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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产业集聚区

在西融北接中释放巨大能量

策划 石大东

统筹 杨玉玺 程玉峰 陶玉亮

执行 成燕 侯爱敏 宋晔

发展始于
开放的思路

中国产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 杨建国

开放招商，一举应多变、一招求多效，首先
需要有开放的思路。在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崛
起过程中，有产业转移的大势、有郑州航空港
区建设的机遇。但这些大势、机遇，对于周边
园区相差无几，但尉氏得以脱颖而出，靠的是
站位高远，靠的是破旧立新，靠的是寻找与先
进园区之间的差距，而这些方法都有同样的前
提：开放的思路。

发展，始于开放的思路，坦诚不足为先，接
纳借鉴随后。尉氏县产业集聚区的精彩裂变，
正是由此而生。过去作为传统农业区，工业底
子薄，产品层次低，优势不明，特色不足，纺织基
础有而升级乏力，农副资源足而未得充分利用。

产业集聚区建设伊始，尉氏县先从自身出
发，瞅准特色，抓住特色，壮大特色。以原有纺
织企业为基础，外引强企，内塑龙头，把纺织产
业做强做实；以农副产品为资源，招大引强，借
势发力，让食品加工产业破土而成。

对于尉氏来说，把“西融北接”的机遇转化为
实力，还在于秉承开放，主动作为，向发达地区取
经，向先进园区学习，在比较中寻找差距，在差距
中寻找方法，最终，走出了符合尉氏实际的产业
集聚之路：一方面，追求产业高效集聚，培育“尉
氏创造”；另一方面，强化支撑，做好产城互动。

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最重要的是靠开
放。对于尉氏县产业集聚区来说，开放的思路
能放大优势机遇，能拓宽发展的路子。

尉氏，秦皇封疆之邑，曹魏屯兵之地，自古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尉氏人抓住地处郑汴许“金三角”的有利区

位，大力兴办乡镇企业，香精香料、三角带、棉纺等产业蓬勃兴起，为县
域经济发展奠定了产业基础。

如今，乘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恢弘起航和郑汴一体
化深入推进的东风，坐拥黄金区位优势的尉氏迎来了全新发展良机。

尉氏人，该如何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明媚4月，驱
车穿行在这片广袤的黄土地，你会深刻感受到，在“西融北接、产城互
动”发展战略指引下，尉氏正向西融入航空港区，向北连接郑汴新区；
以产业集聚区为引擎，尉氏正在全力打造纺织服装产业、农副产品加
工、新兴电子产业三大支柱产业，伴随工业图强的方向渐次明朗，尉氏
这个传统农业大县正在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上砥砺前行！

国家战略
提速尉氏发展

4 月 22 日下午，一场淅淅沥沥的喜雨浇灌
出无限春意。从薛店出口下高速后一路东行，
大约30公里后，记者驱车进入尉氏县城。

尉氏有着独特的地理风貌，西部冈峦交错，
叠峰起伏，森林葱茏，东部却是一马平川，万顷沃
野，粮棉丰茂。蜿蜒流过的贾鲁河川流不息，见证
着这个传统农业大县的绰约风姿和悄然嬗变。

这里地处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和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及郑汴新区延伸区，日南高速
穿境而过，商登高速、机西高速建成通车后，20
分钟可到新郑国际机场，30分钟可达郑州市区
和汴西新区。目前，该县西部65平方公里纳入
了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该县北部50平
方公里则与郑汴新区紧密相连，这些千载难逢
的发展机遇不仅让尉氏人看到了未来发展之强
劲动力，更促使他们清晰确立了“西融北接、产
城互动”发展战略。

统计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 2012 年，该县
GDP 完成 242 亿元，增长 13.4%；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 145 亿元，增长 34.9%；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完成 7 亿余元，增长 40.2%，增幅居全省
第 5 位；税收完成 4.8 亿元，增长 51.7%，增幅位
居全省第一。

让尉氏人骄傲的，并不是这些数字本身，而
是它未来的发展机遇和强大活力。记者在县委
宣传部、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及多家企业采访时
发现，大家谈及尉氏未来时，目光中都闪烁着熠
熠神采，饱含着对未来的无限期盼。“今年一季
度，尉氏税收增幅位居开封市第一，我们尉氏已
经落户了十几家富士康配套项目，除了传统纺
织产业，依托尉氏丰富的农业资源，我们的农副
产品加工产业也发展迅猛。随着国家战略逐步
推向纵深，尉氏必将迎来全新的黄金发展期。”
该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念来谈起尉氏发
展充满希冀。

区位优势固然重要，但如何变区位优
势为发展优势？在经过深入调研和冷静思
考后，尉氏县委、县政府围绕区位优势，由
单纯抓产业集聚转到抓产业升级，力争让
产业转出效益，转出新貌。

“我们坚持走新型工业化路子，遵循规
律、务实运作，产业由散到聚，链条由短到
长，科技含量由低到高，曾经低效益、低产
出的小工业变成了效益好、能耗少的大产
业。”谈起如何优化经济结构，该县县委书
记范付中思路异常清晰。

近年来，该县大力实施工业强县战略，
主动承接产业转移，全县工业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已形成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和
现代电子三大主导产业。2012年，全县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246 家，实现利润
72.9 亿元，增长 18.9%，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超亿元企业达到 118 家，超 10 亿元企业达
到 10 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完成 110 亿
元，增长21.5%。

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产业集聚
区当仁不让地成为尉氏工业发展新“高地”。

尉氏县产业集聚区位于该县城区西南
部，辖16个行政村，是我省首批确立的180
个产业集聚区之一，被命名为河南省循环
经济示范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该集聚区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目前已建
成 15 平方公里。围绕“四转一集”总体要
求，该县强力推进产业集聚区建设，功能日
益完善，集聚效应明显增强，产城融合良性
互动。目前，集聚区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达65家，省、市级技术研发中心3家。累计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36 亿元，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 38 亿元；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200 多
亿元，实现利税20多亿元。企业厂房面积
达到 220 万平方米，其中多层标准化厂房

85万平方米，从业人员达5.6万人。
记者在该县产业集聚区建设管理管委

会一楼看到，一张巨大的产业集聚区规划
图被张贴在醒目位置。按照“三带、三区、
三组团”规划思路，“三带”分别是西三干渠
景观带、刘麦河景观带、康沟河景观带；“三
区”分别是东部配套生产生活区、中部配套
生产生活区、西部配套生产生活区；“三组
团”分别是东部纺织工业组团、中部农副产
品工业组团、西部综合工业组团。

这张规划图清晰反映出其主导产业和
产城融合思路。该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党委
书记李大红告诉记者，以福甬服装为龙头，
该区引进服装加工企业 25 家，形成了针
织、染整、印花和制衣于一体的完整产业

链，集聚区内纺织企业生产规模已达60万
锭，年产棉纱9万吨，针织面料3万吨，针织
服装6000万件，实现年产值108亿元。

除了纺织服装业，农副产品加工产业
也蓬勃兴起，雏鹰农牧、中原皓月等 10 多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强势入驻，养殖规
模、屠宰能力和熟食加工层次得到巨大提
升；现代电子产业异军突起，富润、富盛、正
茂精密印刷等富士康配套企业争相涌入，
巴拉斯光电、申福电子、凯乐实业等大个头
项目强势跟进。

目前，该县工业企业中已有 7 种产品
获省名牌产品称号，9 种产品获省优质产
品称号，13 种产品获国家、省著名商标称
号，其中“耐驰”牌获中国驰名商标。

集聚效应
拉长产业链条

集聚，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但产业集聚
区，不是项目和企业的简单集中，不是产业与产
业的堆砌，而是产业链间的互补联动，是从“点”
至“线”至“面”再至“网”的立体化产业协同。

4月23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该县产业集聚
区内的河南福甬服装工业城。该项目于2009年
10月入驻尉氏县产业集聚区，计划总投资12亿
元，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是一个集针织、染
整、印花、制衣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项目。目前，
已完成投资8.6亿元，工业城初具规模。

走进缝边车间，只见几百名工人正在紧张
忙碌。27岁的十组组长姚晓芬几年前在郑州一
家大型服装企业工作。两年前，乘着产业转移
的东风，姚晓芬回到家乡尉氏工作。“我们厂的
产品主要出口到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家，订单
非常多。”姚晓芬边检查产品质量，边告诉记者。

河南福甬服装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张乐介绍
说，该厂标准化制衣车间和综合办公楼已建成并
投入使用，引进安装的全新常温溢流染色机、高温
高压液流染色机、新型圆网印花机、平网印花机等
生产设备全负荷运转，职工宿舍楼、职工食堂及日
处理1万吨的大型污水处理厂等各种配套设施全
部建成并投入使用。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带动一
大批以坯布织造、成衣制作为主的上下游企业形
成集聚效应，为社会提供3万个就业岗位。

据尉氏县政府有关负责人介绍，尉氏现有
纺织服装企业63家，拥有120万纱锭规模，2012
年实现产值 108 亿元、利税 10 亿元。通过引进
培育福甬服装工业城项目，形成了纺纱、织布、
印染、制衣一条龙的完整产业链条，具有工艺设
备国际最先进、产业链条中部地区最完整两大
特点。鑫旺棉业生产的220支精梳纱达到国内
一流水平；尉氏纺织研发的麻灰纱、色线、AB纱
属省内首创；河南福甬服装有限公司开发生产
了莫代尔、莱卡等高档面料，并与美国琼斯、法
国迪卡侬、香港利丰等国内外知名企业联姻，研
发生产了世界知名品牌服装。

事实证明，通过产业高效集聚，尉氏不仅拉
长了纺织服装产业链，还正在从“尉氏制造”向

“尉氏创造”奋力迈进，这些成功的实践生动诠
释了产业集聚区正在释放出链条经济、规模经
济、循环经济的巨大能量。

放眼全国，在培育产业集聚区过程中，
大家碰到的共性难题是如何实现产城融
合，进而广聚人气？

在尉氏县产业集聚区采访时，记者欣
喜地看到，与一个个新工业项目齐头并进
的，是商贸、学校、金融机构等基础配套项
目建设也在同步拔高。

通过 BT、BOT 等方式进行市场化运
作，该县充分发挥融资平台作用，为产业集
聚区设施建设融资12亿元，建设了八纵六
横、80 公里长的道路框架，建成了 60 公里
长的强弱电网络，变电站、污水处理厂、垃
圾处理厂、学校、金融机构等配套设施也相
继建成投入使用，推动了产业集聚区服务
功能不断完善。

穿行在十多平方公里的尉氏产业集聚

区，路边一幅巨大的“城市综合体即将起
航”广告吸引了记者视线。本月底，由重庆
东恒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威肯集团联合投
资建设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期项目即将奠
基。该项目总占地 400 亩，预计总投资将
达 30 多亿元，建成后将融五星级酒店、高
档写字楼、商业步行街等多种业态为一体，
堪称我省县域经济中首个投资规模最大的
城市综合体。

如何为这些大项目保驾护航？该县实
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
底”的“四个一”工作机制，全面推行县级领
导分包制，对项目洽谈、落地、开工、投产实
行全过程服务，对项目规划、选址、手续办
理等推行全方位服务。

该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吕念来就

身兼城市综合体和要庄新型社区建设两个
工程指挥部指挥长。他满怀信心地告诉记
者，除了大力发展工业项目，在产业集聚区
建设中，该县一直在深入实践着如何实现
产城互动，引进大型城市综合体等服务业
项目就是想为产业集聚区可持续发展提供
强大支撑。

放眼未来，尉氏县将紧紧抓住“西融北
接、产城互动”这一主线,努力打造尉氏县
产业集聚区和港尉新区。其中，港尉新区
以临空经济和现代电子为主导，着力培育
高端产业组团。

朝着把尉氏建设成为中原经济区的先
行试验区、郑汴新区的重要功能区、航空港
区的生态服务区这一宏伟目标，尉氏正鼓动
着务实和创新的双翼，飞向蔚蓝色的苍穹！

全力打造新型工业高地

正在建设中的尉氏产业集聚区。

产城互动锻造希望之城

尉氏千年古塔见证着一座县城的崛起。

集针织、染整、印花、制衣为一体的纺织业。

与富士康配套的电子产业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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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