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文明

依靠能人带动大力培育本土企业是宁津发展民营
经济的一条成功经验。

在全国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宁津却出现了少有的
投资热潮。本土企业迈宝赫、宝德龙、富士制御、良
星种业等百余家企业纷纷投巨资实施产业扩张升级，
投资额高达156亿元，达到近十年来的最高。该县自
去年下半年规划开辟的总占地万余亩的家具、健身器
材、电梯、现代农业产业园，在短短一年内进驻企业
38家。

宁津县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宝祯预测，这些项
目投产后，宁津县经济将实现一个大飞跃。

后劲巨大的宁津县经济动力来自本土企业的遍地
开花。依托能工巧匠的带动，过去的数十年，宁津县出
现了户户开厂、人人做老板的靓丽景观，形成了家具、
五金机械、现代种业等数个产值过百亿元的产业集群。

层出不穷的本土企业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
发展，富裕了一方群众，也为和谐社会的创建作出了贡
献。在宁津农村，几乎所有18至60岁的农民都能在当
地的企业工作，除了能得到不菲的收入，还能照顾好
年迈的父母和幼小的孩子，家家户户幸福欢乐。留守
儿童、夫妻分居、老无人管等社会问题几乎没有踪影。

县委书记巩洪波说，山东人恋家，但做事踏实执
着，坚韧持久，鼓励引导他们在家门口创业，企业做
起来既能留得住，企业有了钱也会舍得投入，产业步
步壮大便水到渠成。看到了这样的特点和预期，宁津
把全民创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天字号”来抓，使全县
经济有了腾飞的基础。他说，近年来，我们立足实
际，出台优惠扶持政策，设立专项扶持资金，强力推
进园区建设，积极培育创业主体，大力优化创业环
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力求实现民营经济聚沙成塔
的效应，带动县域经济跨越发展。

在过去的时间里，各地穷尽招数招商引资，许多
地方成功了，但也有许多地方留下了诸多遗憾。引导
本土能人创业、创新，企业的发展持久性会更强，做
大做强的潜力会更大。

山东人恋家，外出创业的积极性相对差，但如果
挖掘好他们的潜力，为其在家门口营造良好的创业环
境，相信勤劳智慧、踏实坚毅的山东人定会开创出一
片干事创业的新天地。

▲年产300万套家用电器——— 山东和胜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中国北方最大的富士电梯生产企业——— 山东富士制御电梯有
限公司。

▲专业制造和设计各种工业船用阀门设备企业——— 宁津美华工
业有限公司。

鼓励创业创新

着力培育大企业
□ 李文明

近年来，宁津县委、县政府制定了
培育、扶持创业企业的发展思路，营造
优良环境，各类民营企业应运而生。

说起县里对民营经济的支持，企业
老板无不竖起大拇指。过去，宁津许多
电梯生产企业大多是生产那些货物提升
机和电梯零部件，几乎没有一家主动申
请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的。县里为提升
这个产业的档次和规模，出台政策鼓励
企业申请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并规
定，谁申请了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县
财政全额负担20多万元的费用。这些支
持使这个产业迅速提升，目前全县已有
整机生产企业7家，规模以上的电梯企业
达到13家，实现了产业的华丽转身。

“全民创业是宁津的优势所在。既要
扬长，更要补短。宁津的短处在于缺少顶
天立地的企业。”宁津县委书记巩洪波说，
下一步，在持续放大民营经济规模效应的
同时，强力突破大企业培植工作，形成县
域经济发展新的制高点、增长极。

该县对特色优势突出、孵化成功率
高、企业集聚性强的创业载体进行重点
扶持。在加大原有6处创业辅导基地的基
础上，又新建扩建了6处具有滚动孵化功
能的创业辅导基地，目前已落户100多家
企业。各乡镇(街道)依托特色优势产业，
规划建设或扩建特色产业园，培育工业
特型村及特色种养殖基地。截至目前，
全县已规划建设了23处特色产业园区及
种养殖基地，吸纳进驻企业640余家，培
植起市级特色产业乡镇7个，发展生产专
业村225个，新规划建设了电梯配件产业
园等9处乡镇特色产业园。

■经济新观察

更加重视

对本土企业的培育

宁津“舍得花大本钱”

助民企做大做强
□王晓迎 李文明

“搬进工业园，一下子感觉天高地阔了。”在宁津时
集镇工业园，山东致豪汽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健
泉指着刚刚安装完各类设备的1号、3号、4号车间说。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2亿元，建成投产后可年产电动
汽车车壳和钣金零部件20万套，汽车车壳和钣金零部
件15万套，将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汽车零配件基地。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宁津众多民营企业积累了不
少家底，做大做强的意识开始提高，但经营场所拥
挤、交通等配套措施不全使得这些企业打不开离身
拳。为此，宁津县从全县工业发展专项资金中无偿划
拨1000万元作为小企业创业辅导基地建设的撬动资
金，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建设，构建完善县经济开
发区、乡镇工业园区、社区产业园“三位一体”的创
业平台。

为鼓励企业做大做强，该县组织专业机构开设了
5000万元的宁津县企业信贷过桥基金，并由金融办组
织设立重点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金。同时，还拿出
一定数额的财政资金对企业品牌建设、股份改造、节
能降耗、外出培训等进行奖励，对企业参加政府或行
业协会统一组织的国内展览会，按照展位费给予一定
比例的补贴。这些扶持政策有力推动了企业的成长，
德克家具、胜阳五金、迈宝赫、宝德龙、富士制御等
一批民营企业，迅速从乡村迁到县开发区实现了二次
创业，产品质量、企业形象、品牌知名度都跃上了新
的台阶。

宁津立足产业链招商

5个月引资123 . 9亿元
□王晓迎 李文明

近日从宁津县民营经济发展局获悉，由兰州大翔
制木股份有限公司投资2 . 5亿元兴建的秸秆代木制品
生产项目一期主体建筑即将完工。该项目全部建成
后，年可生产无甲醛专利秸秆代木制品18万方，实现
销售收入7亿元，税收近5000万元。这是宁津县实施
产业链招商的又一成果。

今年以来，宁津县紧紧围绕五金机械、实木家具
和现代农业三大优势产业，以补齐产业链条为重点，
以提高项目质量为核心，以招大引强为主攻方向，重
点瞄准首都经济圈等区域，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为大
力推进产业招商，全县共成立了26个产业招商专业
队，详细分析各产业链缺失环节，重点瞄准特色产业
集聚区，采取引上游、接下游、抓龙头、带配套的方
法，重点引进产业龙头、领军企业和重大配套补链项
目，以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特色产业优化升级。该县
从近千家央企、工商联执委企业、民营企业500强、
行业龙头企业中筛选出了209家针对性强的企业为主
攻方向，开展点对点对接。阿诺达精密机械零件、森
浩新型密度板、洲虹涂层缓释肥料、浩瑞铁路机车配
件、克明面业等23个新项目全部签约。与中石油(昆
仑)天燃气有限公司、新兴际华集团、雨润集团有限
公司等央企、名企达成了项目投资初步协议。截至5
月底，全县招商引资额达到123 . 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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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明 刘朝峰

去年3月，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
德州办公室再次获得瀛公益基金会、YBC全
国办公室的200万元创业扶持资金。2008年，
德州市中小企业局在全省率先成立创业促进
会，引入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该办
公室自成立以来，已先后招募创业导师274
名，获得YBC全国办公室扶持资金1461万元，
成功扶持创业项目311个，创造就业岗位6000
多个，各类项目总量和通过率均居全国各地
级市办公室首位。这是德州市依靠创新发展
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取得的一项可喜成就。

强化融资服务创新，拓宽企业融资渠
道。在资金为王的时代，企业贷款难，中小
企业贷款更难。德州市多策并举，创新融资
服务体系，缓解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组织开
展了市级信用企业评选活动，去年以来，共
评选出市级信用企业652家，其中157家成为省
级信用企业；开展“万家中小微企业培植工

程”，利用5年的时间，重点支持全市10000家
中小微企业融资；开展“千家中小微企业融
资服务行活动”，市中小企业局每月向金融
机构推荐100家符合产业政策、发展后劲足、
有融资需求的中小微企业，作为重点金融支
持对象。

创新企业培训服务，促进企业家素质提
升。在全市开展“解放思想提升素质，企业
家素质提升年”活动。采取梯级培训的方
式，市级重点培训规模以上和纳入千家小微
企业培育提升计划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县级
重点培训小微企业主要负责人以及初创业
者，企业重点培训员工，分层级的进行全员
培训。培训教师由国内知名高校和知名企业
资深职业经理人组成。根据企业经营者综合
素质提升的要求，在公司治理、股权激励、
商业模式等12个方面进行培训。截至目前，
全市共组织各类培训36期，培训学员6600人
次。在大力实施中小微企业培训工程的同
时，该市还同步对企业进行专项培训。分期

分批组织中小微企业负责人和高级管理人员
参加国家“银河培训工程”。开展100名企业
家、1000名中小企业负责人、10000名技术工
人“百千万培训工程”。

加快创业辅导基地建设，集中解决创业
企业用地困难。制定了《德州市加快小微企
业创业辅导基地建设的意见》，编制了创业
基地建设计划，积极推进小微企业创业辅导
基地建设。目前全市共认定市级小企业创业
辅导基地76家，其中省级10家，省级创业辅
导师6名。

创新产业集聚模式，提升企业竞争力。
去年以来，对全市36个重点培育的地方特色
产业集群，实施新一轮产业规划，完善、拉
长产业链条。同时结合全市当前正在建设的
“两区同建”，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园区，推
动产业集聚发展。

截至去年底，全市重点培植的36个地方
特色产业集群销售收入4465 . 9亿元，利税436
亿元，企业户数达到9402家、从业人员54万

人。其中，销售收入超过50亿元的集群达到
25个，超过100亿元的18个，超过200亿元的7
个。2013年获国家级认定的公共技术服务示
范平台1个，省级产业集群1个

“我们今年将在每个县(市、区)建设一处
适合当地创业需求和企业发展的‘双业’服
务中心。力争年内新增个体经营业户2 . 5万户,
同比增长16%；新增小微企业10000家。”德州
市中小企业局局长孙洪昌介绍，为扶持全民
创业和中小企业升级转型，全市以健全完善
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为抓手，以有效解决制约
企业发展的基础性、关键性问题为突破口，
完善全方位、保姆式服务，积极营造宽松、
优越的营商环境。

创新服务模式，优化营商环境，有力地
促进了德州市民营经济的发展。今年1—3月
份，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达到20 . 4万户，同
比增长17 . 1%；实现增加值506 . 5亿元，同比增
长18%；民营经济上交税金30 . 7亿元，同比增
长17 . 7%，占地方税收总额的比重达到65%。

截至去年底，36个地方特色产业集群销售收入4465 . 9亿元，企业户数达到9402家

德州：创新驱动民营经济高位崛起

□ 李文明 王晓迎

一场由小作坊变身现代化企业的风暴正
在宁津卷起汹涌波涛。

一如华北大地炎热的天气，地处山东北
部的宁津县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企业建设如
火如荼。去年以来，短短一年多，就有38家
民营企业从乡村搬迁入驻宁津县经济技术开
发区，总投资达到85 . 6亿元。

宁津民企何以能在全国经济形势异常严
峻的形势下逆势而上，迈上强筋健骨的快速
发展之路？

能工巧匠闯出大产业

一进宁津县城，县民营经济发展局负责
同志就把我们领进宁津县文化艺术中心。这
个中心的一楼大厅展放的全是该县民营企业
生产的高端产品，3000多平方米的大厅星罗棋
布，应有尽有。

“这个十件套的高档紫檀雕龙客厅家具
是我们宁津本土人创建的宏业明清家具公司
生产的，它已经成为有中国实木家具之乡美
称的宁津县的一个标志性产品。现在它的卖
价高达200多万元。”讲解员指着摆放在大厅
中央显著位置的一套紫里透红、发着幽幽亮
光的家具自豪地说，“宏业明清家具的老板
苑新桥是我们宁津人的骄傲，他创建了中国
北方最大最有名的紫檀家具企业，带动了宁
津家具行业的转型升级。”

“能人带动是宁津县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的一大特色。”站在布满富丽堂皇的紫檀家
具产品的宏业明清家具有限公司展室，宁津
县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宝祯讲述了苑新桥
的创业史。苑新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故
宫紫檀博物馆打工。这个心思精巧的年轻人
边工作边学习有关紫檀家具的雕刻工艺、制
作技术和相关的知识，并详细考察紫檀家具
市场。在掌握了紫檀家具的生产工艺和市场

行情后，苑新桥于2009年回到宁津创建了宏业
明清家具公司。短短十几年，宏业公司就发
展成为全国著名的明清家具品牌。

谈起宁津县民营经济，宁津县县长高秀
鹏如数家珍。他介绍，宁津历史上就是有名
的“锢漏之乡”、“小炉匠之乡”、“木匠
之乡”。这些传统手工业培养了一大批能工
巧匠。改革开放之后，这些能工巧匠纷纷创
办自己的小作坊、小企业，有力地促进了全
县民营经济的发展。

能人带动效应更为显著的是健身器材产
业。大胡子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的老板周月明
是一个帅哥，当年在北京一家健身中心做教
练时发现健身器材的利润巨大。精明的周月
明便在做教练的日子里，跑遍了京城所有健
身馆和健身器材商店和生产厂家，学习制造
技术，了解市场行情。2002年，他辞掉教练职
位回到老家创建了宁津县第一家健身器材公
司，短短十年多，大胡子运动器材公司便成
长为中国北方知名的健身器材公司。

大胡子运动器材的日益红火起到了示范
作用，善于学习敢想敢干的宁津人，在短短
两年内在宁津的乡村、城镇建设了大大小小
40多家健身器材生产企业。

能人带动、巧匠示范、政府扶持使宁津
民营经济迈上快车道。目前，全县工商业户
超过2万户，民营企业2577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344家。2013年，全县家具产业产值超过
180多亿元；健身器材产值57亿元，电梯行业
销售收入65亿元。

洼地效应助推产业裂变

“量变必然带来质变。我们相信这条规
律将在宁津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也坚信宁
津业已铺天盖地的民营企业会在市场竞争的
大潮中逐步长成顶天立地的参天大树。”宁
津县委书记巩洪波介绍，“以能工巧匠带动
发展的民营企业已经通过量的增加，使宁津

形成了资本积累、资源聚合、物流效率、人
才技术聚集等方面独具特色的优势。借助这
一洼地效应，宁津将推动民营经济向更大、
更高、更强方向迈进，实现以量促转、以量
促升的大转身。”

实际上，量变促质变的转型升级已经在
宁津悄然展开。

山东迈宝赫健身器材公司是宁津最大的
健身器材生产企业，今年在众多企业裁人减
产的形势下，它却迈开了大扩张的步伐，于
去年将企业从乡村搬迁到宁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产能将由过去的2亿多元扩张到20亿元以
上。董事长赵世龙说，公司能够扩张首先是
宁津数年来形成的健身器材产业量的积累和
产业链的完整。他说，在宁津，几乎全球所
有的健身、运动器材的零部件都能生产。产
业聚集效应带来了生产成本的大幅度下降，
带来了行业人才的集中，也得到了市场的青
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扩张升级就成为必
然。

该县民营经济发展局信息显示，2013年以
来，全县有38家企业从乡村搬迁到宁津县经济
技术开发区，投资总额达到85 . 6亿元。规模以上
的企业数量达到344家，比2012年增长33%。

该县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宝祯说，宁
津本土人普遍具有的创业精神是活水源头，
县委、县政府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清醒认识和
得力举措是其巨大的助推器。

富民理念撑起一片蓝天

在宁津，有两个现象会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大街小巷不时有宝马、奔驰等高档汽车
穿行。二是民营企业的厂房、办公楼都很上
档次，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县委、县政府的
办公楼。县委大楼是一栋上世纪70年代扩建
的砖混结构的3层楼，县政府则是占地比县委
大一些的五层楼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

不遗余力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制定最

好的政策、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创造最好的
资源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是宁津县经济发展
的最大特点。

该县大力实施“民营富县”战略，把推
进全民创业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
实施了上下联动、宣传发动、政策推动、园
区带动四轮驱动举措。自去年5月全民创业总
动员的大幕拉开之后，全县上万名县、乡、
村干部参与扶持全民创业。推出税费减免、
财政扶持等优惠措施，设立了200万元全民创
业专项扶持资金。

家具产业是该县的支柱产业，为推动其
转型升级，县政府全额出资建设了家具行业
技术服务中心，全力打造具备研发设计、产
业规划、企业培训、行业管理、电子商务、
质量检测、协会监督、法律咨询、协调服务
等多项职能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平台，2013年
经国家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中小企业公共服
务示范平台。

今年5月，市级重点项目投资5 . 6亿元的山
东宝德龙健身器材项目的三个生产车间正式
投产。这个项目从土地迁占到竣工使用只用
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快捷的建设速度得益于
该县为推进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成立的项目
托管中心和企业服务中心。目前，宁津县所
有在建的重点项目全部由托管中心代理审批
事宜，每个项目建设现场都有托管中心的工
作人员现场办公，大大节约了企业的时间和
建设成本。

良好的政策环境有力地促进了宁津民营
企业的发展，激发了全民创业的热情，宁津
经济一年一个台阶。自2013年以来，全县新增
私营企业1289处，个体工商户3098家，民营经
济总量增幅超过20 . 9%；上缴税金占全县总税
收的90 . 7%；五金机械、实木家具、现代农业
三大优势产业新开工建设项目138个，投入达
到126亿元；今年前5个月，民营企业实现销售
收入331亿元，同比增长28 . 6%，全县实现进出
口总值4738万美元，同比增长50 . 2%。

◆能人带动 ◆本土创业 ◆资本积累 ◆资源聚合 ◆产能扩张 ◆扶持创业

宁津民企，强筋健骨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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