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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向“高”而攀 向“新”而行

唐河县聚焦“三个坚持”推进工业经济突破升级

编者按：唐河县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工业强县”

战略，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聚焦“六新”突破，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聚力延链壮群，持续推动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开辟发展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

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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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唐河县按照省、市“万人助万企”活动要求，立

足“工业强县”战略，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汇聚

创新动能，狠抓强链壮群，建设绿色园区，向“高”而攀、向“新”

而行，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推进“3+7+9”产业体系

转型升级，推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该县先进制造业开发区先

后荣获河南省循环经济产业园、省级绿色园区等称号，7家企业

荣获省级绿色工厂，4家企业荣获省专精特新企业。

一、坚持创新驱动，激发发展活力

一是强化政策扶持。出台《2024年唐河县“科技创新年”工

作实施方案》等系列配套政策，政府采购优先使用高新技术企业

产品，针对每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在省、市奖励基础上，县

财政再奖励20万元，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共颁发科技创新奖励资

金451.6万元，惠及科技创新主体36家。

二是加快数智赋能。开展“科技创新年”活动，深入实施产

业核心技术攻关行动，引导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加快技术研发、设备更新和工艺升级；强化5G、工业互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赋能，建设智能工厂、智能物流园区，打造

智慧供应链；开展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建设一批应

用场景示范工程。确保今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12家以上，新培育

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1至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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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盯“一转带三化”，实施“三化改造”项目30个，规上工

业企业三化改造率达到68%以上，打造省级智能工厂1家、智能

车间2个、省级智能制造应用场景项目1个，为产业向高端化、智

能化、绿色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

三是搭建创新平台。发挥农牧装备产业联合基金作用，依托

92个市级以上科创平台，加强与河南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河南农

大、南阳理工学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等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合

作，着力打造一批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和技术创新中心，支持有条

件的企业加快在发达地区布局“科创飞地”。新建省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等15个以上，转移转化科技成果10

项以上，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高效耦合。

四是引育高端人才。完善“全职+柔性”招才引智机制，聚

焦企业所需，突出“高精尖缺”导向，大力引进各类先进制造业

人才和团队入驻唐河。深化“校企合作、校地合作”，推动职教

园区与开发区、重点企业签订技能人才定向培养协议，实现产教

融合、校企共赢。成立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传感器产业学院，培

养“订单式”人才，提升人才队伍素质。累计引进高端人才179

人，其中柔性引进博士6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0.1万人次，新

增技能人才3.76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2.19万人次。

二、坚持培优扶强，集聚发展动能

一是抓实招商引资工作。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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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二分之一”工作法。围绕装备制造、农副产品加工、电

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以提升重点产业链基础能力和现代化水

平为重点，加快推进传感器、新能源电池、灯具照明等优势产

业延链，新能源产业等新兴产业强链，粮油加工、精密制造、

矿产资源等传统产业升链，全力培育“链主型”企业，积极打

造电子信息、新能源等百亿级产业链群，推动制造业产业链优

化、价值链跃升、竞争力重塑。截至目前共签约项目17个，合

同引资117.45亿元。

二是发展绿色食品产业。依托三乐元等农副产品加工企业，

大力提升“原料生产—初加工—深加工”产业链条强度，鼓励企

业淘汰落后陈旧设备，促进产业整体升级。发挥唐河农产品大县

优势，推行规模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建立原料生产基地，积极

研发新产品，推动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依托综合

电商物流园、粮食物流园、冷链物流等项目扩大销售区域，借助

网络科技平台，拓宽销售渠道。目前已培育心果可可等关联企业

11家，综合产值10亿元，其中三乐元荣获2024年第一批河南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

三是壮大农牧装备产业。依托南商农科等产业链龙头企业，

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重点引进原材料生产、标准件制造、关键

零部件系统研制等项目。发挥亚澳农机、大华机械等企业在农机

开发、视觉技术等方面优势，打造智能工厂（车间）、智慧化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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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加强上下游农机企业配套协作，提升全产业链智能化水平。

与中科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农业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等科

研院所联合设计、开发成套装备，推动畜牧用巡检机器人、养殖

场环保装备等清洁养殖智能装备研发。已培育亚澳农机等关联企

业17家，打造智慧化养殖场26个，畜牧业产值达42亿元，其中南

商农科荣获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及省数字领航企业中小企业

数字化转型标杆荣誉称号，中通智能“储能系统智能防爆安全关

键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被认定为2024年度河南省重点研发专项

项目。

四是做强电子信息产业。围绕产业配套不完善、高端电子

产品较少等问题，鼓励豫科芯片、芯光智显等企业组团发展，

整合资金、资源等要素，打造电感、磁性元器件等核心产品优

势，同步向家电、通讯等领域扩展。引导耀皓电子与南阳理工

学院签订校企战略合作协议，建立产学研合作基地，共享智能

生产线研发、跨境产品销售等，促进企业从复制模仿向自主创

新转变。共培育艾礼富、海川科技等关联企业42家，产值23亿

元，其中格瑞光电获评2024年河南省质量标杆企业，海宏科技

获评省级绿色工厂。

三、坚持绿色环保，厚植发展底色

一是建立绿色运行机制。县园区管委会成立绿色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编制绿色园区发展规划，从战略的高度做好绿色园区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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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设计，规划绿色园区的发展目标、集聚区域、发展路径、要素

保障等，确保绿色园区建设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采取政府引导、

公司经营的模式，对绿色产业进行整体运营，促进园区不断壮大、

企业健康发展、经济社会效益明显。

二是打造绿色低碳生态。开展低碳产业园区创建，按照“一

链一园”发展思路，围绕食品加工、智能玩具、电子电器等产业

链，支持龙头企业牵头联合打造专业园区，对园区传感器、灯具

照明等五大产业进行规划设计。园区新建建筑执行绿色建筑节能

设计标准，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和装配式建筑配建要求进行建

设。共建设完成绿色建筑 18个，其中被评为一星级建筑 5个，

二星级建筑 8个，总绿色建筑面积达到 38万平方米；建设完成

装配式建筑 5个，装配式建筑面积为 27万平方米。

三是持续改善绿色质量。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狠抓节能减

排工作，提前完成禁燃区内所有燃煤及其他非清洁能源及高耗能

锅炉的淘汰工作，全面完成国家、省下达的节能降耗、碳排放下

降目标，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升，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基本建成，

实现清洁生产。园区内南阳统包等 20余家企业利用华嘉盛天然

气的便利条件，率先完成锅炉改造。

四是发展绿色循环经济。开展“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行

动，与金鹏实业合作，通过收集、分拣、拆解、处理等方式，推

动废旧金属回收循环再利用，形成循环产业链条。与金海生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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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依托企业自建科研平台，将回收的废弃油脂，提炼成绿色环

保、循环可再生的新型生物质能源，产品全部出口欧盟国家，海

宏新能源、英拓智能成功入选省数字化碳管理中心，为世界碳中

和、碳达峰贡献唐河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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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省“万人助万企”活动办公室，省派驻南阳第十三工作组，
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主要领导，全市包联服
务企业各市厅级领导。

发：各县（市、区）党委（党工委）、政府（管委会），市联
席会议成员单位、各专项工作组、包联企业各责任单位，
市优化营商环境办，市委市政府督查局，全市各类大中小
微企业。


