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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消费，“百强县”消费需求

旺盛，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2%。

这三点，对宝鸡县域经济发

展有着丰富的启迪意义。而《措

施》的推进过程，也正在这三个领

域迸射出巨大的正能量。

宝鸡的县域经济之力

很明显，宝鸡这座城市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是最大

的难点，也是最具活力的潜力点，

更是实现全市经济“脱胎换骨”的

主战场。

发展的思路、规划、格局含金

量足不足？干部的眼界、境界、能

力强不强？落实的速度、力度、温

度够不够？……这一系列问题，

直接决定着宝鸡县域经济发展

“答卷”的分值高低。

在有关研究人士看来，宝鸡

必须在项目带动力、环境保障力、

人才聚集力、机制推动力等方面

进行发力，实现资本、技术、人才

等要素聚集，广泛参与到国内、国

际经济循环中去，才能真正在“追

赶超越”中汇聚起县域经济发展

的磅礴力量。

项目带动力，锁定一个“强”字。

放眼全市，2021年8个县中，

涉及工业、农业、服务业等上千个

重点项目先后开工，直指当地发

展的薄弱环节，正在对项目的“上

下游”“左右岸”产生巨大的带动

作用。

眉县帛宇特种纱线面料生产

线项目就是这样一个“带动力”极

强的项目。这个项目位于眉县常

兴纺织工业园中。在这个面积不

过 5.1平方公里的园区中，各种

纺织产品连接起来，足以绕地球

上百圈，然而却一直缺少“龙头”。

帛宇特种纱线面料生产线

项目的出现，无疑挺起了当地的

“龙头”。该项目全面投产后，将实

现年产纱线 2万吨、织布 1.8亿

米，继而让下游印染、服装加工等

企业获得充足和高质量的供货

渠道。换而言之，常兴纺织工业园

将构架起一套完整的“内循环”系

统，这对园区进一步实现节省运

力、精准采购、技术共享、质量提

升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

让各个企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加

强。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全面投

产后，将彻底改变常兴纺织工业

园在全国市场的话语权。以坯布

为例，以前园区内的坯布大多用

于工装、床上用品等低端市场，而

这个项目上马后，将打开国内国

际高端品牌用料的市场大门，其

前景和“钱景”都十分可观。

环境保障力，认准一个“暖”字。

所谓“无商不活”，对各个

县来说，“三百六十行”对服务、

扶持满不满意？五湖四海的客

商在宝鸡各县创业、兴业满不满

意？各县百姓对事中、事后市场

监管满不满意？……可以说，

“满不满意”成了这局棋的“棋

眼”，集中指向“落子”的关键之

处——营商环境。

越来越“暖”，是全市营商环

境的真实写照，让我们来看一组

数据：

截至今年 7月底，全市政务

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 93%以

上，行政许可事项划转比例达

90%，最多跑一次事项达 4637

项，办事材料精减 65%，办理时

限总体压缩 50% 以上。全市实

有各类市场主体 25.58 万户，同

比增长 14.19%；民间投资增长

12.2%；降低企业运行成本 30

亿元以上……

人才吸引力，突出一个“聚”字。

在宝鸡乡间有志向、有能力

的人不少，但由于个人选择和市

场环境等因素，以前不少人才都

流失了，大有“为他人作嫁衣裳”

之感。而如今，更多的乡土人才，

在好政策的扶持下，选择沉下心

来，在家乡做一番事业。

凤翔区城关镇马村 29岁的

小伙子杨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

到家乡扎根发展。这几年，他依

靠种植树莓鼓起了腰包，不但今

年年收入达 260万元以上，还带

动周边不少村民富裕起来。很多

人都说杨博是个人才，他却回答

说：“我就是个农民，是个‘职业

农民’。”

可别小看了农民前面的“职

业”二字，杨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前几年，杨博大学毕业后本

来准备去外地工作，但在当地政

府的帮助下，他了解到树莓的“钱

景”。随后，在农业农村部门支持

下，他学会了树莓剪枝、防虫等一

系列技术，继而放手大干起来。

像杨博这样的职业农民正在

成为宝鸡乡村一道亮丽的人才风

景线。近年来，宝鸡全面组织实施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全市已累计

培训职业农民 1.3万余名，认定

新型职业农民 1.1万余名，打造

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

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梯队，为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十化”执行力，凸显一个

“变”字。

“十化”措施在全市县域精

准对接县区、精准落地生根、精准

开花结果的过程，实际上正是全

市各个县坚持实业立市、工业强

市、质量兴市，突出政治引领、产

业引领、创新引领、品质引领、项

目引领和开放引领的过程，这一

过程，正是宝鸡县域经济“质变”

的途径。

“以明日之我，胜今日之我”，

《措施》中的“十化”内容，正精准

确立着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目标：

看特色化发展。宝鸡力争

“十四五”期间，各县区首位产业

年均产值增速高于县域平均增速

5个百分点，或首位产业产值占

县域GDP比重的50%左右；

看规模化聚集。到2025年，宝

鸡将以重点县为支撑，在全市建成

汽车及零部件、先进结构材料、优

势装备制造、食品工业等4个千亿

级产业集群，机器人及关键零部

件、生物医药与健康设备、电子信

息、奶山羊、猕猴桃、苹果等6个百

亿级产业集群，以及高山蔬菜和蜂

产业等2个十亿级产业集群。

看园区化布局。到 2025 年，

实现县域工业园区、农产品加工

园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全覆盖。建

成产值超100亿元的工业园区11

个、产值超10亿元的农产品加工

园区6个、产值超10亿元的现代

农业园区6个，每个县区至少建

设一个综合性物流园区和若干个

专业化物流园区。

看专业化经营。“十四五”期

间，我市将力争培育引进省级重点

龙头企业15户以上、省级以上示

范社60个以上，全市“十有”标准

化村集体经济组织占到70%以上。

看数字化赋能。我市将大力

发展智慧农业，加快发展智慧工

业，持续发展智慧服务业，推动

县域产业数字化水平走在全省

前列。

看集约化管理。我市将牢固

树立以“亩产论英雄”的理念，制

定《建设用地亩均产出综合考评

办法》，不断提高土地综合利用

效益。

看生态化转型。到 2025 年，

力争全市农药化肥使用量零增

长，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96%以

上，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率达到

92%以上。创建一批全国“两山”

实践创新基地和国家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县。

看品牌化建设。全市将大力

发展区域品牌，积极申报争取一

批国家、省级质量奖和国家、省级

质量提升项目，不断提升宝鸡制

造、宝鸡生产、宝鸡特产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

看城镇化带动。我市将加快

提升县城品质，抓好老旧小区改

造、特色街区建设，力争“十四五”

期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增长

1.5个百分点以上。

看精准化保障。全市将提高

新增专项债券向县域分配的比

例，积极拓展“全程网上办”和“最

多跑一次”事项，持续推动县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数据显

示，今年1至 9月，全市县域经济

驶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看农业，全市农林牧渔业增

加值达 131.4 亿元，同比增速达

6.2%，其中，县域（不含凤翔区），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到89.69亿

元，占全市比重达68%，麟游县同

比增速更是高达8.6%；

看钱袋子，全市县域（不含凤

翔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

210亿元，其中，扶风县、太白县、

陇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

速分别达到 21.4%、21.4% 和

19.7%；

看地方财政收入，全市县

域（不含凤翔区）地方财政收入

全面大幅提升，其中，千阳县、太

白县、麟游县增速位列县域前三

甲，分 别 达 到 30.1%、23.8%、

20.3%；

……

可以看出，《措施》推行后，

顶层设计的推动力体现得淋漓

尽致，全社会参与的热情不断增

强。与此同时，各县农业现代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三化”融合得更

加紧密，县域经济的生机和活力

扑面而来。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

夷险，履之者知”，推动县域经济

发展是一篇大文章，面向未来，宝

鸡正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智慧和

干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幅色彩浓烈的县域经济发展画

卷正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

工人在千阳海升苹果园里采摘苹果

麟北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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