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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县委书记金浩总结，新野
产业集聚区有四个明显特点，产业
特色鲜明，项目集中布局，产业集
聚度高，功能配套完善。

产业特色鲜明。新野产业集
聚区以白河为轴线，以县城为依
托，围绕纺织服装产业和光电电子
产业建立园区。西区纺织服装产
业园规划面积12平方公里，以纺织
服装产业为主导；东区电子信息产
业园规划面积 3.6 平方公里，以光
电电子产业为主导，形成了“一区
两园”的发展格局。

项目集中布局。新野围绕纺
织服装和光电电子主导产业，实行
了“三个集中”：符合主导产业发展
规划、固定资产投资亿元以上的项
目向集聚区集中；科技含量高、成
长性好的项目向标准化厂房集中；
引导集聚区外的大企业“退城入
园”向集聚区集中。

新野把产业集聚区作为开放
招商的大平台，充分发挥产业招商
的优势，吸引着有质量、有分量的
企业，纷纷来这个小县城安身落
户。2012 年，新野新开工项目 25
个，总投资 95 亿元，投资方中有三
家为上市公司，分别为新纺公司、
广东国星光电公司和江西正邦集
团公司。

产业集聚度高。在纺织产业

培育上，新野充分发挥新纺公司龙
头带动作用，吸引华星纺织、鹏升
纺织等规模以上的纺织企业入驻
产业集聚区，形成了大项目集中布
局、支撑有力的局面。通过培育龙
头企业，加强产业配套，完善产业
链条，提升了集聚发展水平。目
前，纺织产业集聚区规模以上纺织
企业发展到56家，2012年实现销售
收入 165 亿元。在光电产业园区，
目前培育壮大了13家光电企业，形
成了比较完整的LED产业链。

功能配套完善。新野围绕产
业集聚区发展配套了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功能。建设了产业集聚
区道路、供电、供水、污水处理厂、
垃圾处理厂、职教中心、综合服务
中心等设施；配套了集聚区物流、
学校、医院和保障性住房等项目；
组建了金财、金源、金茂、金盛四家
投融资公司，引进了建信村镇银
行、南阳村镇银行、南阳银行等多
家金融机构，搭建了投融资平台。

新野县城的东北新区是新野
产业集聚区的功能配套区。总规
划面积10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面
积2.5平方公里。目前一期工程的
三个项目正在火热建设中：五星级
酒店及温泉会所；儒林新城、国际
公馆和一品国际花园等小区建设；
南阳大道等道路建设。两年之内，

核心区内将矗立起 100 栋高层建
筑，建筑面积超300万平方米，形成
以五星级酒店为引领，集酒店会
展、商业购物、生活居住、行政办公
为一体的商务中心区。

位于东区的新野产业集聚区
综合服务中心，由综合楼、职教中
心、光电产业创业园三部分组成。
综合楼主要包括研发中心、棉纤维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环境监测服务
中心、产业集聚区管委会及国土、
规划、工商、税务等部门的派出机
构，是产业集聚区的综合服务平
台。职教中心主要根据主导产业
和企业发展需要，开展技术培训，
培养技术人才和产业工人。光电
产业创业园以孵化和培育光电电
子产业为目标，为入驻企业统一提
供研发、生产、经营场所和办公、商
务、生活等方面的设施和服务。

截至2012年底，新野县产业集
聚区建成区面积11.6平方公里，共
入驻规模以上企业98家，实现营业
收入 206 亿元，税收 2.1 亿元，吸纳
就业 3.5 万余人。先后赢得“河南
知名纺织产业集聚区”、“全省劳动
关系和谐模范产业集聚区”、“2012
年全省对外开放工作先进产业集
聚区”等荣誉，在全省180个产业集
聚区中排名由 2009年的第 64位上
升到2011年的第26位。

产业集聚区建设启动的 2009
年，已经成为新野跨越发展、转型发
展的转折之年。金浩说，通过这几
年新野建设产业集聚区的具体实
践，我们深刻感受到，产业集聚区是
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突破口和支撑
县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产业集聚
区的载体功能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
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

支撑了县域经济持续健康较快
增长。2012 年，新野全县生产总值
完成194.5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 147.7 亿元，公共财政收入
3.98 亿元，与 2009 年相比，分别增
长 39%、72%和 80%。新野获得了
诸多光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无公害蔬菜
生产基地示范县；肉牛产业化集群
是全省重点培育的农业产业化集
群试点；纺织产业是全省重点扶持
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利用外资工
作连续两年位居南阳市第一，被评
为 2012年度全省对外开放先进县。

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正是

因为产业集聚区的平台和支撑作
用，促进了主导产业规模壮大，集群
发展效应显现。纺织产业在困境中
逆势而上，装备水平大幅度提高，规
模企业快速成长，产业链条进一步
完善。目前，全县规模以上纺织企
业发展到 95 家，纺织纱锭达到 160
万锭，织机 3000 台，产业规模居全
省首位。光电产业形成了上下游配
套的 LED 产业链。食品产业集群
发展态势强劲，肉牛产业化集群步
入了“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
益”的发展轨道。

产城互动、融合发展。产业集
聚区与县城建设相互依托，相互促
进。新野依托产业集聚区纺织服装
产业园，加快了县城西城区建设；依
托光电电子产业园，催生了县城东
北新区建设，加快了老城区功能配
套完善步伐。2012 年新野建成区
面积达到 33.6平方公里，比 2009年
增加 14.6 平方公里，其中产业集聚
区新增 8 平方公里，占县城新增建
成区面积的 55%，产业集聚区已成

为县城建设的主要推动力。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业集聚

区的配套需求，进一步加快了新野
的基础设施建设。2009 年以来，新
野增建了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
自来水厂和供电等基础设施。加快
了集聚区物流、学校、医院、保障性
住房建设，规划建设了商务中心区
和特色商业街区。新修改建道路62
公里，建成对外连接道路48公里。

金浩说，正是得益于产业集聚
区战略，新野的企业布局、要素保障
由散到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大幅
提高，投资强度由 2009 年的 50 万
元/亩上升到目前的 320 万元/亩。
园区企业吸纳农民就业，企业职工
通过保障房落户县城成为市民；同
时吸引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几年
来1万多名在外创业成功人士返乡
再创业，带回资金20多亿元，短短4
年间，带动新野光电产业从无到有，
集群发展，新野的发展也由曾经的
城乡二元分割，转型为今天的产城
融合发展。

四特点成就新野集聚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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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野产业集聚区

纺织光电两大特色主导转型之路

4月的新野，草木绽绿，生机盎然。

驱车从东北方向进入县城，建设中的高楼不时从车窗外闪过，繁荣发展

的火热气息扑面而来。

建于西汉初年的新野，位于我省西南部，与湖北襄阳毗邻，人口82万，

耕地107万亩。多年来以平原农业县自居，工业基础薄弱。

2009年，“产业集聚发展”的春风吹拂新野，以农为生的新野，掀开了以

产业集聚为主导，经济转型、产城融合发展的大幕。4年来，新野的县域经

济持续健康增长，经济转型升级步伐加速。

2012年，新野产业集聚区对全县GDP的贡献率达55.3%，对固定资产

投资的贡献率达78.5%，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009年以来，该

县财政收入年均增速高于GDP增速10个百分点。

东西两区构架
新野产业蓝图

2009年以来，新野把产业集聚区作为牵动全局的
主要抓手，围绕纺织、光电特色产业，规划建设了总面
积 15.6平方公里的新野县产业集聚区，形成以白河为
轴线，以县城为依托，西有纺织服装产业园、东有光电
电子产业园的“一区两园”发展格局。

汽车驶入中兴路，进入新野县产业集聚区东区。
以光电产业为主导的东区，依托上市企业国星光

电公司为龙头，引进培育壮大了国星光电、鼎泰电子
等13家光电企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LED产业链。

中兴路是产业集聚区东区的主干道，道路两侧分
布的主要是光电产业的相关项目。道路左侧，依次排
列着神力聚能电子公司、明远电子公司、凌峰电子公
司、鼎泰电子公司、新新光电公司、国星光电公司、立
新电子公司等项目。

鼎泰电子公司是光电产业的装备生产企业，专业
研发、生产 PCB 微钻针及电路板辅助材料，产能在国
际同行业排名前五，国内排名第二，是富士康、联想等
企业的合作伙伴。鼎泰电子也是一家返乡创业企
业。公司董事长王馨 2009 年从东莞返乡创办了新野
鼎泰电子精工科技公司，是新野“返乡创业”工程的代
表企业。该企业拥有13项专利，其中微钻针生产专利
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去年投资 3 亿多元，实施了二
期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产微钻针超亿支，产能居全国
同行业首位。

从东区驱车沿大桥路一直向西，进入新野产业集
聚区西区。以纺织服装为主导产业的西区，规划面
积 12 平方公里，目前已入驻企业 52 家，其中纺织企
业 41 家。这里以上市企业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为龙头，形成了“棉花收购—原棉加工—仓储贸
易—纺纱—织造—面料—服装”的完整产业链，集群
效应明显。

诚德贸发公司和新纺公司汉凤产业园项目就位
于该区域。前者是新野纺织企业发展的原料供应基
地和融资平台，集棉花收购、加工、贸易、仓储、物流于
一体，拥有1个棉业储备交易中心、4个棉花加工厂，其
中棉业储备交易中心是全国十佳先进交割仓库。去
年公司实施了二期扩建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新建 8
栋标准化棉花储备仓库及相关设施，目前 4 栋仓库已
建成并投入使用。二期项目建成后，公司棉花库容达
到 15万吨以上，年流转量在 50万吨以上，将成为全国
最大的棉花交割仓库和区域性棉花价格形成中心。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新野纺织产业的
龙头企业，也是我省纺织行业的第一家上市企业，公
司现有纱锭 90万锭，织机 1600台，年产高档织物用纱
12万吨，服装面料1.5亿米。公司连续6年进入全国棉
纺织行业竞争力前 20 强，被评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
点龙头企业”。

2012 年，新野为加快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支持
新纺公司实施“退城入园”发展规划，投资50亿元建设
汉凤产业园，实现“双百”目标：公司纱锭规模达到100
万锭，销售收入达到100亿元以上，成为具有国际竞争
优势的特大型纺织企业集团。

记者日前在汉凤产业园看到，恢宏大气的厂区就
像一个社区，主体建筑已经基本完工，其他配套工作
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正在建设中的汉凤产业园
占地 2000亩，建设内容包括 14万锭特种纱项目，高档
针织（染整）服装项目，432 台无梭织机、372 台喷气织
机、10台进口气流纺、10万锭混纺纱、10万锭紧密纺项
目等。其中14万锭特种纱项目的5万平方米主体车间
已完工。该厂一位负责人介绍，预计今年6月将投产，
年可实现营业收入9亿元，税利8200万元。

新野县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为我们的西区行程
做了总结：我们在纺织产业集聚区一路走来，沿途经
过36家棉纺织企业，其中除华星公司、鹏升公司外，五
环、亚星等4家是原棉加工企业，丰浩、万豪、人和等14
家是纺纱企业，彬贝、华盛、德山等7家是捻线企业，德
豪、锦塘等3家是整经浆纱企业，华祥、金葫芦等4家是
织布企业，新浙服饰、泰安纺织等 4 家是服装加工企
业，生产环节涵盖了“原棉加工、仓储物流、纺纱、织
造、面料、服装”，新野纺织产业不仅有群体规模，而且
形成了集群发展、全链条经营的格局。

“精挑项目，‘选’商引资”，正是这
种高标准的选资要求，使新野在短短几
年间凤凰涅槃，在昔日沉寂的土地上巍
然崛起一座工业新城。

是要短时 GDP 增长，还是长久的
综合效益？经过实践和反复论证，新
野坚定了发展的思路和决心：要实现
科学健康发展，必须摒弃传统的“饥不
择食”、“剜到篮子里就是菜”的招商方
法，把引资重点放在“选商”上，一方
面，提高项目入驻门槛，另一方面，强
化内功，打造品质服务，进而确保商不
仅能引进来，而且还要留得住、养得活。

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一字之
差，却反映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这
不仅是一个从被动到掌握主动的转变
过程，也是资源优化、综合效益提升的
过程，更是地方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进入“品牌招商”之路的必然现象。

纵观新野产业集聚区的招商引资
思路，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两个凡是”：
凡是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有利于

“三化”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就要咬
定青山不放松，下大力气引进；凡是产
业滞后、高耗能、不环保且效益低下的
项目，不论其投资规模多大，都要拒之
门外。

拒绝不等于故步自封，更多时候，
是为了向前大跨一步蓄积体力、营造空
间。“提着篮子去选菜”，“百里平川”新
野就是这么从容与自信。

精挑项目择商引资
强化内功优质服务

中国产业集聚区网首席顾问 杨建国

新野鼎泰电子公司生产车间

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新野工业园区

信联广场

汉城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