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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与书记县（区）长

融入西安都市圈
建设关中高质量发展先行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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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思想
围绕十项重点任务发力

主持人 ：描绘新蓝图，奋进新征
程。省市党代会相继召开，提出了新
目标新要求，请问眉县在贯彻落实省
市党代会精神方面有哪些做法？

刘志生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和市

第十三次党代会，催人奋进，对县域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具体要

求，明晰了发展路径，提振了基层大

抓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学是基础，做

是关键。我们一方面用党代会精神统

一思想，组织举办“眉坞大讲堂”，扎

实开展宣传宣讲，教育引导全县党员

干部深学细悟，吃透省市党代会《报

告》，深刻把握内涵，奋力追赶超越；

另一方面用党代会精神统一行动，结

合稳经济大盘，聚焦“疫情要防住、经

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这一要求，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切

实把省市党代会精神转化为谋划发

展的思路、创新发展的办法、推动发

展的能力，用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检

验我们的学习成效，确保省市各项安

排部署落到实处。

围绕市党代会提出的“十项重点

任务”，县上紧贴县情实际，立足产业

基础和资源禀赋，制定印发了《眉县

贯彻落实宝鸡市“十项重点任务”工

作方案》。经过探索实践，总结形成了

猕猴桃产业发展的“四大途径”、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眉县模式等一系列切

合县情、富有特色的亮点经验，有力

地保障了“十项重点任务”的深入推

进落实。

立足实际
推动文旅商体融合发展

主持人 ：眉县是旅游大县，秦岭
主峰太白山景色迷人，北宋大儒张载
的“横渠四句”广为传颂，请结合党代
会精神，谈谈眉县如何实现文旅商体
融合发展？

张小平 ：眉县有两座“高峰”，一

座是太白山自然高峰，另一座是张载

关学思想高峰。近年来，我们充分发

挥资源禀赋，突出项目带动、产业融

合、环境优化、品牌打造，全域旅游的

格局基本形成。

作为旅游大县，县上在贯彻落实

省市党代会精神中，按照“把人文景

观和自然山水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

优势”的工作要求，以打造“国际一流

文旅康养示范区”和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目标，大力实施“旅游+”战

略，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努力实现文

旅搭台、经济唱戏的发展格局。一是

打响太白山旅游品牌，发挥太白山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综合带动效应和“中

国温泉之乡”品牌效应，组织太白山

申报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

同时，创新开发中医养生、温泉康养、

休闲娱乐等复合型旅游产业，促进

“温泉+康养+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着力打造轻度假、慢养生的品牌旅游

目的地。二是促进乡村旅游提品质，

按照“一村一景”“一村一品”的发展

模式，深入挖掘乡村资源，包装民俗

技艺、农耕遗产、文化创意等特色田

园项目，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知名度，

提升品牌吸引力。三是培育研学旅游

新特色，深入开发张载关学文创产

品，挖掘扶眉战役红色文化，发挥实

践研学教育基地作用，聚力打造特色

研学基地，做强做优研学旅行品牌。

四是打造全域旅游新格局，深挖县域

特色旅游资源，串联龙源湿地、平阳

湖等景观节点，举办体育旅游赛事，

设计精品线路，丰富旅游业态，提升

服务质量，建设特色消费商圈，加速

构建“全域旅游、全季旅游”新模式。

狠抓项目
打造乡村振兴眉县样板

主持人 ：近年来，眉县县域经济
相对活跃，带动了全县乡村振兴的发
展，请谈谈县上在抓县域经济促乡村
振兴方面有哪些具体措施？

刘志生 ：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在

县域、潜力在县域、优势在县域。只

有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才能以县域

经济的新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县上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一是用项目筑牢县域经济根基，

坚持“项目为王”思路不动摇，谋划

实施年度投资 148.5 亿元的 293 个

重点项目建设，年产 100 万件汽车

零部件及新型激光技术与研发实

验基地、高支密棉料生产线等产业

化项目，以及眉县大剧院、体育馆、

白起公园等重点民生工程快速推

进。到目前，累计完成投资 75.11 亿

元，已开工重点项目 258 个，开工

率达 88%，为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基础 ；二是用招商激发县域经济

活力，截至目前，全县共引进高端工

装面料生产线、金属管材生产线等

招商引资项目 49 个，实现到位资金

81.17 亿元，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充沛动能 ；三是用政策保障县域经

济发展，近期县上整合各方资源，研

究制定出台了《眉县稳经济 22 条措

施》，县财政列支 1000 万元专项资

金，用真金白银支持企业发展、激发

消费活力、保障群众就业、促进经济

增长、带动乡村振兴，为高质量发展

强化了政策支撑。

下一步，县上将以贯彻落实省市

党代会精神为新契机，积极探索科学

路径，研究制定管用措施，着重在做

大做强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发展特

色优势产业、培养乡村振兴带头人等

方面寻求更大突破，努力打造关中地

区乡村振兴的眉县样板。

主持人 ：眉县是中国猕猴桃之
乡，近年来纺织工业又异军突起，请
谈谈县上在发展猕猴桃产业、纺织工
业方面的措施和打算。

眉县陇海铁路货运业务重启

产品发运不再舍近求远

本报讯 6 月 24 日 14 时许，农

夫山泉陕西太白山饮料有限公司的

重型卡车车队，缓缓驶入陇海铁路眉

县东站货运站台。用不了多久，230

余吨农夫山泉瓶装水，将从这里直发

西藏拉萨。站台上，眉县交通运输局

运营股干事严兵洲告诉记者：“就在

上个月，要把这些水装上列车，还要

到宝鸡东站才行。”

为何眉县企业生产的产品要

“舍近求远”装车？原因很简单，陇海

铁路眉县东站货运业务，已经停办

16年之久。所有眉县产品，都需要运

到宝鸡东站、蔡家坡火车站、杨陵火

车站等地，才能实现铁路运输。这种

现状，一度绊住了眉县发展的脚步。

眉县作为中国猕猴桃之乡、中国第一

砖机城，近年来经济发展越来越趋向

于外向型。以2021年为例，全县猕猴

桃产量近 50万吨，电子商务交易额

超 37亿元，外贸进出口额达 4.3 亿

元，然而，却没有任何一种商品能够

以铁路货运的形式从眉县发出。

针对这一短板，眉县从2020年

11月开始，多次赴省市铁路部门对接

货运“重启”有关事宜。2021年 3月，

该项目正式动工建设，经过一年多的

施工，克服了工期紧、任务重、施工难

度大、土地房屋权属关系复杂等多重

困难，终于在今年6月1日正式投运。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运 20多

天来，包括钢板材、纺织品、砖机、饮

料等多种“眉县

造”和“眉县产”，

已通过眉县东站

的铁路运输系统，

直达全国各地。 

本报记者 孙海涛

常兴纺织工业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实现一镇纺织供全球

本报讯 眉县 56 户纺织企业形

成的纺纱、织布、印染、服装加工全

产业链中，智能化、科技化的特点正

日渐突出。6 月 24 日，记者在眉县

常兴纺织工业园帛宇纺织公司看

到，这里新上马的 12 万锭环锭纺纱

智能生产线，正在以“加减法”的形

式，蹚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在眉县帛宇纺织公司12万锭环

锭纺纱智能生产线上，大量雪白的棉

花在生产线上经过并条、精梳、粗纱、

细纱、自络等多个环节后，变成一锭

锭高质量的棉纱。“这条生产线，最大

的特点就是智能化，国内同样规格的

生产线，较这条生产线差距不小。”该

企业生产经理王安发告诉记者，从用

工人数来说，这条生产线上用工不过

240人，而同规格生产线用工量至少

需要 420人，更重要的是，这条生产

线的产能优势很明显，日产能达 40

吨棉纱，而国内同等规格的生产线，

日产能最多达到22吨。

这“一减一加”之间，不但让帛

宇纺织公司产值稳步提升，同时，该

企业作为常兴纺织工业园内的纺纱

龙头供应企业，其提质增产对整个

纺织工业园内其他织布、印染、服装

加工等众多企业，同样起到了巨大

的促进作用。目前该工业园内生产

的各类纺织产品，已销往美国、法

国、德国、印度、

孟加拉国等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

真正实现了“一

镇纺织供全球”。

本报记者 孙海涛

本报讯 眉县城南 310 国道北

侧区域，长久以来一直是老旧、破

败、小店铺区域，被当地居民戏称

为“老破小”区域。然而，随着南城

公园项目建设，如今这一区域四季

常绿、三季有花，已经彻底旧貌换

新颜，成为“百般红紫斗芳菲”的

精品公园。

在南城公园项目现场记者看

到，该公园大片的绿地郁郁葱葱，

或翠竹斑驳、或怪石嶙峋、或鲜花

盛开，不少市民正在公园里散步小

憩。据了解，该公园东起盛和路、

西至姜眉路，东西全长 3080 米、宽

60 米，占地 18.5 公顷。在栽植国

槐、栾树、银杏等乔木的同时，还

广泛栽植玫瑰、月季、红叶石楠、

绣线菊等灌木 1600 平方米，并播

种草坪 20500 平方米。

“这个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

极大地提升了县城品位。”眉县住

建局副局长于维说，仅这一个项

目，就能服务附近金桂苑、颐园、

城南小院等多个居民小区的上万

名居民。同时，一举将县城人均

公园绿地面积提升了 0.4 平方

米，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9.8

平方米。

据了解，包括南城公园在内，

今年以来眉县共安排了 50 个县城

建设项目，总投资达 87.56 亿元。

这些项目对拉大

眉县县城框架、

加大眉县县城承

载力，都有着极

大的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孙海涛

张小平 ：作为全国猕猴桃最佳优

生区和主产区，眉县猕猴桃面积 30.2

万亩，年产量 50 万吨，占全省总产量

的 1/3、全国总产量的 1/7，全县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80% 以上来源于猕猴

桃。近年来，县上建成国内首个猕猴桃

专业性试验示范站，眉县猕猴桃入选首

批中欧互认地理标志农产品。同时，又

引进千裕、百贤等深加工企业 55 户，研

发猕猴桃果汁、果酒等产品五大类 32

个，实现年综合产值 55 亿元。连续十年

举办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培育“齐峰

缘”“眉香金果”等自主品牌 12 个，“眉

县猕猴桃”品牌价值达到 128.33 亿元。

下一步，县上将围绕打响中国猕

猴桃产业第一县，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

一是提升果品品质，围绕“三品一标”

建设，深入推进猕猴桃“四改五提升”

示范园建设，持续优化品种布局，提高

果品质量 ；二是延伸产业链条，加快国

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和产销冷链集配

中心建设，抓好总投资 6.4 亿元的猕

猴桃全果利用项目，争创中国果酒之

乡，拓展全产业链发展路径 ；三是拓展

销售市场，发挥国家级猕猴桃产业园

平台作用，办好猕猴桃产业发展大会，

培育专业化营销团队，不断提升市场

占有率 ；四是打造知名品牌，深入实施

品牌强农战略，建设猕猴桃特色小镇，

开发猕猴桃文创产品，培育名优品牌，

努力把眉县猕猴桃打造成“百亿产业、

百年产业”。

在纺织工业方面，高标准规划建

成常兴纺织工业园，招引帛宇、兴洲等

56 户纺织企业落户，纺织工业年产值

74 亿元，约占全省纺织业的 1/4。今

后在这几方面下功夫 ：一是做大产业

规模，积极推行纺织产业“链长制”，扶

持培育链主企业，努力把常兴纺织工

业园打造成纺织产业集聚地；二是加

快转型升级，加强与秦创原等平台合

作，加快传统纺织向智能织造升级，积

极打造一批智能化工厂；三是推动特

色发展，积极招引行业龙头企业，努力

把常兴纺织工业园建设成为集纺织服

装、商贸流通、科技研发等于一体的现

代产业园区。

全面提升
加快融入西安都市圈步伐

主持人 ：市党代会旗帜鲜明地给
眉县提出了“融入西安都市圈，建设关
中高质量发展先行县”这一发展定位，
请谈谈这方面的打算？

刘 志 生 ：市党代会给眉县提出

“融入西安都市圈，建设关中高质量

发展先行县”这一发展定位，这与眉

县实施的“承西启东”发展战略高度

契合，体现了市委对眉县发展方向的

科学研判，饱含着对眉县工作的殷切

期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县上将严格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着力抓好

“五大提升工程”，高质量推进“五区

同建”，加快实现“五个走在关中前

列”，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具

体来讲，在一产方面，以打造“百亿产

业、百年产业”的“双百”产业为目标，

切实抓好猕猴桃产业发展“四改五提

升”、前生产后整理、数字产业化产业

数字化、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这四大途

径，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深入实施

“眉县猕猴桃”品牌提升行动，高标准

推进投资 6.4 亿元的猕猴桃精深加

工等产业化项目，强力推进国家现代

农业产业园建设，加速构建猕猴桃全

产业链。在二产方面，积极实施“创新

主体培育”工程，重点抓好年度投资

41.74 亿元的 70 个重点工业项目，全

面提升钛材、汽车零部件、纺织、食品

等优势产业标准化、规模化、高端化、

智能化水平，持续释放工业活力。在

三产方面，围绕“提品质、优产业、强

品牌”这一思路，全力抓好年度投资

25.5 亿元的 23 个重点文旅项目建

设，积极布局策划旅游活动，逐步恢

复旅游经济，努力争创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把“太

白山汤峪”真正打造成一流的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在建设关中高质量发展

先行县的同时，从产业、文旅等方面

加快融入西安都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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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与眉县县委书记（中）、县长（右）面对面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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