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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就像候鸟一样，
哪里的环境适应它的生存发展，它就会飞到哪
里。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一流的投资服务环境，
与产业基础、 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同等重要。
为此，工业园区一直坚持把优化投资服务环境
作为“生命线”工程，简化行政审批、聚焦项目
服务，为项目建设创造文明和谐、宽松优良的
发展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 制订从立项、审批到建成
投产等流程明白卡，实行项目分包、一企一档、
效能督查等制度，及时掌握企业建设、经营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企业出主意、想办法。
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步完善并联审批
制度，扎实推进“互联网 + 政务服务”，全面压

缩审批时限，加快实现“一扇门、一张网、一次
办”服务效果。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营业执照
当日发放率达 100%。 今年年初以来，全程电子
化办理营业执照 186 户，其中公司 84 户、个体
工商户 102 户。 为 30 户新设立企业免费刻制
印章，节省刻章费用 15.3 万元。 8 月 30 日，在
第二届中国国际化营商环境高峰论坛上，工业
园区被评为“最具投资营商价值产业园区”。

提升队伍素质。将业务需求与干部能力紧
密结合，制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计划，除组织
集体学习研讨之外， 充分利用书籍、 报刊、电
视、互联网等媒介，结合自身知识结构开展自
学；由班子成员带头开展专题调研，将理论学
习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实现学习成果的转

化。同时，坚持严管厚爱与激励约束并重，完善
考核评价机制，注重把企业需要与岗位要求有
机结合，真正做到依事、依企择人。

加大督查力度。 抽调业务熟、政策精的骨
干力量，形成 6 个专项督查组，坚持“批给谁、
谁负责”“谁承办、谁负责”的原则，从企业反映
的热点、难点等问题中审视决策部署，对企业
满意的坚持执行， 对企业不满意的坚决纠正。
围绕决策落实中出现的倾向性和苗头性问题

进行督查，提出针对性工作建议。 开通营商环
境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公布市、区两级破坏
营商环境投诉热线，做到线上线下并行。 已印
发督查通报 53 期，批评 3 个单位，梳理企业反
映问题 79 个，全部及时交办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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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之美，为收获之美。 11 月 3 日，穿行于 26.5 平方公里的
濮阳工业园区，进厂房、入车间，观产品、谈理念，边走边问边看，
每一寸热土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

随着今年前三季度成绩单出炉，濮阳工业园区发展脉络里的
韧劲和力量诠释得更加充分———1 至 9 月，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 87 亿元，同比增长 31.7%，增速居全市第一位；工业增加值
21.5 亿元，增长 42.2%，增速居全市第一位；在第三次全市县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暨产业集聚区重点项目观摩点评活动中，工业园区
蝉联全市第一名。

事非经过不知难。 面对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工业园区
认真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市决策部署，聚力“六稳”“六保”，紧
紧围绕新型化工基地建设大局，横向协同、纵向联动，大力实施
“四大战略”，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障经济发展
稳中有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新项目孕育新希望， 大项目预示大发展。
为大力推动化工产业转型发展，工业园区立足
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现状，牢牢抓住项目建设
这个牛鼻子，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增投入、强
后劲，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一个个大项目、
好项目正在新型化工基地遍地开花。

坚持产业强区。围绕新型化工基地产业发
展方向，结合园区产业定位，重点谋划精细化
工和涂料项目。 精细化工方面，主要谋划高端
石化产品、化工新材料、专用化学品及技术含
量高、 附加值高的个性化与差异化产品项目，
以及以国家“863”项目———君恒长链二元酸和

新三板上市企业———佳化能源等为代表的精

细化工企业，致力于高新技术研发应用。 涂料
产业方面，以涂料产品为终端，向上游延链，培
育上下游一体的涂料生产基地，加快涂料产业
园建设，已成功引进东方雨虹、展辰新材料、三
和化工等国内知名企业。尤其是日前三棵树正
式落户工业园区，有望为我市引进 20 至 30 个
配套全产业链项目，已入驻和即将落户园区的

涂料产业项目概算总投资近 200 亿元。 在此基
础上，加快构建多元化原料供应体系，促进新
型化工基地产业链全链发展，君恒、海尔希、天
能塑壳、天能隔板 4 个项目已投产，展辰、濮耐
环保挡渣板 2 个项目将于本月底投产， 立新、
广亿福 2 个项目四季度投产，还有 9 个项目明
后两年投产， 全部达产后每年可实现总产值
212.3 亿元、税收 15.6 亿元。

完善推进机制。成立高规格的重点项目推
进指挥部，下设一个办公室，建立工业企业服
务、基础设施、公用工程建设等五个工作小组，
形成“一办五组”的工作架构，对总投资 95 亿
元、重点建设的 17 个产业项目负责综合协调、
督查推进和信息反馈等工作。严格落实领导包
抓项目机制，严格按照一个项目、一个责任领
导、一套工作班子、一抓到底“四个一”的工作
法，形成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
业务部门长期抓，每个项目有领导指挥、有部
门现场服务、有单位一线落实的“三抓三有”工
作格局。

加强政策扶持。先后印发《濮阳工业园区支
持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濮阳工业园区关于兑
现企业优惠政策的若干办法》等文件。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 率先成立企业复工复产工作专
班，下发企业复工明白卡，帮助企业提前做好复
工复产各项准备工作， 复工申请 1日内完成审
核； 在濮范高速公路濮阳北出入口处设立物流
服务台，通过专人专班 24 小时值守，全力构筑
物流车辆绿色通道；通过减免税收、房租、延期
缴纳税款等不断减轻企业负担，指导企业采取
灵活用工政策、延长社会保险缴费期等稳定用
工队伍，全面做好服务，做到疫情防控和经济
发展两手抓、两手硬；采取“政银担”模式，建立
规模 2 亿元的园区担保基金，专项支持企业融
资发展，解决企业融资贵、融资难等问题，目前
第一笔贷款已向海尔希发放。 同时，大力开展
“招才引智”活动，积极开设特种设备安全作业
人员培训班，在人力资源、专业技术等方面，努
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阳光雨露”。 目前，
已培训 20余次，解决企业用工 500余人。

基础设施是产业发展的筋骨和血脉， 是吸
引投资的必要条件，是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载体。
为铸就支撑化工产业转型发展的 “钢筋铁骨”，
工业园区胸怀大格局、立足高起点、探索好机制，
以全域规划为纲，切实抓好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15 条市政道路正压
茬推进，年内将分阶段、分路段全部达到通车
条件，其中纬三路是连接新型化工基地三县区
的一条主干道，工程投资 2.1 亿元，西起郑济
高铁濮阳东站广场， 东至工业园区东边界，全
长 11 公里，目前正在铺设污雨水管道，年底前
竣工通车，届时将实现新型化工基地主干道工
业园区段全线贯通。棚改一期建成区域的配套
工程 5 月已完工，6 月部分楼房已交房， 并于
当月完成了新城寨村搬迁工作。新城寨村 6 月
10 日正式启动拆迁，6 月 20 日全部拆迁完毕，

腾出工业用地 3000 亩， 为重大项目的落地提
供了更大空间和入驻纵深。谋划建成智慧园区
指挥中心项目，项目集安全环保、应急、能源、
智能化管理于一体，可实现以信息化和辅助决
策手段帮助园区有效管理、精准治理、科学决
策，是提升管理效率和效益，促进安全、绿色、
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手段和必要措施。

快速推进公用工程。 黄河东路、兴工路污
水管网工程竣工投用， 与在建道路配套的雨
水、污水等管网正同步实施。 工业供汽管网 3
月已正式投用， 正谋划实施第二条供汽管线。
电力设施投入加大， 园区财政出资 500 万元，
完成经八路开关站拆迁、岳沱电力线改迁和展
辰供电线路铺设。 专用污水处理厂可研、立项
手续和土地清表工作已经完成，项目选址方案
和用地性质调整市规委会已研究同意， 环评、

安评、土地报批等工作正加快推进，本月实质
性开工建设。 气化岛项目可研报告已完成，地
块已选定， 正筛选合作伙伴和确定合作模式。
项目建成后，将实现煤炭资源集中转化、污染
物集中处理、物料能量集中供应。

全面做好生态开发。从集约化利用园区空
间考虑，充分把握产业发展趋势，积极引进和
培育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阔、经济效益好、可
持续发展性强的项目，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
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增强园区发展的可持续
性。 推进项目准入管理和评估制度，认真落实
环保“第一审批权”，从源头把好项目入驻关；
积极推进行政许可相关工作， 今年年初以来，
推进建设项目 20 余个， 完成辖区固定污染源
排污许可发证、登记工作，核发排污许可证 18
家企业，完成企业登记数量 39 个。

聚焦项目 挺起化工产业发展脊梁

完善功能 强筋健骨集聚发展动能

优化环境 打造筑巢引凤新高地

中国··濮阳绿色涂料产业园。。

海尔希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

天能集团生产

车间。。

鑫澳重型钢结

构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

君恒生物大型

储料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