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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省大同县政府办 赵俊林

山西省大同县：

倾倾力打造绿色农业力打造绿色农业产业带

4000 亿元是怎样引进的
——宁夏招商工作纪实

一、大同县基本情况

大同县地处山西省北部，大同市东郊，县城距

市中心 28 公里，是一个近郊县。全县耕地面积 63

万亩。全县总人口 18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14 万

人，占总人口的 78%。

全县地形沟壑纵横、丘陵广布，丘陵区占总面

积的 70%。四季分明，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农作物主要以玉米、谷子、黍子、山药为主，特

色农产品有黄花、绿豆，已通过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黄花栽培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且品质好、营

养价值高，素有“黄花之乡”的美誉。

境内交通便利，4 条国省道和 4 条高速公路纵横

交错，京包、大秦、大准三条铁路贯穿全境，与境内的

大同机场一同构建起“铁、公、机”立体式交通网络。

全县生态植被良好，现有林地 91.7 万亩，森林

覆盖率 28.6%，林木绿化率达到 40.8%。境内有全

省第二大水库——册田水库。

大同县旅游资源丰富，大同火山群是东亚大

陆 稀 有 的 自 然 遗 迹，已 成 功 申 报 国 家 级 地 质 公

园。昊天寺、杜庄土林、乌龙峡、桑干湖、吕家大

院、南山睡佛、采凉积雪、“白登之战”遗址、慈禧西

行驻地等极具旅游开发价值。

二、目标明确、准确定位、成绩斐然

近年来，大同县委、县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以“建设现代城郊型新大同县”为目标，积极贯彻

落实大同市委、市政府“转型发展、绿色崛起”的战略

部署，从本地的位置、资源、交通、地质、气候及农业

发展等实际情况出发，发挥自身优势，科学规划，周

密安排，准确定位，全力打造现代绿色农业产业。

目前，初步已将大同县建设成大同市和京津

地区的绿色“菜篮子”和优质“果园子”，绿豆、黄花

等特色农产品供应地的“粮仓子”，休闲、旅游和避

暑的“后园子”。以畜牧、黄花、小杂粮、规模果蔬

为突破口，着力打造了特色农业、设施农业、观光

农业、规模养殖四大产业。政府不断出台优惠政

策，扩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农业产业化进程不断加

快。特色种养、规模经营、产业生产已见成效，农

业发展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同时，根据市场需求，按照突出资源优势、规

模优势和比较优势的原则，优先发展了“六大绿色

产业”。

（1）黄花产业。黄花是大同县主要的特色农

产品，种植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素有“黄花之乡”

的美誉。黄花种植主要分布在该县的倍加造、西

坪、许堡、杜庄四个乡镇，通过一系列的政府政策

扶 持，黄 花 的 种 植 面 积 得 到 进 一 步 扩 展 。 截 至

2011 年年底，全县黄花种植面积达 5 万亩，生产的

“昊天牌大同黄花”产品已经过山西省和国家农业

部的无公害产品认证，远销全国 20 多个大中城市，

9 个国家和地区。

（2）杂粮产业。2011 年大同县全县绿豆种植

面积达 4.8 万亩，成为当地农民增收的渠道之一。

大同县外贸公司申请注册的“大同小明绿豆”已通

过国家农业部地理标志认证。全县通过省级无公

害产品认证的杂粮品种达十余种，产地认证 7 个，

产地面积达 50 多万亩。全县 66 个村被列入山西

省“ 一 村 一 品 ”专 业 村 ，占 全 县 行 政 村 总 数 的

37.7%。

（3）蔬菜产业。2011 年，全县新建日光温室

949 栋，设施蔬菜生产面积达到 3649 亩，露地蔬菜

种植面积达 5.2 万亩，涌现出了一批建设起点高，

发展速度快，管理水平高、市场竞争力强的设施农

业典型。通过省级无公害认证的蔬菜品种有尖

椒、青椒、甘蓝、胡萝卜、大葱等 10 多种。2010 年，

大同浩源生态园生产的蔬菜获有机农产品认证。

（4）畜 牧 养 殖 产 业 。 大同县 2011 年 猪、牛、

羊、家禽的存栏率分别比上年增长 14.2%、0.5%、

6.8% 和 17.3% ，出 栏 率 分 别 比 上 年 增 长 18.7% 、

10.4%、7.1%、17.2%，肉、奶、蛋产量分别比上年增

长 22.5%、18.7%、24.6%。肉、蛋、奶产量分别达到

2.17 万吨、0.94 万吨和 1.03 万吨。生猪经济、肉牛

经济、肉羊经济、蛋鸡经济从规模、产量、质量等

各方面得到长足发展。

（5）林果产业。大同县地处黄土高原北端，光

热充足，昼夜温差大，是栽植杏、葡萄、李子等果树

的最适宜生态区。截至 2011 年，全县干鲜果面积

4.94 万亩，杏树面积达 4.55 万亩。其中，该县聚乐

乡鲜果面积达 1.75 万亩，所生产的哈密杏、华县大

接杏、“采凉山”牌杏脯在大同市周边地区有很高

的知名度，深受城乡广大消费者的欢迎。预计到

2015 年全县杏果面积将达到 17 万亩，将成为带动

农民增收的新产业之一。

（6）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产业。位于县城东

部的册田水库（桑干湖）已被纳入云冈恒山国际旅

游节的旅游开发景点之一。2009 年，县境内的大

同火山群被国土部批准为国家级地震公园。目

前，全县涌现出了吉家庄乡天宝生态庄园、许堡乡

乌龙峡、党留庄乡泰和春、浩源绿色生态园等一批

各具特色的旅游观光农业，为全县的旅游观光农

业发展起到了示范引路的作用。黄花旅游观光农

业示范区、火山地质公园旅游观光农业示范园、李

王涧温泉休闲观光农业示范区、大同睡佛观光农

业示范区等项目正在建设中。庄园经济和观光休

闲农业正在成为大同县新的经济增长亮点。

“藏在深山人未识，寻得宝典

成乐章”。这是所有到过辽宁省

丹东凤城市宝山汤池温泉大石湖

景区的人的共同感受。为了一探

宝山温泉石湖景区的秀美之姿，

记者于近日来到了凤城市宝山

镇，并在当地进行了观光、走访。

南汤温泉出水芙蓉

素有“南汤”美誉的凤城宝山

汤 池 温 泉 有 近 百 余 年 历 史 。

2001 年经专业地质钻探确认水温

46℃，日出水量 500 多吨，水中富

含硫化、硅酸氢钠等多种对人体

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具有

舒筋活络、祛风散寒、调节神经、

改善功能、消炎止痛、解除疲劳的

医疗保健效用，因此温泉水被当

地群众和外来游客视为神水，每

天都有百余人在这里洗浴疗养。

据当地人介绍，本村村民因

为 长 期 生 活 在 这 里 ，经 常 泡 温

泉，所以患各种疾病的人均比外

村少，尤其是妇女常见的妇科病

发病率更是在 5%以下，而最为显

效的则是对心血管、神经炎、神

经痛、关节炎等神经系统和运动

系统的疾病的治疗，据了解，如

果经常在此洗浴，此类疾病治愈

率高达 90%以上。

玉带石湖美不胜收

从温泉出发，沿着蜿蜒幽深

的峡谷，迎着时宽时窄，时缓时

急，宛如玉带盘石的溪流，一路

七色锦绣，或诗或画，珠洒翠麟

的巨石，与泉竞秀的植被，热恋

千蕊的彩蝶，尽显流芳的涧草，

让人目不暇接。约行五公里后，

即见险峻处有一条 20 多米落差

的 瀑 布 ，数 余 丈 的 瀑 布 顺 岩 倾

泻，穹顶玉液，积成深潭，倒映青

山绿树的清澈潭水，璀璨斑斓，

不时被淡如水羽、薄似冰翼的瀑

布一次又一次打碎：圆了，碎了，

碎了，圆了……这就是大石湖。

石湖再往上行，是被当地人

所 称 的“ 二 瀑”。“ 二 瀑”造 型 奇

特，让游者倍感新奇，然而更叫

绝 的 是 ，历 经 千 万 年 的 水 滴 石

穿 ，在 谷 底 岩 石 上 形 成 数 个 凹

陷，其中有七个酷似浴盆，大的

数平米见方，深丈余；小的仅容

一人躺卧，另有宛如“石锅”、“石

碗”、“石瓢”、“石勺”一应俱全。

石湖景区主峰，名曰高冠山，系

长白山余脉。因山势险峻，与凤

凰山交相辉映，被游客誉为凤城

地区的“小凤凰山”。举目远眺，

参天万木绿，涛白雪山来，静者

心源，油然而生。

历史遗迹耐人寻味

从温泉到石湖，处处演绎着

美丽的传说。“温泉”、“石湖”玉

露琼浆，泌人心脾，有七仙女下

凡“石湖沐浴”之说；瀑布“山高

水长”、“涧水飞涛”，连绵不断，

美如仙境；“石锅”、“石碗”等摩

崖石刻，功力非凡，有“圣源”之

称。更有文艺摄影爱好者，弹奏

浑厚深沉、清澈流畅的《高山流

水》乐曲，创作《玉带盘石》、《珠

洒翠麟》、《与泉竞秀》、《蝶恋千

蕊》、《涧草流芳》、《五色锦文》、

《静者心源》、《穹顶玉液》八大乐

章，与人共享藏在深山人未识的

宝山温泉石湖之美。

一直以来，宝山温泉石湖以

其天然、淳朴之美，始终吸引着

大批游客流连忘返，尤其是近年

来随着人们对高品质文化需求

的不断提高，来此洗浴、游览的

游人更是络绎不绝。面对新的

机遇，宝山镇党委、政府也加紧

了对温泉石湖景区资源的开发

建设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吸 引 了 众 多 开 发 商 考 察 论 证 。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里会成为

集温泉洗浴、疗养、旅游、观光、

度 假 为 一 体 的 生 态 农 业 度 假

村。 （刘海宏）

辽宁省宝山温泉石湖侧记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 2004 年以来，多层次

开展内引外联，招商引资，截止今年 4 月底，到

位资金累计达到 4064.56亿元，其中 2011年到

位资金 1100 亿元，已引进 38 家中国 500 强、14

家世界500强企业落户宁夏，投资发展。

这一串串的数字，印证着宁夏招商人一

步步坚实的足迹，凝聚着宁夏招商人一滴滴

心血和汗水。

小省份合纵联横推进大招商

自治区招商局自 2004 年成立后，掀起大

招商、招大商的招商引资热潮，努力改变宁夏

过去依靠中央财政投资的单一局面，形成“抓

招商就是抓发展，抓发展必须抓招商”的共

识，使全区招商引资工作步入了新阶段。

把“五优一新”产业项目引进做为招商

引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经济发展不动

摇。“十一五”期间，自治区党委、政府根据宁

夏区域具体情况和资源优势，通过统一规划

和资源集成，提出宁夏经济发展的长期战

略。一是突出“资源”特色。大力发展本地

有资源、有市场的能源化工产业、羊绒、枸

杞、乳制品、马铃薯加工等产业集群。二是

突出“环境”特色。大力发展与宁夏环境要

求相适应的新材料、机械装备制造等高技术

产业集群。三是突出“人文”特色。大力发

展清真牛羊肉、清真食品及穆斯林用品、文

化旅游等人文特色明显的产业集群。

配合“五优一新”, 宁夏不断完善和创新

招商引资工作的策略与模式，合纵联横，先

后探索并大力推行“招商引资年活动”以及

高层次加多层次、“7+ 3”和“10+3”等策略

和方式。把大型招商活动与产业化招商、小

分队招商、中介招商、以商招商、网络招商等

方式结合起来，多批次高密度大规模地举办

了经贸推介会, 开展招商招展活动。并将招

商引资工作列入到对市县（区）的考核，将

招商任务层层下达，责任层层传递。

“十一五”末，全区“五优一新”产业比重不

断上升，成为新的支柱产业，工业结构出现了新

的格局。以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了煤电铝、煤

炭炼焦化工、电石PVC等一系列产业集群。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2011 年提出“10+

3”招商战略，创造了 1100 亿的历史最高纪

录。2012 年进一步提升“10+3”经贸推介影

响力，精心选择举办地，将“10+3”招商活动

与区外各省举办的投资洽谈会有机结合，围

绕黄河善谷、宁东基地、特色园区，面向东部、

沿海发达地区和国内外优强投资者实施招商

活动。利用“宁洽会暨中阿经贸论坛”、“房车

节”、“园艺博览会”、“文博会”等平台开展会

展招商活动，打造吸引投资洼地效应。

内陆省份搭建中阿经贸合作之桥

全球化日益深入，内陆小省份宁夏积极

谋求发展外向型经济，将西部大开发新十年

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相结合，努力实现“十

二五”期间宁夏在 GDP、固定资产投资、财

政收入、城乡居民收入等几大指标上于“十

一五”基础上翻一番的目标。与阿拉伯国家

和地区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环节。

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的穆斯林省”的宁

夏，以博大的胸襟向西看，呼应阿拉伯世界

向东看的目光。从 2010 年开始，中阿经贸

论坛永久会址落户宁夏，为中阿双方架起了

经贸往来的新桥梁。

2010 年首届中阿经贸论坛，为宁夏带来

高达 890 亿元的项目投资签约。

2011 年第二届中阿经贸论坛，签约项目

共计 164 个，签约投资额达 2086.52 亿元；其

中 10 亿元以上项目共 60 个，50 亿元项目 9

个。仅银川市政府就签约项目 36 个，项目

资金额 516.645 亿元。来自美国、吉尔吉斯

斯坦、沙特阿拉伯、伊朗、埃及、约旦等国内

外的客商对银川市阅海 CBD 项目、国际穆

斯林商品城、奶制品产业、清真牛羊肉、设施

园艺、商贸物流产业等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和极大的投资意向。

2012 宁洽会暨第三届中阿论坛将在今

年 9 月 13 日 至 17 日 举 办 ，本 届 盛 会 将 由

2012 中国（宁夏）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第三

届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论坛和中国—阿拉

伯国家文化艺术节三大板块构成。在积极

向阿拉伯世界推介宁夏的同时，宁夏还将为

其他兄弟省市区积极搭建合作交流、投资洽

谈的平台，积极发挥连接中阿的桥梁作用。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0 年阿拉伯国家在

华累计投资额达 25.8 亿美元；2011 年中阿贸

易额超 1900 亿 美元。作为中阿之间商流、

资本流、信息流、人流的集聚中枢，宁夏对促

进中阿经济合作功不可没。

以黄河的名义招善引资

黄河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带给宁夏

“塞上江南”的美誉。而宁夏全区共有 100 万

困难群众和 42 万残疾人需要救助帮扶。如何

让企业家、慈善家与贫困群众互利共赢，把宁

夏打造成政策洼地、道德高地和投资兴业的

宝地，已摆上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

招善引资随之而成为招商工作新的目标。

2010 年，宁夏在全国率先提出社会慈善

企业这一概念。

2011 年 2 月，宁夏做出打造“黄河善谷”

战略部署：建设“一部四园七城”。一部，即

在首府银川建设宁夏慈善大厦，成为宁夏慈

善头脑中心、信息研究中心和公益组织孵化

基地。四园，即在吴忠市创建吴忠社会企业

创业园；在红寺堡区创建红寺堡福利企业创

业园；在平罗县陶乐镇创建天河湾老年产业

园；在固原市创建六盘山生态产业园，成为

聚集和承载慈善产业的核心区。七城，即沿

黄河的石嘴山、银川、吴忠、青铜峡、灵武、中

卫以及作为“黄河金岸”延伸带的固原 7 个

城市争创中国慈善城市，形成“善谷”全民

慈善的基础环境。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政

策，促进招善引资工作的开展。

“黄河善谷”战略构想实施之后，立即引

起了全国的关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认为，“黄河善谷”的提出

具有超凡想象力，弥补了中国慈善事业的一

个空白。2011 年 4 月 17 日，“中国首善”陈光

标 带 领 60 多 名 爱 心 企 业 家 走 进“ 黄 河 善

谷”；同年 12 月 1 日，又有 100 多名企业家对

“黄河善谷”进行了实地考察，24 位企业家

签订了投资意向。

2012年，宁夏进一步提出：建设 6大园区，

实施8项工程，加大打造“黄河善谷”的力度。

截至目前，宁夏已建设了吴忠市立德、

弘德、同德，固原市圆德、吉德，中卫市厚德

六大慈善产业园，慈善产业园区总面积达到

139.3 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达到

40 亿元。各园区入园投资的企业 140 余家，

已签约的项目 143 个，包括乳制品、清真食

品加工、新能源、无人飞机生产等项目，项目

投资总额 254.5 亿元。预计到 2020 年，宁夏

慈善企业将解决 5 万名有就业能力的残疾

人和生态移民困难群众就业。

2012 年 5 月 23 日下午，宁夏吴忠市与江

苏企业签订了 13 个产业合作项目，互动共

建“黄河善谷”。

汗水洒在东部的热土上

东部沿海地区——中国经济的热土，始

终是宁夏招商工作的重心。2010 年，以世博

会为契机，在上海市举办了“宁夏·长三角（上

海）经贸合作推介会”，进一步加强宁夏与上

海及长三角地区的交流与合作。推介会共签

约 10 个项目，投资总额为 150.95 亿元。

2012 年 4 月 24 日至 27 日，自治区党委、

政府组成以张毅书记为团长的宁夏党政代

表团赴江苏、浙江两省考察和学习，分别在

江苏省南京市和浙江省杭州市举办了两场

经贸合作推介会暨项目签约仪式，共签订投

资合作项目 95 个，总投资 936.61 亿元。同

时组织举办了“中国（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文化长廊南京推介会”、“宁夏轻纺工业承

接产业转移推介会”、“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资

源与产业合作洽谈会”等六场专场推介会。

其中，自治区旅游局举办的“塞上江南·神奇

宁夏”旅游专场推介会上，宁夏旅游企业分

别与江浙两省旅游企业签订了 17 个联盟合

作协议。

烟花三月，江南似锦，宁夏招商人却无

暇纵情山水。在参加经贸合作推介会的同

时，各相关厅局、市县（区）组织小分队主动

出击，深入挖掘江浙人脉资源，积极联系对

接洽谈项目，为今后江浙项目的引进和落地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办好这次江浙经贸合作推介活动，自

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精心筹划，各相关

厅 局 和 各 市 县（区）及 宁 东 管 委 会 通 力 协

作。五市及宁东管委会的主要领导根据任

务要求，带队外出积极洽谈、广泛对接、争取

项目。在活动筹备前期以及活动举办期间，

自治区招商局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组，每

位工作人员无不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

工作精神投入其中，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对

活动中的突发问题主动补台，协调解决，表

现出了极大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体现了勇于

创新、敢于克难、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招商

精神。

正是这种精神，一以贯之，不断打开宁

夏招商工作新局面，为宁夏经济与社会发展

引进了 4000 亿元宝贵的投资！

■ 苏立强 马 敏 崔 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