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定州，离三台100多公里，翼州，离三台150公里。
“但我们为什么舍近求远，到离我们 600多公里的睢县发展呢？”

睢县三台制鞋产业协会会长王涛曾不止一次地向前来考察的同行或有
关领导提出如此反问。

在中国鞋业界，素有“南有晋江北有三台”之说。雄安新区设立
后，根据产业布局要求，位于雄安新区规划范围内的安新县三台镇
3000家制鞋产业需要整体搬迁。

“盯准‘雄安机遇’的绝不仅仅是睢县，除了定州、翼州外，还有河南新
蔡、周口等数十个城市，大家都去招，怎么能招得来？这才是根本！”——

吴海燕谈起当时的招商决策时说，服务就是生产力！只有全面深
化“放管服”改革，秉承“企业的小事就是我们的大事”的服务理
念，扑下身子给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才能达到引得来、留得住、活
得好的招商目的，才能够通过招大引强，实现后发赶超。

为致力于打造最佳营商环境，睢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重
点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最多跑一次”改革，同时，对投资制鞋
业的客商实行“五个一”“两个零接触”保姆式服务——

一个项目一名县级领导牵头、一个单位负责、一套班子推进、一
站式办公；项目在土地征用、拆迁中与群众“零接触”，在办理相关
手续时与职能部门“零接触”。

“特别是项目在土地征用、拆迁中与群众‘零接触’，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这背后其实有县委、县政府对经济建设与民生保障的
双重考量。”主抓工业的睢县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冉燃如是说。

项目建设必须有土地保障，土地保障难免涉及棚户区改造拆迁。
拆迁，事关千家万户利益，让千家万户的群众与用地项目方“零接
触”，那就必须以群众满意为标准，把民生放在第一位。为此，睢县
始终坚持先建后拆、安置地段优于商住地段的思路，全面提升拆迁群
众在教育、娱乐、商贸、医疗等多方面的获得感。

总投资3.5亿元的凤栖苑棚户区项目，周边有市场，有公园，有
学校，有医院，如今，20栋楼主体已封顶，今年 10月份即可投入使用。
和凤栖苑几乎同时启动的还有5个安置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可解决
20个城中村6195户居民的住房问题，同时可整理出建设用地3000亩。

看到这样的安置水平，王涛翘起了大拇指：这在全国都是少有
的！“安置越好，后期遗留问题就越少，用地企业越能毫无后顾之忧
的放手经营，这是真正的设身处地为企业着想。”王涛感慨地说。

“通过安置，全面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彻底解决企业的后
顾之忧；通过生产经营和生活中的周到细致服务拴心留人 ，这种看
得见、感受得到的实绩和服务，进一步打造了亲清基础上的政商‘互
亲关系’！”睢县副县长周继强说。

为让转移到睢县的三台鞋企负责人找到“家”的感觉。睢县帮助他
们成立了睢县三台商会，并且划出专门区域成立睢县三台制鞋产业园。

三台的很多鞋企原来都是单门独院，根据大多数鞋企负责人的建
议，睢县又新建 4层标准化厂房 14栋、宿舍楼 14栋，并同步配备办
公、食堂等附属设施。

大规模整体搬迁，难免会有资金难题。为此，由县财政和企业各投资
1000万元作为担保资金，融资2亿元，为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资金保障。

服务，不求惊天动地，只求春风化雨。周继强说：“24小时不关
机，企业负责人的电话随时接，企业的难题优先办。”在睢县，所有
的领导和所有的企业首席服务官都做到了这一点。

春风化雨成就“招商洼地”。很多落地睢县的企业负责人不久就变
成了睢县的招商宣传员，以商招商、以情招商蔚然成风。正如王涛所
说，“睢县‘亲’我们，我们‘亲’睢县，亲如一家人，睢县大发展。”

2018年至今，落户睢县的雄安、三台制鞋企业已有100多家，鞋
材本地配套率超过 85%，新增鞋类成品生产线 60多条，制鞋年产能达
1.5亿双，一个“南晋江中睢县北三台”的鞋业大格局正在形成。

更为可喜的是，2019年的睢县制鞋业势头更劲：1月18日、4月
8日、4月 18日，分别在雄安、郑州、晋江签约 42亿元、86.3亿元、
25亿元的鞋业投资项目。

千亿级制鞋产业集群呼之欲出。

“互亲关系”成就“招商洼地”

站上生态环保产业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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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中原水城”之称的睢县来说，水生态建设是“命脉工
程”，当然，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

如何实现生态文明与经济建设共赢发展？这，是“瓶颈制约”，
也是着力关键，更是事关睢县百年发展的大计！睢县县委书记吴海燕
对此进行了深深思考，她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只有贯彻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
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才能真正破解‘瓶颈制约’难
题，形成以环境友好为基石的共赢发展局面。”

打造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着力引进环境友好型企业。作为新概
念污水处理示范标杆的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无疑是睢县实现共赢发展
的生动例证。

新概念污水处理厂，是由中国工程院院士曲久辉、清华大学教授
王凯军等6位环境领域著名专家共同提出的，目的是带动中国水处理
事业由跟踪到引领的跨越式发展。

让新概念走向现实，落地生根，睢县走在了全省第一位和整个行
业的最前沿。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从“水质永续、能源回收、资源循
环、环境友好”4个追求出发，将实现污染物削减的基本功能转变为
城市的能源、水源、肥料工厂。

“这里每天处理出的4万吨4级地表水，质量高于国务院《水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中提出的污水处理1级 a标准，这些活水补给睢县内
湖，会让水体更清澈。”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技术负责人吕宝军说，

“厂内处理的牲畜粪便可实现沼气发电，提供厂区 30%用电量，污泥
可做成肥料……”

据了解，第三污水处理厂全面投产后，睢县一、二、三污水处理
厂同时运行，日处理能力可达10万吨，可完全满足未来10年睢县污
水处理需求。

和第三污水处理厂“前后脚”开工的还有位于尚屯镇的睢县静脉
产业园。

建设静脉产业园，其目的就是彻底走出“垃圾围城”“垃圾围
村”治而复生、生而复治的怪圈。“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很多人习惯
乱扔垃圾或者一把大火烧了，这样不仅直接排放二恶英，而且会造成
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人们怎么简单粗暴地把垃圾扔给大自然，大自
然也会以一样简单粗暴的方式再把垃圾还回来。”项目负责人介绍说。

该项目就是要把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经济模式
改造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经济模式。未来，在静脉产业园
内，垃圾这些“被放错地方的资源”，将实现“变废为宝”。

走进园区，只见道路水泥路面硬化已完成，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主体已经完工。据了解，该项目将于 5月份试运营，7月份正式投
产，日处理垃圾600吨，年发电量可达6000万度。

难能可贵的是，该项目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高温焚烧技术，生活
垃圾焚烧的二恶英排放标准为0.1ngTEQ /Nm3以下，相当于千万分
之一毫克，比美国标准严格5倍。有人打比方说，这个数量级，相当
于在一个标准游泳池（容量约 2000立方米）盛放的雪白大米中找出
几颗黑色的大米。

治理水污染、垃圾污染和废弃秸秆焚烧污染是县域污染治理的
“三大难题”。

为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废弃秸秆焚烧污染问题，2018年，睢县引进了
天壕新能源——商丘市第一家生物质发电项目。该项目全面运转后，年
可处理生物质30万吨，发电量2.4亿度，实现税收2000万元。

生态处理和生态培育互为表里。为进一步涵养水源、培育水生
态，睢县还投资6.5亿元启动了铁佛寺湖公园项目。

一个生态项目，受益一座城；一个个生态项目，汇聚成造福社会
的坚强脉动。随着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难题的有效破解，实现动能转
换后的睢县，生态文明建设将迈上新台阶，经济增长再添新活力，四
季常青、四季有花的“幸福睢县”，将会成为更具吸引力、更具投资
价值的“深呼吸小城”。

■核心提示

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正在建设中的足力健幸福小镇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静脉产业园 本报记者 崔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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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金振源智能化生产线
本报记者 傅青 摄

一个纽扣大小的设备，卖多少？1.2万元！
这是商丘金振源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拍摄用云台设

备的单价，是同行业同类产品价格的 2倍，而且供不
应求。

这，就是科技创新的力量！
十八大以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
撑。”这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明了方向。随
后，省、市相继出台扶持鼓励政策，新一轮科技创新大
潮风起云涌。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着力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助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这是睢县的必由之途。”吴海燕说。

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制造业是重中之重，转型发
展攻坚的重点、难点、出路都在制造业。就制造业而
言，转型攻坚的主要任务是“一去三改”，“一去”即
去产能，“三改”就是绿色化改造、智能化改造、技术
改造。

为抓创新、促转型、提质增效，睢县成立工业企业
智能化改造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了《支持智能制造和工
业互联网发展若干政策》，并打出了多项扶持的“组合
拳”，2018年：

——全年实施“三大改造”企业 28家，改造项目
投资总额3.94亿元。

——列支 5000万元工业企业智能化改造类补专项
资金。

——邀请德国SAP公司、深圳拓野公司、深圳赢合
公司三大智能化改造供应商来睢县进行专题培训。

全方位地扶持与培育，不断增强“智造”硬本领。
2019年1月，总投资1亿元的金振源智能制造系列项目
正式启动，4月，已完成目标投资的93% 。如今，金振
源采用世界顶尖的德国 SAP智能软件、AGV智能设备
并植入 3D 打印技术等搭建的“新现代化全新智能工
厂” 已全面开工。

和金振源可以媲美的，还有安踏嘉鸿、特步鞋业智
能化改造项目。智能化改造后的生产线，产能较以前提
升100%。

生产换线、设备换芯、机器换人，智能化改造助推
制鞋产业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步伐不断加快，助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2018年，睢县的制鞋产
业代表商丘市参加全省智能化观摩点评获得黄淮四市
第一名。

为持续放大“中国制鞋产业基地”“国家火炬智能
终端特色产业基地”品牌效应，睢县着眼国际、国内两
个市场，加快推进占地 3000亩的足力健幸福小镇、雄
安制鞋产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

“足力健的总部和全球研发中心在睢县。”足力健幸
福小镇工程负责人余恩说，2020年全部建成后，将引
进意大利、德国智能生产线 120条，年产鞋 1亿双，产
值100亿元，安排就业1.5万人，年纳税1.5亿元。

生态化、智能化、集群化，高科技，前瞻性，睢
县，在高质量发展征途中，抓铁有痕，蹄疾步稳。

作为“2018 全国百佳深呼吸
小城十佳示范城市”和国家园林县
城、国家森林城市，睢县的环境保
护责任重大。既要发展经济，又要
保护环境，就不能走粗放发展、低
质发展的“老路”，更不能走以浪
费资源、牺牲生态为代价的“弯
路”，而是要走一条符合新发展理
念和睢县实际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特别是在脱贫攻坚持续深入的
大环境下，睢县始终坚持以民生为
本，凝心聚力，负重加压，坚持统
筹推进脱贫攻坚和招商引资工作，
在重点项目建设方面深入贯彻新发
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标准，坚
持“稳中求进”“能快则快”新思
路，落实“敢于破题、善于解题”
工作要求，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
导、用好市场原则，创新工作思
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凝
心聚力营造政商“互亲”环境，激
活社会资本，创新发展平台，以

“服务洼地”打造产业高地，项目
建设日新月异，创新驱动时不我
待，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

4月26日，在全市重点项目建
设推进会上，与会领导对睢县的 8
个项目进行了实地观摩后一致认
为，睢县的做法值得借鉴。

“抓一把”空气闻闻，都是花草的清香。
走进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新概念污水处理厂），恍如置身私家园

林：院子里静悄悄的，整栋楼的幕墙都纤尘不染，楼后的池塘里流水清澈
见底，草地格外水灵，树也绿得精神，红的、白的花一团团、一簇簇地开着……

水质提纯和空气除臭，在国内外污水处理领域一直都是“顽
疾”。但是，在运用世界最前沿水处理技术的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
这两大“顽疾”均得以克服。

“这里每天可处理出4万吨少杂质、高纯度的4级地表水，源源不
断地回灌睢县内湖，空气都是经过臭氧工程除臭的，能消除 99.99%
的臭味。”站在院子后面的草地旁，睢县第三污水处理厂副总贺鹏晟
介绍说，“这里很快就会成为水生态科普公园。”

以民生和生态为重，注重科技和创新驱动，是睢县以新发展理念
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当然，睢县制鞋业更是践行新发展理念和睢县“稳中求进”“能
快则快”发展思路的“生动教材”。2018年至今，已承接雄安转出企
业100多家，生产能力增加1亿双；投资60亿元的足力健幸福小镇整
体拆迁4个村仅用了2个月……

新发展，新项目，新业态，新高度。
2019年，睢县各项工作开局良好，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实

施重点项目 157个，现已全部开工，第一季度已完成投资 60.8亿元。
今年1-3月，全县生产总值完成40.45亿元，同比增长8.4%；一般纳
税收入超2亿元，增长21.3%。

科技创新引领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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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高质量发展“蹄疾步稳”
本报记者 侯国胜 黄业波

美丽的睢县北湖。睢县是“2018全国百佳深呼吸小城十佳示范城市”和国家园林县城、国家森林城市。 本报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