保障，努力开
创全省开放发展新局面。

杜家毫指出， 在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 全省上下坚持引进
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大力发展
开放型经济， 对外开放取得显
著成就。 最深刻的感受是把改
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的意识
深入人心， 最显著的标志是开
放型经济实现重大突破， 最可
喜的变化是开放基础和平台日
新月异， 最真切的获得感是开
放红利正惠及三湘人民。 湖南
开放发展的实践， 充分印证了
改革开放是正确之路、 强国之
路、富民之路。

杜家毫指出， 湖南建设开
放强省有基础、 有条件、 有潜
力、有希望，尤其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湖南提出的“一带一部”重
要论断， 为新时代湖南发展特
别是开放发展锚定了方位、指
明了方向。 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外开放的
重要论述， 顺应经济全球化的
时代潮流， 牢固树立开放理念，
涵养开放胸襟， 摆脱思想束缚，
努力开创湖南对外开放新局面。

杜家毫说， 承接产业转移
的过程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对于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要以湘南湘西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成功获批为新起
点， 扎实做好承接产业转移这
篇大文章， 构建湖南全面开放
新格局。 示范区特别是新纳入
的湘西三市州要迅速行动、紧
紧跟上，按照国家批复的《总体
方案》，细化完善发展规划和工
作措施， 扎实做好承接产业转
移这篇大文章，确保转得来、接
得住、发展得好，积极为全国同
类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探索路
径、作出示范。示范区既是6个
市州、 也是全省的重要开放平
台，各地要发挥比较优势，扬长
避短，共享发展机遇，找准落实
“一带一部”的着力点和主攻方
向，促进全省产业科学布局、有
序承接、错位发展，进一步拓展
开放发展新空间。 要毫不动摇
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在融
资贷款、科技研发、要素保障、
权益维护、 产权保护等方面主
动担当作为、精准帮扶，着力构
建亲清政商关系， 进一步激发
开放发展新活力。

扎实做好承接产业转移，构建湖南全面开放新格局

以更有力举措推进开放强省建设迈上新台阶

11月20日，衡阳西渡高新区湖南盛世威得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加工制作手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