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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温州市域轨道交通 S1
线，是当地首个国家战略新兴产业
示范项目，自去年开工建设以来，一
直备受关注。

日前，S1 线建设又有新进展。
龙湾段内的 5 个村庄，325 户村民，
将集体拆迁，为市域铁路 S1 线建
设项目顺利推进“让路”。这也是
S1 线 全 线 范 围 内 开 拆 的 首 批 房
屋。

海滨街道教新村是此次集体拆

迁的 5 个村之一，涉及 39 户村民。
当天开拆的有8间房，村民们早早来
到旧房子前，以各自的方式作纪
念。一位姓郑的村民说：“我这房子
是从爷爷的手里接过来，经过3代人
的粉刷改建，有了近百年的感情
了。”不过，对于拆迁大家都很支持，

期盼工程早日到位。
记者了解到，根据国家发改委

的要求，温州作为市域铁路建设先
行先试城市，要建设成为市域铁路
全国示范工程。S1 线有望在“十二
五”末建成投用，从而实现温州拥有
自己城市轨道交通的梦想。

龙湾：市域铁路S1线房屋开拆龙湾：市域铁路S1线房屋开拆

县委报道组 黄素拉

本报讯 大企业强县，小企
业富民。在平阳经济版图上，浙
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晨光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一鸣
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这3家企业，在
群雄逐鹿中脱颖而出，年销售产
值超 10 亿元。据统计，平阳县现
有 1 亿元以上年销售产值工业企
业 50 多家，规上工业企业 280 多
家。

按照《关于实施工业强县战
略的决定》，平阳县将大力实施

“千家规上企业培育工程”。以
“三转一市”为主抓手，通过 10 年
努力，培育 1000 家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主要通过加大强企培育
力度，力争到 2017 年培育形成 1
家主营业务收入超 20 亿元企业、
5 家主营业务收入超 10 亿元企
业、80 家主营业务收入超亿元企
业。

“规上企业如果不好好经营，
也会遇到破产等可能。”平阳县经
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平阳
县规上工业企业有280多家，培育
规上企业，一方面是要鼓励上规，
另一面要加大强企培育力度。为
此，平阳县推进名企、名品、名家

“三名”工程建设，将其作为加大
强企培育力度的重要载体。同
时，以培育总部型、品牌型、上市
型、高新型、产业联盟型等“五型”

企业为重点，全力打造一批产值
上规模、核心竞争力强的工业强
企。通过内育外引，鼓励企业整
合重组，培育一批总部型企业；通
过品牌战略，鼓励企业和行业协
会开展品牌运作经营，培育一批
品牌企业；通过制度创新，鼓励企
业采取多样化途径上市，培育一
批上市型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鼓
励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培育一
批高新型企业；通过产业协作，鼓
励龙头企业发挥品牌、技术、营销
网络优势，培育一批产业联盟型
企业。

此外，平阳县支持企业开展
资本运营、经营模式创新，实现规
模扩张。浙江乔治白服饰股份有

限公司已上市，温州佩蒂宠物用
品有限公司正积极筹备上市。据
了解，平阳县鼓励宠物用品、塑
包、金融机具等行业及其他领域
通过兼并、联合、重组、上市等形
式，推进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
制的资产并购重组联合。鼓励支
持宠物用品、机械及其零部件企
业上市发展，对上市培育对象加
强分类指导和全过程跟踪服务，
对企业改制和上市过程中各种手
续办理开辟“绿色通道”。

此外，平阳县加强企业精细
化管理和知名企业家培育，推进
工业转型发展，使未来平阳形成

“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相得益
彰的企业生态。

目标“顶天立地”与“铺天盖地”相得益彰

平阳10年将培育千家规上企业

浩瀚的海洋正在呼唤。洞头县270余艘单、双拖网渔船，正以全速前进的节数向东海驶去，蓄势撒下开渔后的
第一网。9月16日中午12时，随着3个半月休渔期的结束，渔老大们告别亲友，驾上渔船，继续征战大海的旅程。

县委报道组 陈宣锟 郑芯芯 摄

东海渔场昨日“开仓”洞头渔船扬帆远航

县委报道组 叶圣义

本报讯 连日来，永嘉县桥下
镇西岙村的电商经营户忙得不亦
乐乎。西岙村共有 200 余户，依托
桥 下 镇“ 中 国 教 玩 具 之 都 ”的 品

牌，其中有 150 多户在各自的家里
开起了教玩具产品电子商务店。
全村 2013 年实现电子商务成交额
近 1 亿元，村民户均收入 14 万元
以上，是国内 20 个典型的淘宝村
之一。

永嘉村民网上年成交近亿

通讯员 刘 佳 周 蕾 王宝旦

本报讯 9 月初，文成县供电公
司的物流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在
积极对仓库物资进行整理和盘点，
并做好记录。自 6 月份开始，该公
司积极地对城东仓库进行标准化
改造升级。经过近两个月时间，目
前已完成全部改造项目，仓库面貌
焕然一新。

文成县供电公司从电网建设

需 求 和 实 际 情 况 精 简 了 物 资 种
类，降低了库存。物资种类从原
来的 889 样精简到现在的 90 样，
库存金额从年初的 819.7 万元下
降到 329 万元，并对所有物资进行
上架堆码。下一步，该公司还将
根据标准化管理要求，采用 PDA
技术管理，不断规范操作流程，建
立长效机制，实现资源的科学调
配和高效利用，全面推进仓库精
益管理。

文成供电物流管理出实效

通讯员 陈 璇

本报讯 天刚亮，黄圣利就带
着相机，来到了他位于苍南县珠西
村的农地，“咔嚓”声不断。他笑着
说，这农田是他的，番茄却不是自
己的。像黄圣利这样自家田地给
别人种番茄的农民，在珠西村有
1000多人。

珠西村 90%以上村民都在从
事布角料生意。由于经济效益远
远大过种田收入，许多村民种粮积
极性不高，甚至出现了农田抛荒现
象。

今年 8 月，珠西村的 1000 多位
村民，将合计 350 亩的土地流转给
了当地番茄种植大户许德胜。自
此，这 1000 多位村民既可以每年收
取一笔固定的土地流转收入，也能
专心做生意。

“过去，我在田里种些水稻，除
去化肥、灌溉、机械等成本，一年下
来，1.5 亩土地的收入不足 400 元，
遇上旱涝灾害，收入更少。”黄圣利

说，如今土地全部流转出去，每年
每亩地能有 500 元固定租金，还不
耽误自己在家门口做布角生意。

而另一边的番茄种植户许德
胜，曾为没有连片的番茄种植土地
苦恼。他频频找村支书黄振治出
主意。为了减少村里土地抛荒现
状，让村民与当地农业实现双赢，
珠西村委会在充分征求村民意见
后，以 500 元每亩的租金，将村里
350 亩土地集体流转给许德胜，并
签订了5年的协议。

“许德胜的番茄种植基地属于
观光农业，应该鼓励发展。”黄振治
说，流转后的土地不仅能让番茄基
地扩大规模，还能为村民提供就业
机会，解决村里富余劳动力，增加
农民的收入。同时，番茄基地因需
租用村级仓库等设施，村集体经济
每年因此也将有一笔可观收入，一
举三得。

许德胜决定，等村民掌握了种
植技术后，将来借助村集体的力
量，发展生态观光农业。

苍南珠西村巧解农田抛荒

流转种番茄 一举三得益

区委报道组 王策 黄日聪

本报讯 蒲州街道科技园的
奔腾激光（温州）有限公司生产销
售喜讯频传，公司研发的美炫系
列—MX 激光雕花机供不应求，发
货量节节攀升。到8月底，累计发
货量同比增长 65%，持续保持快
速增长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龙湾区加快科技创
新步伐，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
出一批创新性“小巨人”企业。这
些企业发展速度快，成长潜力大，
成为城市转型升级中一道靓丽风
景。区科技局王秀苗表示，在龙
湾区像奔腾激光、人本轴承、俊尔
新材料等 52 家重点扶持企业，都
是国内同行业的排头兵。这些被
称为科技型“小巨人”的民营企业，
对该区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优化
企业产权结构都有积极意义，是

龙湾区调结构、转方式的新引擎。
“这些企业的基本特征是，科

研人数占企业人数的相当比例，
产品供不应求，企业效益好，处在
从孵化到起飞的节点。”王秀苗表
示，支持这些“小巨人”企业的成
长，将降低龙湾过度依赖不锈钢
产业的风险，实现在光电信息、生
物医药、装备制造、新材料方面的
突破。

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一
项项鼓励创新驱动的举措应运而
生——《市、区助企强工优惠政
策》落实编制：对入库税收首次达
到 1500 万元、3000 万元、5000 万
元、1 亿元、5 亿元和 10 亿元的工
业企业，由同级财政分别给予 15
万元、60 万元、100 万元、1000 万
元和 2000 万元的奖励；对主营业
务收入超10亿元的小巨人企业订
单本地化生产，每增加1家配套企

业（与小巨人企业开票销售收入
达1000万元以上），由同级财政奖
励龙头企业10万元。

温州市爱好笔业有限公司是
政府扶持政策的受益者，公司副
总经理南宪德说，政府对他们是

“系统扶持”。这家生产各种笔类
的高科技企业，在 2013 年由半自
动向全自动升级的突破，相关部
门为其提供扶持资金 476 万元。
他们生产的中性笔、水彩笔等系
列，有效解决了在高污染、高强度
化工行业实现全程无人干预自动
化生产工艺过程的行业难题。

“不过，现有发展空间的局
限，决定了我们无法提高生产规
格，提高生产能力。由于产品的
交货期一般都在上半年，很多订
单被推掉，从而在产值上一直无
法达到新的飞跃！”南宪德如是说。

据统计，至去年年底，龙湾区

产值超过 1 亿元以上“小巨人”企
业已经达到 19 家。预计今年底，
新增创新型“小巨人”企业 23 家。
在“小巨人”企业带动下，龙湾区
民营经济活力不断增强，经济发
展质量持续提高。

今年，龙湾区为加快培育创
新能力强、市场空间大的民营高
科技创新型“小巨人”企业，制定
了发展战略。通过3年的努力，力
争到 2016 年实现以下目标：一方
面突出发展年产值超10亿元的龙
头企业 6 家，超亿元的企业 150
家，新增小升规企业200家。另一
方面，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
2.2%，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
率达到 25%。关键环节信息技术
集成应用的强企比重达到 45%，
大中型企业数字化设计工具普及
率达到 95%，大中型企业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达到80%。

政策激励 科技导向

龙湾小巨人企业成转型新引擎

区委报道组 许文星

本报讯 9月1日，《福布斯》亚
洲版编制亚洲最优秀上市公司“未
来之星”名单，温州森马集团、宁波
海天国际跻身榜单。

森马集团的“森马服饰”，以其
针对 16~30 岁客户群的休闲服饰旗
舰品牌森马（Semir）和童装品牌巴
拉巴拉（Balabala）而闻名。2011 年

上市，目前在中国拥有逾 3500 家门
店，并希望借助近期以 1.65 亿美元
收购的天才宝贝教育集团（Fast⁃
Tackids）提振业务表现。受到库存
严重挤压拖累，中国服装行业经历
了一场大萧条，而森马服饰净利润
反 而 增 长 了 18.56% 。 去 年 11 月
份，签下了欧洲服饰品牌 Marc O’
Polo 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有效期
为15年。

福布斯公布2014亚洲“未来之星”榜

温州森马服饰荣登榜单
福布斯公布2014亚洲“未来之星”榜

温州森马服饰荣登榜单

县委报道组 周海港 张陈晨

本报讯 泰顺县小微企业“助
保贷”业务日前全面启动，县政府
首次为小微企业提供基本助保金
500万元。

此次推出的小微企业“助保
贷”业务，主要是为了满足更多小
微企业融资需求，解决泰顺小微企
业融资难问题，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和金融机构的金融风险。

泰顺县按照“政府有作为，银
行做让利，企业得实惠，风险可控
制”的总要求，坚持“自愿缴费，有
偿使用，风险共担，利益同享”的原
则，通过政府出资和企业缴纳风险
金的形式，组建具有为小微企业融
资担保功能的“助保金风险池”，解
决小微企业融资担保难问题。

“银行在按规定放低担保要求
和适当降低利率的情况下，以不超
过助保金风险池资金总额 10 倍的
资金量，对小微企业发放贷款。”建
设银行泰顺支行副行长王永军说。

据了解，“助保贷”的放款对象
主要包括在泰顺县注册，且在上年
度企业综合评价中列为提升类以上
的小微企业；限额以上商贸旅游服
务企业；在该县注册经营满 1 年以
上的电子商务企业以及其他符合条
件的小微企业，且“助保贷”贷款只
得用于企业正常流动资金周转，不
得挪用其他。单个小微企业“助保
贷”贷款额度一般在 200 万元之内，
最高不超过 400 万元。“助保贷”的
实施将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为泰顺经济持续、稳定、健康、
快速发展提供强有力保证。

泰顺启动小微企业“助保贷”泰顺启动小微企业“助保贷”

雁荡山景区开展沿溪环保捡垃圾活动。 叶金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